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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描述了学生对考试中使用自己的移动设备，如笔记本电脑的看法。电脑考试
尝试将移动设备富含的教学力量带到高风险考试的笔试中。2014年，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进行了试验，在六个大学课程中测试开放性资源、自带设备的电脑考试系统。在
期中电脑考试中，在试验前、试验中和试验后调查了学生的想法。富有热情的、积极
的想法是“我期待很久了”，而消极的想法是“我这辈子都不想尝试。”这次调查中学生
强调的使用反响和担忧包括多个方面：打字熟练度、使用熟悉键盘舒适度、长时间的
写字导致手抽筋现象、可编辑功能、科技的可靠性、安全性、公正性、作弊现象、形
成的习惯和缺乏好奇的态度。这些反馈都将对那些想要通过自带设备进行电脑考试的
机构而言，非常宝贵。 
 
关键字：电脑考试，电脑辅助考试，高风险考试，自带设备，学生的想法，高等教育， 
教育技术。 
 
序言  
         在考试中使用电脑不是一个新的想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医学、数学和语言
学教育的教学评测中最先使用了电脑考试（斯维茨(Swets)&福哲格(Feurzeig)，1965）。
现在很多领域都进行电脑考试。这些考试倾向于集中在专业证书和培训市场，而在以
笔试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电脑考试仍较少。澳大利亚医学委员会考试（AMC 
MCQ），美国医师执照考试（USMLE MCQ），例如微软认证系统工程师（MCSE）
和思科证书的信息技术证书考试中都使用机考。雅思（IELTS）和大多数美国律师考
试也提供机考的选择。然而虽然信息技术行业中一些专利考试工具囊括了模拟软件和
网络问题，但是现在大多数机考都倾向于使用“选择”题而不是开放性或建构性问题。
过渡依赖选择题将会替代笔试问题模式，从而限制考场内的“教育规划”。以开放性或
构建性问题为中心的电脑考试可包括一系列活动，例如模拟、场景、三维图像操作、
构建多媒体、电脑辅助设计项目和进行虚拟实验。考场中的教育限制也可能促进大量
课程的转型（弗卢克(Fluck)&希利尔(Hillier)，2014）。电脑评分，课程评测阶段中普
遍使用 ICT的一致性增加时，增加效率将是一种趋势，这种趋势预示着近期将大量使
用电脑考试。然而随着我们让大量的学生参加电脑考试，目前用考试机构提供的电脑
进行电脑考试方法的延展性很受限制。在发达国家，大多数教育机构的预算都有限，
在考试中心大量投资专业性电脑变得不现实。 
 
考试中的移动设备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使用很多学生已经拥有的移动设备。尤其是在美国，大约
90%的学生有笔记本电脑（达尔斯特伦(Dahlstrom)&比克塞尔(Bichsel)，2014），作者
所在的大学，这个比例更大一些，大约有 94%的学生有笔记本电脑。这给电脑考试提
供了潜在的硬件设施。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考试机构必须能保障这些机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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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而且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和运营系统上解决技术问题。在市场上有一些产品，例如
ExamSoft（2015）和安全考试浏览器（SEB 2015）已经安装在学生自己的电脑中。一
些国家也在采取进一步的发展措施，从而在考试中更多地使用自带设备，其中包括澳
大利亚（希利尔&弗卢克，2013），奥地利（弗兰克尔(Frankl)，沙特纳尔(Schartner)&
兹波丁(Zebedin)，2011），加拿大（派理果德夫(Peregoodoff)，2014），丹麦（尼尔森
(Nielsen)，2014），芬兰（拉图(Lattu)，2014），德国（舒尔茨(Schulz)&阿帕斯特洛
博洛斯(Apostolopoulos)，2014），冰岛（阿弗利欧森(Alfreosson)，2014），挪威（马
尔福(Melve)，2014）和新加坡（姜&戴(Keong & Tay)，2014）。 
         除了电脑考试项目的技术障碍，使用者和组织方的接受度也存在问题。随着我们
从笔试转向键盘，我们关于电脑考试的方式所做的决定将最大程度影响学生。机构提
供的电脑和自己的电脑有差别，更熟悉的设备对学生在考试中的接受度和表现有影响。
德尔莫(Dermo)（2009），弗兰克尔，沙特纳尔和兹波丁（2012），特兹(Terzis)和伊
科诺米季斯(Economides)（2011），摩根(Mogey)和弗卢克(Fluck)（2014）等作者都提
及在考试中使用电脑，也提出了下列问题：诚信度（让“作弊”最小化），可依赖性
（设备和硬件的稳定性，避免错误），熟悉度（让电脑式环境本身导致的注意力分散
最小化，让学生可以以最好的状态回答考试问题），效率（尤其与笔试相比）和心理
学（压力和焦虑的影响）。 
 
自带设备（BYOD）  
         高等教育机构中使用 ICT在传统上是依靠机构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提供的电脑。在
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带自己的电脑上学，连接学校的网络。这是因为学生拥
有越来越多的合适的设备（从 2010年的每人 1.3台设备到 2014年预计每人 3.6台设备
——达尔斯特伦(Dahlstrom)&迪菲利波(diFilipo)，2013），以及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
学校的设备越来越紧张。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在学习中使用自己的设备有很多优势 。
这让学生更方便，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能选择最适宜使用电脑的时间和地点，在交
谈时有持续的软件环境，可获得所有工作数据文件，更可使用更熟悉的键盘和触摸板
或鼠标，这使得效率更高，使用设备更舒适。当在高风险考试中使用一样的设备，学
生对自己的键盘和鼠标或触摸板更熟悉，这也会带来一些优势，例如在考试有限的时
间中文字输出率更高。因为相对较少的考试需要大量电脑，例如对作者所在的学校而
言，这意味着任意考试时间中 2500张座位都须提供一台电脑，相对的机构也可以在硬
件供应方面节约钱。使用学生自己的电脑可能带来的不利包括能力多样性（“电源”和
能力），可依赖性（应对崩溃、电池寿命），担心考试环境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作
弊）。 
         硬件证书、控制软件环境、提供备用电源和仔细监考等措施都能克服很多在考场
中使用学生自己的电脑时的困难；但是我们最终需要让学生相信这样的改革是好的。
现在是时候检测学生的想法对考试时技术接受度的影响。 
 
让学生有发言权  
         与大多数其它形式的评估相比，考试也许是最有压力的，对学生而言结果是高风
险的。另外，作为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在进行考试或改革时，学生通常没有最权威
的发言权。设计者在对考试做出任何改革时都要倾听学生的想法。很多教育文化在考
试中使用 ICT通常是从教育者、管理者和教育技术专家的角度书写的（安德鲁斯
(Andrews)&泰南(Tynan)，2010）。然而，在教育系统中很多时候，学生通常通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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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学生会、委员会代表和通过越来越多的普通课程评估调查（布莱尔(Blair)&瓦尔
迪兹•诺埃尔(Valdez Noel)，2014）等方式有所贡献（阿尔克马(Alkema)，麦当劳
(McDonald)&赖安(Ryan)，2013）。通常即时考试都排除这种代表方式，从而导致在设
置和实施阶段，直接咨询学生时内容缺少丰富性。例如安德鲁斯(Andrews)，迪图(du 
Toit)，哈尔凡德(Harreveld)，巴克斯卓(Backstrom)&泰南(Tynan)（2014）做的研究是
一个和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深入合作的例子。通过咨询学生一系列有关管理考试的问
题，尽可能接近行动或改革的点，我们可以更好地参考他们的意见，将他们所担忧的
问题融入到设计改革过程中。 
 
研究  
         这项研究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一所多学科大学——昆士兰大学进行，包含了五万
名学生。学校道德委员会批准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数据收集过程和设备。 
         如图表 1所示，这项研究包涵两个重要阶段。	
 

图表 1：研究设计 
第一阶段 学校范围内网络调查 
   

第二阶段第一步 电脑考试试验，填写意向书 
  

打字 
 
         手写 

 
第二阶段第二步 

 
考前准备调查 

 

 
第二阶段第三步 

 
考试时打字 

 
     考试时手写 

 
第二阶段第四步 

 
考后调查 

 
         第一阶段是在电脑考试试验前进行网络调查。学校中所有学生可通过学校学习管
理系统(LMS)参与此项调查。 
         第二阶段是一系列的共计六次电脑考试试验，每次试验分为四个步骤。六个课程
中的学生参加比重占 15%到 25%的期中考试，他们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电脑参加考试，
这些人通常笔试时效率较低。选择打字的学生需要使用电脑考试“Linux Live” USB储
存设备（考试转型 2014）开机，该设备含有一个调整版本的乌班图（Ubuntu）来避免
连接网络或本地设备，同时也有 Libra Office以及一个额外的习惯的“开始考试”向导程
序引导学生开始考试。 
         在每一次试验中，学生须填写一份网络“意向书”（和同意书），表明他们喜欢的
考试模式。那些对打字感兴趣的学生需要参加一个设置／练习课，让他们有机会熟悉
电脑考试系统，确保电脑考试系统适配他们的电脑。参加这些课的学生需要填写一份
调查表，收集他们电脑的数据和他们对考试系统的第一印象。最后，包括打字和手写
的所有学生都参加考试，并填写一份考后调查表。 
 
收集和分析数据  
         在调查过程中，一些开放性问题让学生有机会表达自己对电脑考试的观点和经历
的看法。这些数据作为电子学习、电子提交和电脑考试的深入研究的一部分进行收集。
这个论文着重探索学生对电脑考试中使用自己的设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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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全校范围调查 
         在第一阶段的全校范围调查中，一个开放性问题探索学生对电脑考试的看法。大
多数受访者之前没有或只有一些电脑考试经历，所以收集的观点是“先入之见”。“此时
你对电脑考试的主要担心是什么？”这一问题有一系列的李克特量表。在其它地方报道
过对李克特量表的分析（请看希利尔 2014）。例如年龄、性别、项目等级和项目领域
（学科领域）等统计类问题也包含在内。 
 
电脑考试试验 
         在每次电脑考试试验开始阶段，意向书表明了该学科选择打字的大概人数。然后
在电脑考试前学生需要参加设置／训练课。我们也估计了数字上一些差别，所以我们
记录了每个阶段参加的学生数量。表格 1显示了每次试验时表明会打字的学生数。 

表格 1：试验每阶段打字人数 

试验步骤  
是，打
字  

可能
会打
字  

打字
总人
数  数值差  不(手写)* 

1 意向书 201   201   361 
2.1 试验前－－尝试前 94 16 110 91 10 
2.2 试验前－－尝试后 86 15 101 9 23 
4 考试（后） 71   71 30 450 
备注：不是所有受访者都回答每道题。一些选择手写的学生没有填写意向书，考后调
查也有些表达不充分。同样的，不是所有参加试验前设置课的学生都提交了调查表。 
 
         在六门学科约 560名学生中，刚超过 200名（36%）学生对打字表示感兴趣。然
后 124名学生参加了设置／训练课，回复了 115份调查。在设置／训练课中，94名学
生在尝试电脑考试系统前表示想在考试中打字。在使用自己的电脑尝试电脑考试系统
后，86名学生表明仍想在考试中打字。最后，71名学生在考试中打字，450名选择手
写。 
         在设置／练习课上，我们收集了有关学生的电脑、与电脑考试系统的适配度、他
们的第一印象和想法的技术数据。表格 2列举了李克特量表组成的有关学生的观点和
想法的问题。 

表格 2：挑选的考前调查问题（仅限打字者） 
问题  类型  N 均数  标准差  
使用步骤简单易懂 L 108 3.9 1.0 
必要的技术步骤容易掌握 L 105 4.0 1.1 
使用电脑考试 U盘开机容易 L 108 4.1 1.2 
我有信心在真实考试中完成这些步骤 L 106 4.0 1.1 
电脑考试系统软件便于使用 L 105 4.1 1.1 
我现在对接下来的考试中使用电脑考试系统感觉较放松 L 106 3.8 1.0 
 
         学生通过下列两个开放式评论问题表达他们对电脑考试系统的第一印象：“此时
你主要担心电脑考试哪些方面？”以及“其它评论——称赞或如何改善系统运行方式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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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收集阶段最后一步是考试回复后进行的反馈调查。再一次为了收集学生的观
点，有三道开放性问题：“如果你在此次考试中手写：手写的原因是什么（如为什么不
打字）？”或“如果你在此次考试中打字：选择打字的原因是什么？”同时“对你而言，
考试中手写和打字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以及“此时你对考试中使用电脑最主要担忧
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对这种新型考试方法有了经验，所以通过咨询学生每个阶段的担忧，	我
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想法的变化。	
	
结果 	
									据统计，试验前的调查中共有 928位回复，其中 63%为女性，37%为男性。学院
报名人数中 55%为女性，45%为男性，与之相比，说明在此次调查中男性的回复率较
低。大多数受访者中，83%的年龄在 17-25岁，其中 88%的受访者是大学生，12%的人
是研究生。学院数据显示 81%的参与者是大学生，这使得这次调查中该组所占比例过
高。	
									平均每位学生拥有 2.3台（标准差为 0.8）移动设备，其中不包括台式电脑。总体
来说，学生中 94%有笔记本电脑，84%有智能手机，41%有平板电脑，34%有台式电脑。	
	
学生的观点——关于电脑考试的先入之见	
									在试验前的大调查中，我们发现 60%的受访者从未参加过电脑考试，还有 30%的
人仅参加过几次，因此电脑考试没有太多先例。在网络调查中，学生提出了 541条评
论或“先入之见”。学生提出了若干问题，最主要的是有关技术、作弊和现阶段 践的
风险规避问题。	
									“例如数据丢失、项目冲突、意外删除、加载缓慢、格式无法识别等技术问题”——理疗生	
									“考试时网络连接、复制粘贴问题、使用其它程序（包括浏览器）的问题，电脑考试时可

能更容易看到其他人的答案”——文科生	
									“不可靠的技术比考试更让我紧张。”——司法学生	
									“关于电脑考试，我主要担心监考老师是否有准备解决考试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农

业生产学生	
									“不让其他学生看到屏幕”——环境学生	
									“我同样也不相信监考老师阻止学生作弊的能力。我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仅仅在学

习领域与他人进行知识竞争，而不是和知道如何违反制度的人竞争”——商科学生	
	
									电脑知识也对学生的理念有重要作用：	
									“作为一位成人学生，因为我的电脑知识比不过年轻学生，所以我认为电脑考试对我不

利。”——化学学生	
									“‘电脑考试对一些学生更有利’是事实，例如精通打字的人比不精通的人更有优势，但是笔

试一样，能够克服手掌强烈疼痛的人更有优势。任何考试设置都会对一些人比较有
利！”——文科生	

	
									关于学科中典型的考试问题，学生也习惯键盘输入的合理性：	
									“一位真正的程序员每次写程序时都需要查询他们语言的应用程序接口（APIs），但是因

为他们被迫只能使用手中的纸质笔记，所以他们不能查询。这令人很气愤。”——计算
机科学学生	

									“对于数学课或科学课来说，打出公式和符号是非常困难的”——化学工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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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方面的输入（建立评分系统或活页乐谱）对设定考试而言是非常困难的……每个程
序都是不一样的，在考试中大多数时间会浪费在熟悉程序上。”——文科／音乐生	

									“我需要能简便地画素描、写公式。”——土木工程学生	
									“在键盘上打出汉字是很困难的，使用目前的程序，键盘变成了一本字典，所以这有点不

公平。”——国际文学和语言学生	
	
									学生也会为笔试而训练自己，这也导致了这种方式下的一种投资意识。	
									“在工程论文中能够练习‘笔试’类型的问题仍然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准备考试、记住重要

知识点。”——电力工程学生	
									“我曾经在笔试中获得很优异的成绩，我的期末考试成绩不低于 7分（最高分）。我不想

通过引入一种新型的考试模式来挑战这一历史性的成就。”——商科学生	
	
									其他学生对电脑考试的想法表示赞同。	
									“不管是何种考试形式：选择题、简答题、论文，我强烈赞成使用电脑考试。电脑考试让

学生答题更快，改答案更方便，让考官批改选择题更快，不会纠结无法辨认的字迹，
试卷丢失更少，因而对双方都有利。”——医学、外科学生	

	
									虽然有一些学生因为打字技能不好而不想打字，但是也有其他学生因为书法不好
或长时间书写会导致身体不舒服要避免手写。	
									“因为我手写很慢，所以我感觉我自己一直处于劣势……手抽筋、按笔和墨水污渍都很不

方便。我希望能有机会在电脑上打出我的答案。”——心理科学学生	
									“我是左撇子，在法律考试中持续写了一个半小时导致我手上都是钢笔和铅笔的污渍。我

感觉电脑考试能让我发挥更好。”——司法学生	
									“我讨厌笔试。尤其对我而言手抽筋是最糟糕的。我的手腕几年前受伤了。”——健康科学

学生	
	
									虽然有一些学生抱怨手写会导致手抽筋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反对的观点：	
									“我感觉手抽筋的问题确切地说明了学生的柔软程度。”——土木工程学生	
	
									学生也指出他们一学期大多数作业都是用电脑完成的，同时也声明说他们被迫进
行笔试是非常不利的。	
									“最近笔试对学生很不利：我们现在使用手写方式的机会不多，很多学生的字迹难以辨

认。”——社会科学学生	
									“考虑到使用电脑是高等教育的先修课程，认为这类学生比使用纸笔的学生更不利这种论

点是很薄落的。”——法律学生	
	
									一些学生提出了使用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键盘对他们的写作效率的影响：	
									“我很担忧使用的键盘种类。让那些一直使用苹果键盘的人在考试中使用另一种键盘是不

利的，尤其考试是限时的，答题的数量也很重要。”——文科生	
									“作为使用德沃夏克键盘的学生，如果考试在学校的电脑上进行，就必须使用 QWERTY键

盘，这对我是非常不利的。”——软件工程学生	
	
									学生意识到了对自带设备的熟悉度和作弊风险二者之间的取舍：	
									“我宁愿在考试中使用熟悉的键盘，但是用自己的电脑更容易作弊。”——化学学生	
	
									有些人认为应该使用学校提供的设备，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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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昆士兰大学这样的学校很难安排电脑考试，尤其是像心理学这样的大课，但如果学生
可以使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那他们作弊的机会就更多。”——通信学生	

	
									一些学生担心电脑考试系统会对他们的设备造成潜在的伤害：	
									“考试结束后我要如何关机才能避免我接触我的文件？这对我的电脑会造成何种持续性的

影响？”——商科学生	
	
									也强调了学生需要熟悉环境：	
									“在时间限制下，简单的连接问题，如快捷键失效、鼠标不能正常点击会导致巨大的问题

和失望。”——电力工程学生	
	
图表 2展示了在试验前的调查中出现的评论种类的整体分布。	
	

图表 2：试验前调查评论中出现的类别	

	
	
									希尔里尔（2014）更深入地探索了学生对于电脑考试的先入之见。	
	
学生对使用自带设备的电脑考试的第一印象	
									在设置和练习阶段，刚刚第一次使用自己的电脑参加电脑考试的学生回复了 115
份调查。学生需要使用李克特量表给电脑考试系统评分，其中包括遵循设置的指示、
采取启动步骤、使用 U盘开机以及使用考试系统软件的便捷性。学生也被问及他们在
真实考试中是否对采取必要步骤的能力有信心，以及他们对于在将来的考试中使用电
脑考试系统是否“放松”。图表 3显示了学生给出的评分，总评分为 5分，表示极其赞
成或确定，实际评分为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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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自带设备的电脑考试系统评分（5＝极其赞成）	

	
	
									有 69位受访者给出了评论，图表 4显示了主要的主题。相关评论的比重反映了这
段时间技术测试的核心。24位学生表示担心考试过程中的技术问题。10位学生担心忘
记如何使用电脑考试系统。8位学生担心使用触摸板和滚屏时的困难或差异。7位学生
担心电量不够，会导致数据丢失。13位学生表示大致赞成，9位学生评价了使用系统
很简单。	
	

图表 4：学生对考前调查的评论观点	
	

	
	
									学生也被要求报告任何技术困难或问题。一些问题导致学生考试时不能使用自己
的笔记本电脑，而其它一些小的不便可以通过提供电源插座、调整软件或进行更多练
习解决。据调查，19 台电脑不能匹配电脑考试系统，其中 8 台电脑是图像硬件不匹配，
11台电脑是其它未知原因；后者有可能是因为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或固件接口的限制。
图表 5显示了发现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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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设置阶段发现的技术问题数量	

	

	
	
考试结束后	
									考试结束后，学生须通过三道开放性问题立即就他们刚经历的考试作出评论。选
择打字的学生给出了下列原因，包括因为他们的打字技能较好，在考试中节省了时间，
同时编辑更简便，避免凌乱的字迹：	
									“打字速度更快，编辑或完全删除我的答案时不会有空格。”“我知道我可以简便地回看并

修改答案。因为我打字的速度比写字快，所以就有更多的答题时间。”“我可以更快地写
出答案，考官也可以阅览。”“这使得卷面更整洁，我写字的时候会犯很多错误，这通常
会导致大量的涂改。”“我的字迹不可思议地凌乱。”	

	
									一些学生也提出了可以避免手酸痛：	
									“通过打字你可以写出同样数量的字，也可以避免手酸痛。”	
	
									一些学生感觉打字更“自然”，可以帮助他们思考：	
									“打字的时候组织论点更方便、思维更清晰。”“打字对我而言更自然。我打字的时候思维

更清晰，我也感觉答题速度更快。”	
	
									显而易见，选择打字的学生并不太在意技术问题或使用自己的电脑的优势。这可
能是因为在试验中出现的技术问题相对较少。选择手写的学生为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更
广泛的理由。他们害怕技术故障，不信任自己的电脑。学生对技术故障的恐惧反映在
下列评论中：	
									“我一开始准备机考，但是因为机器的不可预测性，我放弃了。”“期待新系统最初的问

题。”“因为潜在的技术困难和电脑故障的机率更小，所以我更喜欢笔试。”“不想冒数据
丢失的风险，以及让我电脑上的程序有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会出错，而我也不依靠电
脑程序完成考试，所以我感觉手写更舒适。”	

	
									此外，还有一些学生在害怕技术故障和避免手酸痛或字迹潦草之间难以抉择。	
									“手写时我更多考虑我写的内容，但这会导致我手酸痛，而且速度也不快。”“和手酸痛相

比，对电脑更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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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指出他们更适应手写以及它的动力，尤其是对考试而言：	
									“我已经参加了三年的预测考试，评论一直和你知道的一样。”“我以前的考试都是手写的。

我不想在考试中增加压力。”“作为英语是第二语言的人，我大量使用图画来代表我不能
完全拼写的单词。”“写草稿时，我发现能划去错误或在纸上写有助于组织论点。”	

	
									学生在听讲座或学习中也使用手写记笔记：	
									“我使用记笔记、识字卡和画画学习、复习，这是因为我练习的方法在手写时有助于记忆

知识点。”“因为我大多数笔记是手写的，所以这也是我熟悉的方式，我也更喜欢这种方
式。”	

	
									一些学生也表明“手写有助于思考”：	
									“我感觉我在手写时思维更清晰……这比在屏幕上感觉更紧密。”“我感觉手写时思考更仔

细，而且看答案更方便。”“我手写时有助于衔接答案。”	
	
									一些学生承认自己字迹潦草，但仍然选择手写。	
									“虽然你看我的字时会比较困难，但手写对我更简单。”	
	
									其他学生承认会摇摆不定，例如：	
									“如果我选择打字，我的回答在语言方面可能会更好。但是我感觉在考试压力下，我没有

太多的思考时间，看电脑屏幕时有可能分散注意力。”	
	
									对电脑考试试验的冷淡也是一种因素。	
									“懒得带电脑。”“今天的课带电脑不方便。”“想减少麻烦，不想随身带电脑。”	
	
									虽然可以“借”电脑，但是学生也提出了没有足够的合适的设备。	
									“我没有电脑，所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考试时我电脑的电池不能持续半个小时。如果

提供台式电脑，我可能会考虑打字。”“我的电脑不支持软件。”	
	
									学生也表明不相信打字是否可行。	
									“我不确定在压力下是否喜欢打字。”“我不知道电脑是否正常运行，我也不知道我会如何

应对。”	
	
									一些学生强调了使用微软系统和他们惯用的苹果系统时电脑考试系统的不同表现，
这在设置阶段进行了试验，导致了下列问题：	
									“电脑考试重设了快捷键，太困惑了，在 15分钟内不能弄清楚。”	
	
									总而言之，选择打字的学生中，大多数表明他们的优异打字技能在时间上有优势。
学生的评论包括“写段落式长篇答案时，打字更简便、更快捷”以及“时间上感觉更有效
率。”但大约五分之一的手写的学生感觉它们的打字技能不熟练，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出来了。	
									打字的学生中大约 40%的学生也指出他们的书写不能达到正常水平。一位打字的
学生评论道：“我的手写很糟糕。感觉很不好。”在首次手写后再修改的比例在打字的
学生中占 40%。选择手写的学生指出了两大问题，30%的学生害怕技术故障，25%的学
生更喜欢熟悉的手写模式。图表 6显示了他们做决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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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选择考试模式的根本原因	
选择考试模式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打字？                                              为什么手写？ 

  
打字者 (n = 71) 以及手写者(n = 450) 

	
									学习过程中趋势急剧增加。选择手写的学生给出的评论和试验前调查中对电脑考
试表示怀疑的学生给出的评论有很多相似点。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两组学生中大多
数都是基于从未体验过电脑考试而做出评论。	
									选择打字的学生做出的评论中有一个大致的趋势，即在考试前设置阶段体验过电
脑考试系统后仍不放心，但考试后的评论却更正面。	
									我们也注意到了和试验前的网络调查相比，试验中书写调查的评论更简短，这也
更具优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打字比手写的回复更冗长这一观点	(莫吉&	彼得森	
2013)。	
	
结论  
         虽然在学习中电脑普遍用于论文和报告，但是试验中大部分学生选择在考试中手
写。他们为此给出了一系列原因，包括害怕技术崩溃，打字能力不好和对目前状况感
到舒适。我们猜测笔试的主导地位已成为一种自我加强的现象。希望学生采取一些训
练措施增加他们在考试中的取胜率，例如听讲座时手写记笔记、为复习重写笔记和使
用大纲来规划工作等方式 。米勒(Mueller)和奥本海默(Oppenheimer)（2014）检验了在
课堂上用电脑记笔记对他们考试成功的影响，发现在他们的实验中，手写的学生有更
好的成绩。米勒和奥本海默(同上)给出的数据展示了表现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因为在
重写记录的信息时手写更慢与逐字打字时很少用到大脑间的差别，这必然导致了不同
的方式。然而，他们的研究仅测试了学生使用笔试进行小测验，并没有囊括任何电脑
考试。我们可以猜测，在键盘是主导的测试方式的世界里，学生可以有意地训练这种
输出模式，相应地调整准备考试的策略。巴雷特(Barrett)，斯旺(Swan)，马米科尼扬
(Mamikonian)，加纳(Ghajoyan)，卡拉玛拉瓦(Kramarova)和尤曼斯(Youmans)（2014）
的研究显示这是很有成效的。他们发现和使用不合适的方式的学生相比，当记笔记和
考试形式是合适的时候，学生的成绩更好。 
         我们在高风险考试中使用电脑仍处于初始阶段，然而在学习的其它领域普遍使用
键盘可能已经开始引领一些让学生能最有效学习的改革。选择在考试中打字的学生表
明键盘让他们效率更高，感到更能组织自己的答案，感觉他们使用键盘时思维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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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前面说到引入电脑考试可能导致对整个课程的顺利改革（弗卢克&希利尔，
2014），它也可能引领学生不同的准备考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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