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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画概论》是动画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动画专业的学习内容包括相关理论知识

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动画制作能力,增强他们在就业方面的核心竞争能力是教学的主要

目标。所以,在该专业的教学方面就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探索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教考分离”模

式就很好的契合了该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特点。本文基于“教考分离”模式,分析了《动画概论》课程

特点以及该课程实施教考分离的必要性,提出建设试题库的具体方案,构建完备的考核体系和保密制度,

旨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让动画专业可以可持续和更加标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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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Separation of Teaching and Testing” Model in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Animation 

Fayun Zheng 

Lijiang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Animation is a basic course and main course for animation majors. The learning 

content of animation major includes the cultivation of relevant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y. Improving students’ animation production ability and enhancing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in 

employment are the main goals of teach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e 

teaching of this major to bring forth the new, and to explore new teaching models and methods. The 

“separation of teaching and testing” model fits wel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orm of this major’s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separation of teaching and testing”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roduction to Animation course and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the separation of teaching and testing, 

proposes a specific plan for building a test question bank, and builds a complete assessment system and 

confidentiality system, aiming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so that the animation profession can be sustainable 

and more 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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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考分离”是指把教学和考试分

开,根据培养目标、教学目的和教学大纲

建立各种类型的题库、命题、阅卷评分

等一套较为完整的考核管理系统,是打

破传统的教考合一的改革举措,势必会

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和考试产生重要的影

响。“教考分离”是一种创新型考核模式,

是高校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为了

进一步深化普通高校本科教学改革工作,

培养创新型人才,动画专业课程考核模

式也在进行教考分离的改革和探索。 

1 《动画概论》课程特点 

《动画概论》课程是本学院动画专

业的主干课程,主要学习和认识动画的

属性、类型、起源、发展、工艺系统、

制作常识、专业职责和素质培养等方面

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主要部分；①动

画是什么；②动画怎么做；③动画相关

知识。从表层概念方面介绍了动画的一

些基本常识,明确学习目的,达到了解动

画制作流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对于动画的产生,发展,分类,风格流派,

动画电影的基本原理,动画电影的摄制过

程以及关于运动规律的一些基本概念都

能够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对于之后的动

画基础造型乃至将来的运动规律,原画,

动画,动画短片制作的学习提供理论基

础。还可以提高学生对动画的兴趣,为以

后动画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动画概论》课程实行教考

分离的必要性 

教考分离已经成为我国高校考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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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必然趋势。为了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加强教风、学风建设,严格考试管理,客

观、公平、公正地评价教学效果,充分调

动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学生刻

苦认真地学习,提高教学质量。对《动画

概论》课程实施教考分离工作,抓住关键

环节,对于动画专业考试评价制度改革

是非常必要的。建立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统一命题,集体流

水评卷的教考分离制度,有利于发挥考

试在教学工作中的促进作用,使教学工

作规范有序地进行。 

2.1课程层面 

首先,《动画概论》课程覆盖面广,

是动画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对培养学生的动画意识、动画思维、动

画基础理论知识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其次,《动画概论》课程和后续《动

画视听语言》、《动画运动规律》、《二维

动画》等课程都有密切的联系。在授课

中除了理论知识的掌握,也注重和实践

相结合,为后期学生可以独立制作动画

实验短片打好基础,在所有动画专业课

程中首先开设,具有动画知识启迪的关

键作用。因此,动画专业《动画概论》课

程实施“教考分离”对于高校整体教学

改革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2教师层面 

教考分离就是把教学和考试分开,

授课教师只负责教学,不参与所担任课

程的出题、监考、统一阅卷和评分,规范

考试环节。教考分离的实施,可以使教师

自觉地按照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进度表

的基本要求进行教学,在自己的专业领

域不断的提高专业综合能力,关注本专

业的 新前沿趋势,更加注重教学研究,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过

程中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把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

中。从而形成重教重学的良好氛围,营造

教师认真教,学生用心学的良好教风和

学风,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3学生层面 

当今社会对动画专业人才的要求不

断提高,极度缺乏优秀的高层次原创人

才,同时急需精通动画制作又懂经营管

理的制片人才。所以动画专业人才不仅

要掌握专业基础知识,还需要具备影视、

动画制作的专业能力。实行教考分离是

建立科学、规范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重

要内容。能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

学习态度,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重点内

容,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 

3 动画专业《动画概论》教考

分离的设计 

3.1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动画专业

课程教学改革 

职业能力是一项企业评判员工的重

要标准,几乎每个用人单位 为看重的

是员工的职业能力,对于该职业的专业

知识和相关职业能力方面都有着较高的

要求。所以从业人员需要具备高水平的

基础知识和全面的专业综合能力表现。

在高校专业教学中,重点在于培养学生

的基础专业知识,这也他们毕业以后是

从事动画相关工作的基本要求,另外,在

学校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不

断提高动画制作的专业技能,这样才可

以更好地和社会接轨,也是动画行业发

展的需要。 

动画专业应严格参照《教育部高等

学校动画、数字媒体本科专业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去设置相关的课程体系,积极

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

密切关注动画行业的发展趋势,不断探

索和改进动画人才的培养方案,并逐步

适应当代动画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在学

校教育中,必须更加注重实践的操作,不

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相应专业的

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服务,为学生未来

的职业发展发挥基本的保障作用。教师

应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整合各方的

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

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 

动画专业还需加强校企合作,以项

目为驱动,带动学生对专业课更加深入

的学习,完成相关动画作品的制作以后,

实现产出和收益,直接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的积极性。另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创新思维为重点的项目式教学既是一

种探索,也是一种尝试,也是对传统动画

课程教学的补充,不会和其他的教学方

法冲突。教师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

校或社会举办的竞赛活动,例如《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高校数

字艺术设计大赛》、《中国国际动漫节》

等。在参赛的过程中去培养学生的自信

心,切实的提高教学水平和动画制作的

质量,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起着推动

作用。 

3.2新的教学评价体系 

在教学中,教师必须明确教学目标

并实时进行更新教学理念。从一些细微

之地入手教学,在课堂展开教学之前,明

确告知学生此节课学习的重点,目的每

一门课程在进行改革时,都必须要建立

起新的教学评价的体系,从而才能够来

检验此次教学改革是否成功。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旨在促进学生全方面的

健康发展。 

学生评价：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因此,在建立科

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时,必须将学生对动

画相关课程的学习态度、课程参与度和

他们自身的专业能力融入分析与评价之

中。理论课程平时成绩占20%,期中20%,

期末占60%,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则

是平时成绩占60%,期末占40%。组织教师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期中调研,各门课教

师主要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做简要汇报

和总结,提出问题,教师之间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这样一来,教师配合辅导员,

可以及时纠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学

生对于动画专业课程的参与度,尤其是

实践课,例如《动画规律》、《二维动画》、

《数码插画》、《漫画设计》、《三维动画》

等课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生的综合专

业素质以及相应的创新思维得到很好的

发展。 

教师评价：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引导者,对于教师的评价体系应结合

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质

量和方法进行评价。组织学生对教师的

期中调研,各年纪学生针对教师的教学

活动和辅导情况做简要汇报和总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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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关意见给各门课教师,做到及时反

馈。期末学生在教学系统上对教师进行

综合网上评教,分数的高低直接影响该

教师学期的综合表现,低于85分以下取

消学期优秀教师的评选资格。这样的评

价体系,使得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

本人了解教学情况,更好的完成教学任

务,密切关注学生学习情况和身心健康,

把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教学中去,发现

问题、总结经验并改进工作,以达到 终

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4 实行教考分离的途径 

4.1建立试题库 

学校每学期以各学院、各教研室课

程为单位,由一位教师主持,加课程组成

员的方式对所教课程申报教考分离,立

项以后,学校给予资助题库建设经费。项

目组根据教学计划,就《动画概论》课程

进行集体命题,试题不少于15套,试卷题

型分布为选择题、填空题、简答题、论

述题,各类题型在试卷中所占比重约为

15%,15%,30%,40%。学校严格规定考试命

题的基本依据和教学大纲、考试大纲、

教材和各专业的基本教学计划；课程组

命题必须以教学大纲为依据,按照教学

目的、任务、深度和难度等要求进行命

题。试题分为较易、中等难度、较难(偏

难)、难度较大四个层次,其比例大致为

2:3:3:2；考试主要内容不低于85%,考试

次要内容不超过15%。每一份试卷的重复

率不超过30%,所有试卷按规定编号,命

题课程组填写试卷命题审批表后由所属

教研室主任审核,主管的教学院长签字

后交教务处考试中心。考试中心以课程

为单位对试卷库进行编号,并做使用、修

改等详细记录。考试时,由考试中心随机

从题库中抽取一份作为考卷。 

4.2教材的重要性 

课程目前使用的教材为《动画概论》,

王宁、杨宝容,清华大学出版社。该教材

为“十二五”规划教材,内容非常的全面,

包含了动画的本质、动画的起源于发展、

动画的类型、动画的风格流派、动画的

制作、动画师应具备的素质与技能等。

另附一套课后练习册,有填空题、单选、

简答题等题型,题目的广度和科学性为

我们试题库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参考资

料和题目模板。另外在建设试题库的时

候还要使用多本关于动画艺术的参考教

材。课题组成员也可以根据本校学生的

特点,撰写《动画概论》的自编教材。教

师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对相关专业知

识做进一步的整理和归纳,思考学科发

展过程中的问题,需要深度掌握本学科

理论流派的演化过程,由助于教师提高

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4.3试卷安全保密管理 

试卷保密是教考分离非常重要的环

节,需要在试卷的安全保密上建立完善

的保密管理制度。首先学院教务需要专

门整理出一间试卷保密室,方便管理试

题库相关材料。其次,试题电子稿的保

存、修改、打印等环节只能由教考分离

项目主持人经手； 后在试卷的交接方

面,在试卷启封前,限制接触试卷的人员

数量,从抽卷到送印试卷再到试卷的印

刷、密封都是由专门的试卷保密人员进

行交接,从而减少在试卷流通过程中泄

密的风险,确保试卷的绝对安全。 

4.4阅卷制度 

在教考分离的基础上,阅卷的方式

也要进行改革,传统的阅卷方式或多或

少的掺杂着教师对学生的私人感情,不

能做到真正的公平。教师对试卷的批改

是否客观公正是非常影响考试的质量,

因此在阅卷方面,由课程组首先要制定

统一的评分标准,其次以“流水作业”方

式进行阅卷,选定同一时间、地点进行,

后再统一登分。这样就可以杜绝部分

学生为了分数来找老师求情、送礼的现

象,减轻了老师的精神负担,保证了阅卷

的严肃性和客观性。 

整个考试结束后,由任课老师统计

自身所承担班级的各个分数段人数的比

例及考试的 高分、 低分和平均分,

后对试卷和成绩进行分析,重点分析

试题是否符合课程教学大纲对知识能力

的基本要求,题量、难易程度、知识覆盖

面是否适中,有无一定的综合性、提高性

题目和能否考核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实际情况出

发,分析学生掌握知识、提高素质和能力

的现状,客观评价教与学的水平。找出突

出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5 结论 

综上所述,《动画概论》课程配套的

试题库建设,有利于实现教考分离,提高

教学水平,保障教学质量；有利于试题保

持客观性、稳定性,减少中间环节,提高

工作效率；有利于增强试卷的保密性,

维护良好的考试纪律和树立端正的学风

考风；有利于客观全面地检测学生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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