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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考试成绩分析的新思路 

谭 忠，孟 丽，蔡 勇 
(军事交通学院 汽车指挥系，天津 300161) 

[摘 要] 利用统计学中的偏态和峰度指标分析成绩的总体分布，对试题的难度、区分度进行深入研究， 

解决了目前军校考试成绩分析通过正态检验方法的弊端。运用 Excel和 VBA实现 了考试成绩分析系统，为学员 

学习情况和教员授课效果提供客观评价，对试题库的建立和更新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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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 ethod of Analysis of the Exam Results for M ilitary Academy 

Zhong，MENG Li，CAI Yong 

(Automobile Transport Command Departme~，Academy ofMilitary Transportation，Tianjin 300161，Ch／na) 

Abatract：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am results analysis for military academy by normal tesdng are discussed．The total 

distribution is analyzed thm~h the statistics SkCWIICSS and kurtesis．The degree ofdi~culty and discrimination ofa si咄 test item 

are utilized to evaluate the leaming results and the teac}ling effects，and to upa．t~the item storage．The system is realized by 

Excel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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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成绩分析是军校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 

检验教学质量、衡量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利用试卷中包 

含的信息对考试进行分析，可以真正了解学员的学习状况， 

进一步探讨教学中是否存在问题 ，找到问题的症结，以便 

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反馈和纠正，进而改进教学工作， 

为教学评估提供客观的评价依据，提高教学质量。 

本文包括成绩分布分析 (对成绩的整体量化分析)与 

难度和区分度分析 (对试题的具体分析)两部分。 

一

、 成绩分布分析 

成绩分布理论被国内绝大多数教育界同行认可，即一 

次考试的合理成绩分布应该满足 “两头小 ，中间大”的特 

点。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从考试的成绩分布规律来检 

验考试成绩的合理性。 

目前很多军校的成绩分析通过正态检验来验证成绩是 

否符合正态分布uj。正态检验跟考试的目的、功能和难度 

水平有关。考试按功能可分为选拔性考试和合格水平考试。 

选拔性考试是一种难度测验 ，期望学员的成绩呈现正态分 

布，出现比较极端的分数分布，各种竞赛性考试和择优录 

取的升学考试等属于选拔性考试 ；合格水平考试是一种成 

就测验，旨在考核学员是否达到预定的教学 目标和要求 ， 

希望成绩能呈现负偏态分布，我们平时的期中考试 、期末 

考试、毕业考试等都属于合格水平测验I2]。 

众所周知，考试成绩服从正态分布的理论基础是中心 

极限定理。合理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是：学员成绩相互独 

立即要求考场纪律严格，没有作弊现象，无信息的传递。 

由于实际学员水平总有差别，甚至是较大的差别，因此只 

有当学员数量充分大时，单个学员成绩对平均成绩的影响 

很小，从而成绩仍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然而现实情况是考 

试人数是事先确定的，当学员水平差别较大时，如果还发 

生了考场作弊现象，那么再去分析考试成绩是否服从正态 

分布就不合适了 ]。成绩正态分布意味着优秀学员占5％， 

良好学员占24％，中等学员占40％，中下等学员占24％和 

差的学员占5％。也就是说只要5％的学员真正掌握学习内 

容，24％的学员基本掌握学习的内容 j。正态分布关注的 

是学员的相对等级，虽然成绩呈现正态分布，但实际上考 

试难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学 目标。因此，期望成 

绩评定用应当呈现正态分布的绝对化观点是不科学的，有 

违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成绩正态分布可能会成为教学质量 

低劣的 “护身符”。 

负偏态分布也具有合理性。我们通过对大量的试卷进 

行抽测，发现大多为负偏态分布，因此，本文不再进行正 

态检验，只是利用统计学中常用的三个统计指标一标准差、 

偏态值和峰度值三个参数从宏观上来分析成绩分布的总体 

情况。 

(一)标准差 

标准差指样本中所有学员的成绩与其平均成绩的差的 

平方和的平均数，用来描述学员考试成绩相对于平均成绩 

的离散程度。标准差越大，表明成绩好坏的差异越大。标 

准差 S的计算公式为： 

S ：√ m 1 (置 z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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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为学员总数，)(i为每个学员的成绩， 为平均 

成绩。Excel中通过 STDEV函数实现。 

(二)偏态值 

偏态值用来衡量成绩分布是否居中，反映以平均成绩 

为中心的分布的对称程度。偏态值为 0时，表明分布呈对 

称形，为正态分布；正偏态值说明低分人数较多，为正偏 

态分布；负偏态值说明高分人数较多，平均分较高，分布 

呈负偏态‘5]。偏态值 a的计算公式为： 

a= ( ) (2) 。 — 一 L2 

在 Excel中，可以通过 SKEW函数实现。 

(三)峰度值 

峰态值表示分布的高峰的起伏程度。反映与正态分布相比 

某_ 莉拘尖锐度或平坦度。正峰态值表示比正态分布相对尖 

锐，负峰态值表示相对平坦的分布。峰态值8的计算公式值为： 

卢= ‰  c 一 
(3) 

在 Excel中可以直接通过 KURT函数实现。 

(四)成绩总体分布 

统计各分数段的学员人数 ，得到成绩分布直方图，如 

图 1所示。根据标准差、偏态值、峰度值的范围，可以整 

体上分析成绩分布是否合理。一般认为，满足标准差 s≤ 

10、 一1≤偏态值 a≤1、一3≤峰度值 p≤3时，比较符合要 

求 J。由图 1可知 ，该成绩分布比较合理。 

成绩总体分布可以从宏观上获知成绩分布的合理性。 

要得到更为客观准确的评价依据，则要对具体的试题进行 

分析。而难度和区分度是衡量试题质量的基本指标。对于 
一 份试卷而言，不仅要求成绩分布应该符合教育统计学的 

基本原理，并且其难度要适中、区分度要合理。因此，下 

面从试题的难度、区分度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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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难度、区分度分析 

图 1 学员成绩总体分布 

试题是试卷的组成元素，故试卷的质量由每一道试题 

的质量共同决定。如某一小题反馈出来的学员得分率将与 

该题的知识面、教员 的授课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反映 

学员某一章节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一)难度分析 

一 道试题的难度是表征学员解答该题的难易程度的指标。 

试题的难度用学员对该题的失分率来表示_6]，计算公式是： 

= 1一Xi／x (4) 

其中】(j为该题 目的平均分， 为该题 目的满分。 

试卷的难度的计算公式为： 

D=>：， dl／Xr (5) 

其中n为试卷的题 目数量，XT为试卷的满分。试题 

(试卷)难度的评价可以参照表 1。 

表 1 试题(试卷)的难度 d(D)的评价 

难度 d(D) 评价结论 

d(D)<0．3 较易 

0．3≤d(D)≤ O．6 适中 

0．6)<d(D) 偏难 

成绩分布偏离正态分布有两种情况，一是试题难度普 

遍较大，考生得分普遍较低，使得低分端出现高峰，呈正 

偏态分布 ；二是试题难度普遍较小，考生得分普遍较高， 

使高分端出现高峰，呈负偏态分布。 

试题难度的大小取决于测验的目的和性质，反映的是 

特定一组学员对该题 目作答 的困难程度。目标要求简单的 

测验 ，试题难度低一些 ；目标要求较高的测验 ，则试题难 

度就高一些。试题的难度并不完全是由试题本身的复杂程 

度决定的，还与考生对该题的适应程度有关。实际上，试 

题难度所反映的是特定一组考生对该题作答的困难程度。 

(二)区分度分析 

区分度是指试题 (卷)对学员实际水平的区分程度的 

指标。试题的区分度就是试题在用于考试时使水平高的学 

员得高分、水平低的学员得低分的倾向力。区分度的计算 

方法主要有两种：极端分组法和相关法，使用时可根据考 

试目的和数据特征进行选择。根据高等学校考试 目的和试 

卷的特点，极端分级法比较适合【7]。 

首先将试题 (卷)的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取前 27％的 

分数为高分组，取后 27％的分数为低分组。试题区分度q 

的计算公式为： 

g=dL一 (6) 

其中 为低分组的难度系数，而dH为高分组的难度系数。 

将试题难度的计算公式 (4)带人公式 (6)中，得到 

区分度 q计算的简化公式： 

q= 一 ／x (7) 

其中，一xh和i分别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的平均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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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试卷的区分度定义为： 

9=∑ 枷 ／赫 (8) 
根据艾伯尔提出的评价标准，试题 (试卷)的区分度 

的评价如表 2所示： 

表 2 试题 (试卷)的区分度 q(Q)的评价 

区分度 q(Q) 评价结论 

q(Q)<0．2或者 q(Q)>0．8 差 ，应该更换 

O．2≤q(Q)<0．3或者 O．7<q(Q)≤O．8 一般，仍需修改 

0．3≤q(Q)<0．4或者 0．6<q(Q)≤O．7 较好，修改好会更好 

0．4≤q(Q)≤0．6 好 

需要注意的是，区分度的大小应根据测验的性质和 目 

的而定，对于以选拔和比较为 目的的测验，区分度越大越 

好，它便于选拔和比较；而对于以考查学员对知识掌握情 

况为目的的目标测验，区分度的意义则不是很大。 

试题的难度和区分度有密切的关系。调整试题的难度 

是提高试题的区分度的重要方法。难度系数越接近O．5，区 

分度越好。难度和区分度都是一种相对性的指标，它是针 

对一定的群体而言的，没有绝对的难度和区分度。较难的 

试题对水平高的学员区分度高，较易的试题对水平低的学 

员区分度高，中等难度的试题对中等水平的学员区分度高。 

试题的难度不仅影响着试题的区分度，影响学员成绩的相 

对分布，还直接决定着考试成绩的绝对数值，决定全体学 

员平均分数的高低。 

通过难度和区分度分析，可以获得具体试题的分析结 

果。以此作为考试质量评价和试题库更新的依据，即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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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试题予以保留，对质量不高的试题予以修改或更换。 

在试卷的实际组织过程中，要根据考试大纲的要求，确定 

试题的考核深度和解答的复杂程度，在学员水平稳定的情 

况下，经多次考试摸到学员成绩分布规律后，可以更好地 

确定试卷的平均难度和区分度。 

三、考试成绩分析系统的实现与结果分析 

B蒯强大的函数计算和统计分析功能为考试成绩分析 

系统的实现提供了方便的平台。当Excel提供的公式和函数 

不能满足我们的实际应用时，可以通过 VBA自定义函数进行 

扩展。VBA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是一种功能强大的 

编程语言，可以通过VBA创建宏，在VBA模块中输入代码， 

开发自定义的函数，使公式简化或者更加符合实际的要求。 

可以从另一个 VBA程序中调用该自定义函数，也可以在工作 

表的公式中使用该自定义函数 j。例如，我们在 Excel菜单 

中选择 “工具”一 “宏”一 “Visual Basic编辑器”命令，进 

入 visual Basic编辑窗口，选择 “插入”一 “模块”命令，插 

入一个新的VBA模块，输入代码，设置返回值。然后工作表 

的单元格中，就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自定义函数了。 

本系统共有三个统计表格：成绩表、统计表、成绩分 

析表。我们对指挥系六门主要课程，每门课程随机抽取两 

个区队的试卷，进行分析与测试。本文图示均为 《部队运 

输勤务训练导论》课程的分析结果。 

成绩表，为原始成绩单，包括学员学号、姓名、成绩。 

统计表，为单项试题的得分统计表。学号、姓名和总成 

绩由成绩表白动生成。需要教员根据单项题 目得分输入单项 

试题的类型、得分情况和各项试题的满分，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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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单项试题得分统计表 
然后自动计算每项试题和试卷的平均分、难度和区分 单选题、简答第 1题到第 5题的区分度很好；名词解释、 

度，如图3所示。以 《部队运输勤务训练导论》课程为例， 填空题、简答第 7题和应用题的区分度较好；简答第 6题 

难度分析的结果说明填空题、判断题、单选题和应用题的 的区分度一般，下一步需要修改；总体试卷的区分度很好， 

难度适中，比较合适；名词解释和简答题的难度相对较易， 说明本试卷对学员实际水平的区分程度很好。 

使得总体试卷的难度较易。区分度分析的结果说明判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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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难度、区分度的计算与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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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分析表，为成绩分析报告。需要教员输入的单元 

格用红框标注，其他单元格内容均为自动生成。自动生成 

的单元格内容被锁定，不允许教员修改。实现的功能主要 

有： 

(1)自动统计应考人数、实考人数、缺考缓考人数和 

违纪作弊人数； 

(2)自动统计各个分数段的人数并且生成成绩分布直 

方图； 

(3)自动计算标准差、偏态值、峰度值，试卷难度和 

区分度分析结果 ； 

(4)自动生成不及格学员名单、缺考学员名单、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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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名单。 

成绩总体分布的评价结果如图 4所示。可知该考试成 

绩为负偏态分布，良好和中等的人数最多，占 66％，标准 

差、偏态值和峰度值都符合要求，说明学员对该课程掌握 

比较全面 ，理解比较透彻。难度、区分度的评价结果如图5 

所示。教员由此可对难度偏易的题 目和区分度不好的题 目 

进行分析总结，在维护试题库时对相应的试题进行修改或 

淘汰，提高命题和组卷水平。使高质量的试题不断累积进 

而建成优质的试题库。试题的难度、区分度等将给教员以 

最直观的印象 ，对其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十分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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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难度、区分度评价结果 

四、结语 [2] 旱 分布与偏态分布的 J] 
正态检验适用于难度较高的选拔性考试，我们平时的 

期中期末考试为合格水平测验，多为负偏态分布，正态检 

验意义不大。因此，本系统首先运用统计学 中的标准差、 

偏态值、峰度值三个指标来分析成绩的整体分布。然后从 

试题的难度、区分度的角度出发，对具体的试题进行深入 

地分析。从而得到更为全面客观的成绩评价依据。为试题 

库的建立和更新提供依据 ，对于军校的教学评估也具有重 

要意义。对试题的分析信息反映出来的学生兴趣、学习态 

度、方法等问题对于发现问题，指导后面的学习非常重要。 

通过比较教员的教学效果 ，使好的教学方法通过成绩分析 

得以传播并被广泛采用。 

[参考文献】 

[1] 刘敏钰，李萍 ，杨丽军等 ．成绩分布正态性检验的研究和实现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08，(6)：85—87． 

裴丽，李觉先 ．考试成绩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J]．辽宁大学学 

报，2008，(4)：321—322． 

岳武陵 ．对考试结果要用正态分布评价的思考[J]．科技咨询 

导报，2O07，(22)：226—227． 

神龙工作室 ．Excel 2003公式·函数与图表应用大全[M]．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OO7：333—334． 

吕云峰，李雪松 ．军校教员教学能力训练教程[M]．北京：海潮 

出版社，2008：184—185． 

黄良文 ．统计学原理[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龙马工作室 ．Excel 2O03中文版完全 自学手册[M]．北京：人民 

邮电出版社，2007：385—389． 

(责任编辑：彭安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