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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统计课的意义 

我这门统计课就是一门可以直接转化为技能的课程。你们应该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有意

识地应用这门课上所讲到的各种方法。 

 多元评价的需要； 

 发展性评价的需要； 

 教师评价的需要； 

 因果探寻的需要； 

 

二、统计是干什么的？ 

1、统计有点难学！仅凭讲解或者练习还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原理，只有在实际应用当中才能

做到这一点。 

2、统计的功能：数据的分析。 

（1）潜能班，即分层教学：是否有效提高问题学生的成绩。 

（2）CAI 对教学效果、学生的能力培养有没有促进作用？是否会导致信息超载？是否会限制

师生的发散思维？ 

（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强调对学生的“发展性评价”：促进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已有

经历的总结上。 

（4）研究性学习：小发明、小作品、小游戏、创造性思维、自学能力、探究能力。 

3、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搜集的数据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随机性，即同一个人观察同

一对象时，不同时间观察结果不同；不同人同一时间观察同一对象时也会得到不同结果。 

4、对随机现象的探索，涉及一个最基本的统计学思想，这一思想是这门课程应该学到的最重

要内容之一： 

总体中抽样→属性量化→统计整理→推论总体特征（差异、发展趋势）拿到数据如何选择正确

的统计方法 

依据上述思路，我们可以纷繁复杂的数据中找到规律。 

5、统计学中我们会学到常用的统计方法，其它的只能靠大家自学。但了解一个一个的方法还

不是主要的学习目的，重要的领会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方法： 



 

6、结论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之上。 

 

四、测量是干什么的？ 

1、从考试说起 

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应掌握的英语单词数是 4000 个，如果想知道他的词汇水平如何——

测量目的； 

最常用的方法是出几道题考考他，正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以测验为

工具； 

但是不可能 4000 个单词都考一遍，我们只能从中抽取一部分单词来考，如 100 个。——

行为样本； 

接下来就是一个形式问题，出拼写题、听写题、选择题、阅读理解题都可以选取，——题

目形式选择。 

2、教育测量的其它形式还有很多，如情景摸拟、面试等。 

3、测量在评价、选拔、培训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统计与测量有什么关系？ 

（1）教育统计可以比作基础性工具，许多学科都要用到它，教育测量也不例外，其中要用到

大量的统计学原理和方法； 

（2）统计所需要数据又需要各种测量手段来获得。 

介绍《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统计学与教育统计学 

一、什么是统计学： 

对某一类对象的若干属性进行考察（数量化），进行（1）数据搜集；（2）数据整理；（3）

数据分析，达到推断这一类对象属性的目的。 

 

二、教育统计学 

分析在教育实践、教育实验、教育调查中获得的数据 

关键在“应用”二字上，以后我们会讲到许多方法、公式，记住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但不是

最重要的，首要的有两条：（1）掌握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法和公式；（2）要学会对统计结果

进行解释。这里的“解释”有两个含义：（1）相对大多数人的相对结果；（2）获得这一统计结

果的具体情景，不能任意扩大结果应用范围。 

 

三、教育统计的内容 

1、实验设计的一般模式 

例 1：分散学习方式与集中学习方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总体中抽取样本 

 自变量 

 因变量 

 统计：比较差异 

 因果推论 

2、描述统计 

（1）数据分组（最考察一个人的研究智慧的，在研究中谁与谁比是要整体规划的） 

（2）编统计表  

（3）绘统计图 是一篇文章的窗口 要画的规范、清晰、明了，让人家一看就懂 

（4）特征量计算 

 集中量－平均数 

 差异量－标准差 

 分布形态 



 相关系数 

描述一组数所的全貌，目的在于将大量零散杂乱无序的数据进行整理、归纳、简化、概

括，使事物的全貌明确清晰地表现出来。 

3、推断统计（学习重点） 

通过局部数据（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推论总体的情况。 

比如要分析一下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总不可能让全校学生都来测一遍，所以要挑

一小部分学生－样本，测量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这样就有一个根据这一部分人的数据推测全

校学生－总体的心理健康情况的问题。 

包括总体参数特征值估计、假设检验等内容。 

如：由样本平均数推断总体平均数，由样本标准差推断总体标准差。 

 一中 二中 

焦虑水平测验（50） 78 86 

注意：推论的正确率。这两组数据是随机的，是样本。样本平均数据数不能说明两者之

间的差异。不能说二中的比一中 焦虑。 

 t 检验 

 方差分析 

 

4、以上三方面的关系 

（1）实验设计是基础，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都要在良好的实验设计基础及其所提供的真实的

数据之上； 

（2）描述统计是推论统计的基础； 

（3）实验设计必须以统计原理为依据，必须符合统计原理和考虑统计方法的可行性。 

 

第二节 几个基本概念 

一、随机变量 

1、随机现象 

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实验或观察，其结果可能不止一个，事先无法确定，这类现象称为随

象现象。 

先举例：抛硬币实验 



（1）一次试验有多种结果，其所有可能的结果是已知的； 

（2）试验之前不能预料哪一种结果会出现； 

（3）在相同的条件下可以重复试验。 

2、随机现象的每一种结果叫基本随机事件 

摸奖：一口袋中有 6只球，其中 4只白球，2只红球，从袋中取先后取两次，每次取一只

球（放回抽样），可能的基本事件有 36种。 

3、在统计学上把随机现象称为：变量、随机变量，用大写字母表示，如身高用 X 表示，语文

考试成绩用 Y表示。 

 变量：数量或质量上可变的事物属性 

 自变量：由实验者操纵的、对实验对象的反应产生影响的变量。 

 因变量：实验对象的某种反应。如父母亲的智力对孩子的影响，父母的智力就是自变

量，孩子的影响就是因变量 

 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复习时间安排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4、随机事件称之为变量的取值，用 X
1
，X

2
，X

3
，……，X

n
表示。随机变量 

5、在对随机变量的研究中，可以许多的规律： 

（1）随机现象的结果虽然不可预知，但其中有一个规律：即每个结果都以 50%的等概率出现。 

（2）智力随年龄的变化规律，散点图。 

（3）语文成绩与英语成绩，散点图。 

（4）智力的概率分布 

 

二、总体和样本 

1、总体：具有某种特性的研究对象的个体总和。通过地域、年龄、职业、性别等维度定义

一个总体。有限总体和无限总体。如《沿海开放地区小学生品德的性别差异》。本研究范围

内，杭州什么区 以什么学校为例。在什么范围内而谈 

2、个体：构成总体的每一个基本元素，不一定是人，如：产品质量抽查，题库质量分析。 

3、样本：从总体中抽取的作为观察对象的一部分个体。 

4、样本容量：样本中所包含的个体数目，N 表示。N≤30，小样本；N>30，大样本。如：

问卷调查 300个 

 



三、统计量和参数 

 统计量相对样本而言 rX
X

,, ，是描述样本的各种特征的数量 

 参数相对总体而言  ,, ，是总体的各种特征的数量。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

分析统计量来对总体参数作出推论。 



第二章  数据的初步整理 

第一节  数据的来源、种类用其分类 

统计是为了说明总体的属性、特征，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总体在某些属性上的差异。这

些属性或其差异的说明最好只用简单的数字或简单的几句话。比如：升学率、及格率，配戴眼

镜率、平均成绩、成绩分布情况、两个班或两个学校的成绩是否有显著差异、学生的成绩在不

同时期的波动情况，上升、下降、起伏不定，而这些简单的结论是在对大量原始数据的整理基

础上获得的。 

因此，统计工作的第一步是搜集数据，即对客观事物进行量分的过程。这一过程要坚持

实事求是，不能随意更改数据。在统计分析过程中亦是如此。 

获得数据的能力也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目标的指引下，平时要收集数据。教育

实验 

一、教育统计资料来源 

1、什么是数据 

数据是随机变量的观察值，它是用来描述对客观事物观察测量结果的数值。 

举例：抛硬币实验的结果，考试成绩结果。 

2、经常性资料：日常工作记录和统计报表，如师生档案，工资表，成绩表，综合素质考核表，

业绩表。 

3、专题性资料 

（1）教育调查：在没有预定因子、不施行控制的条件下，对现成的教育方面有关客事实所进

行的观察和分析。 

 现情调查：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或存在事物进行调查，如教师学历的调查。 

 回顾调查：调查过去发生过和事情或现在已不存在的事物，如青少年犯罪原因调查。 

 追踪调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调查对象的发展过程。实施教改后学生学习态度和学

习行为的变化。 

（2）教育与心理测量：测验内容、程序、环境、评分记分、分数解释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智

力测验、人格测验。 

 大学生焦虑发展趋势及其诱因变化，焦虑的诱因有学习、未来的工作、谈朋友。 

 小学生焦虑发展趋势及其诱因变化，焦虑的诱因有学习、上辅导班、父母吵架、老师

批评、同伴争吵。 



（3）教育实验：在给实验对象施加预定控制因子的影响的条件下，对教育方面的事实进行观

察和分析。 

A、被试间设计 

例 1 

 

图  被试间设计 

B、被试内设计 

例 1 

一个班学生在某学期施行了语文阅读教学改革，学期初与学期末分别进行了一次阅读理

解测验，通过比较前后测成绩的变化，可以判断这次教学改革的效果。 

 

例 2 

处理 张三 李四 王五 赵六 

纸张文本阅读 1 2 1 2 

电子文本阅读 2 1 2 1 

 

 

二、数据的种类——选择不同统计方法的依据 

1、按来源来分 

（1）点计数据：如人数，班级数，男女数等。数人数的，班级几人，及格几人，优秀几人， 

（2）度量数据：借助于一定的测量工具或一定的测量标准而获得的，如 17.2 厘米、58 千克、

19℃ 测量工具如尺子，天平。 

 比率数据：有绝对零点和等距单位，如身高、体重，反应时，感觉阈值等，差、倍数



有意义。（从零点定义的角度来理解） 

 等距数据：等距，但无绝对零点，如温度，各种能力测验分数等，倍数无意义，只有

差有意义。 

 顺序数据：既不等距，也无绝对零点，如等级定，喜爱等级，品质等级等。如第一名、

第二名  如考试成绩。顺序数据是不能进行任何的加减乘除的 

（3）称名数据：反映事物在组别、种类上的不同。不说明事物之间的数量差异，中按事物的

性质不同，将被观测事物物加以划分。如：令男为 1、女为 0；职称：高级 2、中级 1、初级 0。

0、1没有任何数量上意义，只是标记 

2、按取值情况来分： 

（1）间断型随机变量数据――离散数据：单位不能再划分成更小的单位，一般取整数，如计

数、顺级数据。电阻箱。 

（2）连续性随机变量数据――连续数据，单位可划分无限细小的单位，如等距数据，比率数

据。滑动变阻器。 

 

三、数据的统计分类（分组） 

数据的统计分类，是指按照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根据分析研究的目的、任务，以及统计

分析时所用统计方法的可能性，将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组归类。如：将成绩分成男生成绩和女

生成绩，将作文成绩分成优、良中、差；将健康状况分成好、中、差；按实验处理不同分组。 

1、关键点：分类的标志，如：心理健康水平，考试成绩。 

要求：明确、前后一致、能将全部数据包含在内、依据对象的本质属性、依据研究目的、

依据统计方法 

2、分类的标志可分为： 

 性质类别：按事物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如性别，实验组数据和对照组数据。 

 数量类别：按数值大小来分组，如成绩分布。 

例：《学生网络问题调查》 

问题： 

 我认为“黑客”很能干，我很羡慕他们。 

 互联网比现实生活更具有真实性。 

 我常常为不能控制上网次数而懊恼。 

 上网时我会冒充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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