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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 测验和考试已成为检查教

学效果、评定学生成绩,研究及改进教学工作的重要

手段。用统计方法来处理考试成绩、评价教学效果的

优劣, 早已为广大教师所应用。如表示学生考试分数

集中量的平均值、中位数、众数、表示差异量的全距、

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等,这些均是依据学生考试

的原始分数直接得到的统计量数,用来表示学生考

试成绩的集中和离散趋势, 评价教、学双方的能力与

水平。但原始百分计分法受到试题难易程度等因素

的影响,因此不同学科不同次考试之间的分数不具

有可比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常将原始分数变换

为标准分,用“Z管理图”直观地、定性地评价不同学

生、不同学科考试的水平,以及某学生在一段时间内

历次考试成绩波动情况。可帮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

学习情况, 也便于学生自查。现将此种学生成绩管理

方法, 结合中药系 91 级毕业生四年学习成绩的统计

结果简介如下:

1　由原始分转化为标准分

原始分即考试得分, 多以百分制记分法, 标准分

“Z”是以标准差为单位来表示某个学生的发数在全

班所处位置的统计量数。其教学式为: Z=
X- X

S
,式

中: X——原始分数; X——样本平均值; S——样本

标准差。标准分是以全班平均水平做为比较的基准。

如 Z> 0 说明该生成绩位于班平均水平以上;反之,

Z< 0说明该生成绩低于班平均水平,所以要想获得

较高的标准分, 必须使考分显著高于班平均分数。若

某考试试题较容易, 则 X 较高, 那么学生的考分即

使很高, 其Z 也不会太高。若试题较难, X 很低,原始

分数不高的同学也能获得较高的 Z 值。因此,标准分

不受试题难易、原始分值高低的影响。

表 1　甲乙两学生二次考试的原始分 X和标准分 Z

学生编号

科目

甲　　生 乙　　生

原始分 标准分 原始分 标准分
X(班) S

无机化学 81 1. 45 75 0. 66 70 7. 55

分析化学 75 0. 76 81 0. 15 80 6. 60

X(个人) 78 78 / /

总标准分 0. 69 0. 81 / /

尽管甲、乙二人两科考试平均分数均为 78 分, 按原

始分排列名次相同, 但乙生成绩均在班平均分以上,

而甲生则有一门考分低于班平均分, 所以乙生的标

准分高于甲生。由此可见, 在一些情况下, 标准分与

原始分并非完全一致, 而在衡量学生学习成绩时,标

准分可以比较不同学科、不同次考试成绩的高低,因

此更为合理。一般来讲, 当 Z≥0. 5 时定为成绩好的

优等生; 0. 5> Z> - 0. 5 时, 定为中等生; Z≤- 0. 5

时定为差生。笔者对中药系 91 级 28 名学生在校四

年中总标准分统计结果如下:

表 2　中药系 91级 28 名学生四年

总标准分布情况

标准分所在区间 人数 百分比

Z总≥0. 5 4 14. 3%

0. 5> Z总> - 0. 5 18 64. 3%

Z总≤- 0. 5 6 21. 4%

　　这一统计结果与任课教师平时掌握的情况完全

相符。可见标准分是对学生成绩质量管理的重要统

计量数。

2　Z 管理图

2. 1　制作方法: 首先将 28 名同学各学期数门考试

成绩换算成标准分, 再计算各学期的平均标准分。以

平均标准分为纵座标, 以学期序号为横座标(也可以

每次考试的 Z 对应考试序号)作图, 得到一条折线。

同时取四年八个学期的标准分的算术平均值 Z (也

可以某次重要考试的标准分作 Z) ,在图上划出一条

平行平横坐标的直线, 这即是该生的 Z管理图。以下

是 2、13、14、24号同学的 Z 管理图及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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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1级中药系四位学生四年考试成绩标准分一览表

标
准分

学
期
序
号

编号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实习
Z

2 - 0. 27 0. 09 - 0. 99 - 0. 76 - 0. 05 - 1. 23 - 0. 14 - 1. 43 - 0. 59

13 0. 63 0. 57 0. 76 0. 58 - 0. 25 0. 01 - 0. 33 - 0. 98 0. 12

14 - 0. 47 - 0. 018 - 0. 52 0. 07 0. 17 0. 73 1. 00 1. 36 0. 29

24 0. 27 - 0. 35 - 0. 49 0. 23 - 0. 19 0. 40 0. 29 - 0. 16 0. 00

图 1、2、3、4 是 2 号、13号、14 号、24号四位同学的 Z管理图

2. 2　Z 主管图的含义: ¹ 在图中 Z线的零时表示该

生恰好处于班平均水平, 如 24 号同学; 若 Z 线为正

值, 表示该生处于班平均水平以上, 如 13、14 号同

学; 若 Z线为负值表示该生处于班平均水平以下,如

2 号同学。º一般情况下, 学生学习状况无明显变化

时, 每次考试成绩随自己的 Z 线上下波动, 如 2、24

号同学, 落在Z 线上下的机会基本相等。»根据数理
统计法则规定,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可认为该生学习

状况有显著变化。a)连续 5 个点偏在 Z线一边 ; b)连

续 8 个点中有 7 个点偏在 Z 线一边; c)连续 11 个点

中有 99 个点偏在 Z 线一边; d)连续 13 个点中有 10

个点偏在 Z 线一边。如14 号同学,从 1～5 之间连续

5 个点在 Z 线下侧, 依据上述法则 ,该生在大学学习

中, 前二年半时间内学习成绩显著下降。这一结论与

该生的表现是否吻合?笔者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该生

入学后专业思想不巩固, 对基础课的学习兴趣不大,

学习积极性不高, 所以成绩始终处于低水平。进入专

业课学习阶段, 该生端正了学习态度, 逐步调整了学

习方法, 学习成绩逐渐上升。由此可见, Z 管理图给

我们提供了学生在某一阶段学习成绩波动情况的重

要信息, 便于师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通过 28 名同学 Z管理图的研究发现,其中多数

约占 68%的学生各自在好、中、差不同水平上变化,

即围绕各自的 Z 线上下波动, 学习状况无明显变化。

对这些学生中的优等生要勉力他们保持成绩, 对中、

差生要采取措施, 使他们摆脱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

另有 25%的学生处于相对进步或相对退步的状况,

即某一阶段成绩明显高于或低于自己的 Z 线, 其它

阶段则保持在自己 Z 线上下波动,且不够显著变化

法则中的各条, 如 13 号同学;而有 7%的学生处于

显著进步和显著退步状况。做为教师应帮助后两类

学生中的退步者, 分析原因,以使他们能尽快进步。

3　小结

以上方法可用于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根据每次

考试成绩绘制自己的 Z 管理图, 清晰地了解自己的

学习现状。也可以做为教学过程之后,或某一阶段总

结、评估的重要指标。此法简单、准确、评价结果科

学, 且易于推广使用,是对学生学习成绩质量管理的

重要手段之一。

(收稿日期: 199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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