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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DCA循环理论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自命题工作流程优化探索

———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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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摘要: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初试(简称“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工作目前存在报考人数众多,科

目设置不合理;工作流程复杂,人为疏忽难避免;保密责任重大,失密泄密风险大等问题。为进一步做好研究生

入学考试自命题工作质量控制,将PDCA循环理论引入自命题工作流程管理,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通过厘清

全过程要素、细化工作流程、持续改进管理,实现螺旋式上升,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以期进一步提升研究

生入学考试招生单位自命题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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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

教育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

见》提出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精准选拔人

才”[2]。研究生入学考试,是选拔人才环节中至关重

要的一步。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由招生单位自主

命题的考试科目承担着甄别考生科研能力和专业

水平的重要任务,自命题质量的高低就成为实现入

学考试选拔目标的决定性因素。

  自命题工作具有保密任务艰巨、工作流程复

杂、使用范围广泛等特点[3]。教育部于2019年发布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工作指导规范》,

用于进一步推动各地各招生单位切实做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工作。同时,自命题管理方式

进一步优化,其关键环节逐步向数字化转型[4]。例

如,在考试环节,教育部2021年起开始启用“自命题

应急响应系统”辅助考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在评卷阶段,教育部印发的《2022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提出,“鼓励招生单位采用

网上评卷等方式,加强评卷工作规范管理”[5]。然

而,在自命题考试组织管理过程中,仍存在着危及

考试公平公正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事件,引发社会

强烈反响[6]。

  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命题工作质量,确保自命题

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又要突出对高层次学术型专门

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选拔,是当前建设

人才强国新形势下各招生单位所面临的重要工作

任务。因此,笔者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提出基于

PDCA循环理论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招生自命题

工作流程优化探索,旨在形成可行性较高的自命题

工作质量保障体系。

  一、招生单位自命题工作现状分析

  目前,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的命题工作由教育部

考试中心统一组织,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

一编制或教育部指定相关机构组织编制、阅卷由省

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统一组织;而招生单位自命题

科目则是由招生单位独立完成组织命题、制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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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阅卷、录入成绩等全部环节。

  研究生入学考试招生单位自命题工作复杂性

体现在需要保证各个环节不泄密、关键环节有人

盯、考试评价标准客观准确,能切实服务广大考生

并维护考生公平公正的利益[7]。呈现出工作量大、
流程环节繁多、参与人员众多、工作人员责任心不

强、管理难度较大等特点,当前在上级部门的严格

指导要求下,自命题工作虽已逐渐走向平稳,但仍

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报考人数众多,科目设置不合理。全国硕士

研究生报考人数近些年逐年递增,而录取人数增长

较慢,录取率总体呈降低趋势,考试竞争压力巨大

(表1)。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除2020年大幅度扩

招外,其余年度录取人数增长率远小于报名人数增

长率。日益增长的报考人数,导致招生单位自命题

工作量增大(表2)。

表1 2019—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及录取情况

年份 报名人数/万人 录取人数/万人 录取率/%

2019 290 81.13 27.98

2020 341 99.05 29.05

2021 377 105.07 27.87

2022 457 110.35 24.15

2023 474 114.84 24.23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官网及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8]。

表2 2019—2023年福建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及录取情况

年份 报名人数/人 报名人数增长率/% 录取人数/人 录取人数增长率/% 录取率/%
2019 3

 

171 925 29.17
2020 3

 

871 22.08 1
 

380 49.19 35.65
2021 4

 

599 18.81 1
 

458 5.65 31.70
2022 5

 

598 21.72 1
 

576 8.09 28.15
2023 6

 

285 12.27 1
 

685 6.92 26.81

  注:表中数据不含长学制转段。

  自命题工作是发挥招生单位招生自主权、体现

办学特色、提高人才选拔质量的重要机制,体现出

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的科学性[9]。然而,在科目设

置上,在初试阶段,各专业偏爱采用本专业自主命

题,忽略了国家大力推进“按一级学科命题和题库

命题”“鼓励招生单位选用统考科目试卷,或招生单

位间联合命题”[10]等要求建议,存在潜在不公平的

风险。在复试阶段,部分招生单位仍有组织专业课

笔试,考试内容依旧围绕符合各专业招生需求,很
容易与初试阶段的自命题科目考查内容差别不大,
导致重复考查和教育资源的浪费。

  2.工作流程复杂,人为疏忽难避免。自命题工

作可分为科目设置、试卷命题、试卷印刷、试卷封

装、试卷寄送、试卷回收、试卷整理、试卷评阅、登分

复核、发布成绩等10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必不可

少、不容有误,环节之间又紧密关联、环环相扣。对

于招生单位来说,由于保密要求,自命题工作时间

短、过程复杂步骤繁多、时间紧任务重,任何一个环

节设计不合理、执行不规范、人员出错疏漏[7],都有

可能导致误差操作,将可能造成试卷漏印、错印、试
卷漏页、试卷装错信封与考试科目不符、考生试卷

袋寄错考点等一系列不良结果。

  3.保密责任重大,失密泄密风险大。自命题工

作专业性极强,科目试题(包括副题)、参考答案、评
分参考(指南)等应当按照教育工作国家秘密范围

的有关规定严格管理[10]。这对命题人员的业务素

质和政治素质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招生单位

管理部门的角度上,自命题工作涉及层级多、参与

人员多、管控难度大,任何一个环节的参与人员出

现“失误”,都将直接导致自命题工作出现泄密风

险,导致较为严重的责任事故。

  二、PDCA循环理论在自命题工作流程

优化上的探索

  (一)PDCA循环理论的理论基础

  PDCA循环理论,是由美国著名质量管理学家

戴明根据统计质量控制专家沃特·阿曼德·休哈

特的“PDS(plan
 

do
 

see)理论”提出,并进行宣传和

普及,所以又被称为戴明循环[11]。PDCA循环是一

种科学的工作程序,其基本理念就是在质量管理实

践过程中强调质量系统的持续改进。质量生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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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可以分为以下4个基本环节:计划(Plan)、执

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12]。从项目目标

的制定,到项目具体实施和总结执行计划,再到对

项目结果的反思,4个阶段环环相扣,不断循环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管理系统。各种相互作用而又彼此

制约的因素构成了PDCA循环,通过一系列的管理

环节,出现的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循环周而复始,最

终可以达到项目的既定目标。

  (二)PDCA循环理论在自命题工作上的可行性

探究

  PDCA循环作为一种经典的全面质量管理理

论,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13]。戴明理论

认为,有效管理是一个质量持续改进提高的过程,

就像一个闭合的环,反映质量管理的全面性,是一

种动态循环理论。

  对于招生单位而言,自命题工作是周而复始的

常规工作,将PDCA循环理论迁移到自命题工作

中,逐步完善每个环节的操作流程,确保自命题工

作质量。可将自命题工作视为一个大项目,上述的

10个环节均可被视为一个大项目的小环节,每个小

环节中不同的层级又可经过计划、实施、检查和结

果分析这4个阶段,构成了每个自命题工作环节的

小过程。福建医科大学将自命题工作涉及的决策

层、管理层、执行层、操作层等各层面各个环节的工

作,均纳入PDCA循环进行管理,逐步完善每个环

节的操作流程,确保自命题工作的质量。PDCA循

环的4个阶段紧密结合,环环相扣,4个阶段环状闭

合,且不断循环,这样才能保证质量管理过程中对

每一个环节的控制,进而使整体循环处于良性状

态,可以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自命题工作质量管

理循环,从 而 实 现 自 命 题 工 作 质 量 控 制 的 目 标

(图1)。

图1 基于PDCA循环理论的自命题工作流程优化探索

  (三)PDCA循环理论在自命题工作上的优化

探索

  1.P阶段,全过程 要 素 梳 理。运用PDCA 循

环,在“计划(Plan)”阶段,要明确项目总体目标、明

晰项目工作流程、明白项目实施方案,就要从全过

程分析项目的具体内容。笔者按“输入”“标准及方

法”“资源”“输出”“风险”“评估与改进”进行要素梳

理,运用矩阵图表分析自命题全过程要素[4]。“输

入”和“输出”是指流程的先行条件和预期结果;“标

准及方法”是指流程中的操作标准和具体程序;“资

源”是指除“输入”外,流程所需的人力、物力等方面

的要求;“风险”是对于流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

预判;“评估与改进”对应PDCA中“处理”环节,进

行风险的反思总结、改进处理。

  以自命题工作的试卷印制、封装、寄送环节为

例,笔者横向梳理了各个环节的过程方法及风险预

判,以要素的形式清晰地形成了自命题工作流程的

参照纲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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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自命题工作全流程要素(印刷、封装、寄送环节)

过程 输入 标准及方法 资源 输出 风险 评估与改进

试卷印刷 试卷清洋

印刷流程

按科目进行试卷印刷

双人双工进行试卷逐页

复核

印刷过程详细记录,每
一步责任到人

及时送至保密室保存

至少2人同时在场

负责印刷、监印的工

作人员

符合保密要求的集中

工作场所

符合保密要求的试卷

存放场所

分科目复核无

误的试卷

印刷相关记录

数据

试卷错印的隐患

试卷漏印的隐患

印刷期间的保密

安全隐患

采用高效印刷机提

高工 作 效 率、降
低出错率

专人 负 责 销 毁 废

卷、余卷,保障试

卷保密安全

试卷封装 考 生 试 卷 小

信封

分科目复核无

误的试卷

考 生 情 况 汇

总表

考点信息表

封装流程

按科目进行试卷考生小

信封封装

按考 点 进 行 考 生 试 卷

封装

双人双工进行考点机要

信封内容逐份复核

封装过程详细记录,每
一步责任到人

及时送至保密室保存

至少2人同时在场

负责封装、监督的工

作人员

符合保密要求的集中

工作场所

符合保密要求的试卷

存放场所

按考点封装好

的试卷机要

信封

封装相关记录

数据

机要信息单

试卷封装错小信

封的隐患

考生小信封封装

错考点机要信

封的隐患

封装期间的保密

安全隐患

按科目进行小信封

封装、一门一清

指定 专 人 进 行 抽

检,发现错装、漏
装或错印、漏印、
印 刷 不 清 等 情

况,要立即纠正,
做好记录

试卷寄送 按考点封装好

的试卷机要

信封

机要信息单

机要寄送制度

和收发手续

按照机要单顺序做好机

要信封打包

按要求时间点进行机要

寄送

至少2人同时在场

负责寄送的人员(含
保卫处)

执法记录仪

符合保密要求的试卷

押送车辆

机要寄送相关

记录数据

运送过程的保密

安全隐患

寄送阶段试卷遗

失的隐患

寄送时效不确定

的隐患

运用教育部自命题

响应 系 统,及 时

登记寄送时间和

份数,关 注 各 考

点的接收时间和

份数,及时反馈

  2.D阶段,各环节完善细化。PDCA循环的4个

环节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虽然4个环节由不同

的层级在不同的阶段完成,但他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在“执行(Do)”阶段,学校应充分考虑自命题

工作各环节各层级之间的关系,使工作流程不断细

化,降低出错的风险,以提高自命题工作质量。

  以试卷评阅环节的工作流程为例,将试卷评阅工

作流程细化、可视化(图2)。首先由决策层制定评卷

教师的选拔条件;由管理层制定评卷细则;由执行层

按要求组建评卷小组;由操作层完成评卷过程。在统

分环节,采取不同人员,多次复核的方式,避免评阅遗

漏或是计分错误的可能。

  3.CA阶段,多举措持续改进。PDCA循环具有

阶梯式上升的特点。它不是只循环一次或几次就会

停止,它是以质量的最优为目标,是一种周而复始的

运动,是动态的循环。每一次循环都会总结出新的经

验,一些问题会在这一轮循环结束时得到解决,遗留

的问题转入新一轮PDCA循环,甚至可能出现新的问

题,但我们能及时做出调整,并持续反馈跟进,从而实

现质量的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近年应用PDCA循环理论管理自命题工作中,
发现了许多问题,针对遇到的问题,笔者不断提出应

对措施,持续调整改进(表4)。以命题质量参差不齐

的问题为例,笔者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命题环

节的形式审核,以工作表的形式针对试卷命制过程中

常见的错误,进行逐条逐项审核,避免遗漏错误;二是

采用命题系统,进行选项重复、试题重复筛查,提高工

作效率;三是对本年度的试卷进行评阅分析,具体内

容包括试卷的最低分、最高分、平均分、成绩分布情

况、试题难易度、考查重点分布情况等,形成完整的试

卷分析报告。结合往年的试卷分析报告,可以指导下

一年度的命题相关工作。

  (四)PDCA循环理论在自命题工作上的实施

成效

  在自命题工作中运用PDCA循环理论,可以形成

一个大环套小环、环环相扣的自命题质量管理模式,
可以准确地把握和控制每一个工作环节,使自命题工

作质量每经过一个循环都有所收获,呈现阶梯式上

升。其中“处理”环节是PDCA循环之所以能够上

升前进的关键,表现在不断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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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自命题工作PDCA循环流程图(试卷评阅环节)

表4 持续改进处理自命题工作问题

涉及环节 “检查(Check)”问题 对应“处理(Act)”

科目设置 科目设置不合理,工作量大 大力推进按一级学科命题

鼓励选用统考科目试卷

试卷命题 试卷排版耗费大量时间 选用命题系统(单机),自动组卷排版

命题质量参差不齐 加强形式审核

选用命题系统(单机),进行选项查重、试题查重

加强试卷评阅分析

试卷印刷 印刷步骤烦琐、效率不高 使用自动装订高速打印机,减少操作步骤,降低人为出错可能

正错误、吸取教训。数据显示,以自命题工作中形

式审核出现的错误为例,例如,出现错别字、标点符

号运用错误、排版错误、选项重复等,自2022年来福

建医科大学运用PDCA循环理论,逐步完善自命题

工作,加强各环节审核工作,将问题扼杀在印卷前,
实现“零失误”;这不仅使自命题管理工作逐渐标准

化,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生招生工作的科学性、
公平性,为选拔高素质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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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21—2023年福建医科大学自命题工作形式审核结果

年份 错误形式 学院审核阶段 研究生院审核阶段 合计错误数 较上一年度错误减少率/%
2021年 错别字 34 11 45 —

标点符号错误 19 7 26 —

排版错误 15 3 18 —

选项重复 3 1 4 —

2022年 错别字 28 8 36 20
标点符号错误 13 6 19 27
排版错误 8 2 10 44
选项重复 1 0 1 75

2023年 错别字 13 4 17 53
标点符号错误 8 3 11 37
排版错误 5 2 7 30
选项重复 0 0 0 0

  三、结语

  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工作是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研究生选拔质量的基础

环节。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对全面落实人才强国、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结合当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的改革实践,笔者以福建医科大学自命题工作

的实际为基础,提出上述的建议与思路,通过对自

命题工作各个环节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影响指标进

行分解分析,充分利用各个环节的PDCA循环及全

流程要素矩阵图,及时进行科学总结,让自命题工

作执行过程模式化、规范化。每个环节均设置有明

确的目标、任务及风险防控点,有助于明晰过程走

向、厘清责任主体、强化风险预判、反馈优化处置,
持续不断地改进,从而进一步提升自命题管理水

平,有助于形成自命题工作质量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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