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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经济数学&课程考试试卷统计)分析及对比#提出了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是初等

数学基础和教学模式的选择$通过分层教学改革实践#加强了学生个性化教育和有针对性的培养#提高了

%经济数学&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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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经济数学.课程教学改革#自 !@@A 年以来#分别实行了分层教学(学生自主选择教师(分

层S自主选择任课教师的多种教学模式2 课程教学改革#对我校大面积提高-经济数学.课程教学质量#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2 借助>L54&软件#通过学生数学成绩(试卷指标的统计#对学生学习-经济数学.课程中#影

响其数学成绩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2

#(统计分析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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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考试信度2 其中7表示试卷大题目个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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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道大题目样本考生得分方差$1

! 表示样本考生试卷成绩!总分"方差2 一般地#考试信度越高表明考试与

教学要求越接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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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测验难度2 其中 4

%表示考生测验所得平均分$4表示试卷满分值2 测验难度系数一般在

@#G1@#E 之间# @值越大#难度越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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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测验的区分度2 其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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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考试分数由高到低排列的前 !B\!高分组"和

后 !B\!低分组"得分率2 一般认为区分度G

'

@#H 即是区分度好的测验2

!(学生数学基础对学习%经济数学&课程成绩影响程度分析

课程组在 !@@" 级!6"层班级的会计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等班级中#将进校时数学摸底考试(第一学期

-微积分.!上"(第三学期-概率统计.考试 G 次成绩通过排序#按等距离抽样#取 #@@ 名学生成绩作为统计样

本#分别计算出其平均分(标准差(相关系数#分析如表 #2

由表 #计算结果#分别取显著性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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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可以认为%

学生大一-微积分.的学习成绩与其初等数学基础相关关系显著2 而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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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生初等数学基础与大二的-概率统计.学习

成绩相关关系不能认为显著相关2 由此#给课程组

教学提示#注重学生数学基础#将刚进校的学生根据

初等数学基础差异进行分层教学#是使各个层面的

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提高数学能力方面行之有效

的教学模式2

表 #(学生数学成绩与数学基础相关程度

数学成绩 平均分 标准差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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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不同教学模式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分析

文献)D*已对我校-经济数学.课程多种教学模式通过考试成绩的平均分比较#指出分层 S自主教学模

式的优势2 在用不同的试卷前提下#用平均分作分析对比#存在考试难易度不同的问题2 下面#通过对考试

试卷指标分析#结合学生考试成绩分布#将 !@@B 级学生自主选择教师教学(!@@" 级分层 S自主两种教学模

式对学生成绩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对比2

!@@B 级(!@@" 级两个年级-微积分.课程均使用相同的教材(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试细则2 课程组分

别在 !@@B 级(!@@" 级!M层 G@q#6层 B@\"班级的贸经(经济学(工商(工程管理等专业的班级里#采用分层

随机抽取 #@@ 份试卷组成样本#对试卷的难度(信度(区分度分别统计(计算!表 !(表 G"%

表 !(!@@B 级%微积分&"上#试卷信度统计分析

大题目 一(填空题!!@ 分" 二(选择题!#@ 分" 三(计算题!HE 分" 四(应用题!#A 分" 五(证明题!A 分"

平均分 #A E GD#BA #D#GA !#!#

方差 #D#"A "#BA D"#!@ #@#GH A#EB

表 G(!@@" 级%微积分&"上#试卷信度统计分析

大题目 一(填空题!!@ 分" 二(选择题!#@ 分" 三(计算题!H" 分" 四(应用题!#A 分" 五(证明题!D 分"

平均分 #H E GE#AB #D#@E G##!

方差 #H#B" "#HG A@#@H #@#!G D#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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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A"B#可以认为-微积分.考试 !@@" 级试卷较 !@@B 级试卷命题知识点的分

布与教学要求一致性更好一些2 而按教育评价标准#两个年级试题的可信程度均较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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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式#!@@B 级(!@@" 级-微积分.考试难度(区分度如表 H2

表 H(%微积分&"上#试卷难度)区分度

年级 平均分 高分组得分率 低分组得分率3

`

区分度G 难度@

!@@B BB#GG @#"H @#!D @#A" @#BA

!@@" BE#EB @#"A @#!A @#B@ @#B"

将 !@@B 级(!@@" 级样本试卷分析指标与考试的成绩分布对比#如表 D 所示2

表 D(不同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统计分析

班级 课程 教学模式
试卷指标 成绩分布

难度 信度 区分度 平均分 标准差 最高分 最低分

!@@B 级 微积分 自主选择 @#BA @#B@ @#A" BB#GG #D##" "" #E

!@@" 级 微积分 分层S自主 @#B" @#E! @#B@ BE#EB #B#@# "E !!

从表 D 看出#!@@B 级考试难度虽然大于 !@@" 级考试难度#但是 !@@" 级考试信度与区分度均较高于

!@@B 级考试信度与区分度#并且 !@@" 级学生考试平均高于 !@@B 级学生考试平均分2

H(结(论

通过以上统计(对比分析#可以认为%学生学习-经济数学.课程#第一学期-微积分.课程考试成绩一

般#与其进校前的数学基础关系较大$而进入大学之后的数学成绩#与课程的教学模式关系较大2 !@@B

级实行分层教学#!@@" 级在分层的基础上增加学生自主决定层的进退和任课教师的选择#对提高课程教

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 因为分层#教师可以有目标地针对性教学2 增加学生自主选择#可以充

分发挥学生学习-经济数学.课程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这正是课程教学改革所期望的

结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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