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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身高的测量结果属于（） 

A．称名变量 

B．顺序变量 

C．等距变量 

D．比率变量 

2．用于描述连续性变量数据的统计图是（） 

A．直方图 

B．简单条形图 

C．复合条形图 

D．圆形图 

3．下面量数为无单位量数的是（） 

A． 

B．MDn 

C．CV 

D．AD 

4．某份试卷采取百分制，若以教师的等级评定作为效标，计算效

标关联效度的方法是（）A．积差相关法 

B．等级相关法 

C．点双列相关法 

D．列联相关法 

5．通过测验获得可描述测量对象身心特性水平的数字通常称为（） 

A．成绩 

B．变量 

C．测量值 

D．统计量 

6．线性变换后的标准分数，与原标准分数（） 



A．数值相等 

B．形式相同 

C．度量相同 

D．含义相同 

7．某儿童的智力相当于 8 岁 3 个月的水平，而他的实际年龄是 7

岁 2 个月，则他的智商接近（）A．110 

B．115 

C．120 

D．125 

8．标准化考试包括命题标准化、施测标准化、评分标准化和（） 

A．时间标准化 

B．分数解释标准化 

C．录取分数标准化 

D．纸笔使用标准化 

9．考试作弊测验属于（） 

A．情境测验 

B．投射测验 

C．人格测验 

D．创造力测验 

10．选择题的优点体现在可以测验学生（） 

A．观察能力 

B．对知识掌握的准确性 

C．创造力 

D．思维发散力 

11．在统计学中，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概率一定不高于（） 

A．0.005 

B．0.05 

C．0.10 

D．0.30 

12．用随机数码表进行的抽样称为（） 



A．简单随机抽样 

B．分层抽样 

C．分阶段抽样 

D．等距抽样 

13．一个随机变量若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则它的取值点位于（0，

+∞）内的概率为（）A．0 

B． 

C．1 

D．+∞ 

14．统计假设检验中，备择假设又称为（） 

A．虚无假设 

B．研究假设 

C．零假设 

D．原假设 

15．统计假设中的单侧检验是指（） 

A．检验的临界值位于抽样分布的一侧 

B．检验的临界值位于抽样分布的两侧 

C．在抽样分布的单侧小概率事件容易发生 

D．在抽样分布的两侧小概率事件容易发生转贴于：自考_考 

16.不用画坐标轴的统计图是（） 

A.散点图 

B.圆形图 

C.线形图 

D.次数多边图 

17.下列变量中属于比率变量的是（） 

A.学生的语文考试成绩 

B.学生在数学竞赛上的名次 

C.某山海拔 2749.08 米 

D.学生在 60 米跑项目上所用的时间 

18.提出积差相关法的统计学家是（） 



A.布鲁姆 

B.皮尔逊 

C.比内 

D.斯皮尔曼 

19.在教育和心理统计中，通常情况下被称为高相关的是（） 

A.0.5≤|r|＜1 

B.0.6≤|r|＜1 

C.0.7≤|r|＜1 

D.0.8≤|r|＜1 

20.已知30名被试在某个项目上的得分情况，该项目是以(K，0)方

式记分，满分为 5，则求取这个项目的区分度指数应采用（） 

A.点双列相关 

B.等级相关 

C.积差相关 

D.双列相关 

21.以下估计信度的方法中，多用在预测性测验上的是（） 

A.等值性系数 

B.α 系数 

C.稳定性系数 

D.折半信度 

22.测验被试回忆或辨认某些特定事实的能力的认知层次是（） 

A.知识 

B.应用 

C.分析 

D.综合 

23.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测验中因素 E 恃强性得分高的心理含义

应为（） 

A.顺从 

B.好强 

C.通融 



D.恭顺 

24.学生成绩测验的主要类型有安置性测验、形成性测验、诊断性

测验和（） 

A.智力测验 

B.能力倾向测验 

C.人格测验 

D.终结性测验 

25.平均数抽样分布的标准差等于（） 

A.原总体分布的标准差 

B.原总体分布标准差的一半 

C.原总体分布标准差的 n 分之一 

D.原总体分布标准差的分之一 

26.一个随机变量所有取值点的概率之和为（） 

A.0 

B.1 

C.2 

D.3 

27.分层抽样原则是（） 

A.在总体中，各部分元素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各部分元素之内的差

异 

B.在总体中，各部分元素之间的差异要小于各部分元素之内的差

异 

C.在总体中，各部分元素之间的差异要等于各部分元素之内的差

异 

D.编号元素的性质不能出现规律性变化 

28.统计假设检验中又称为研究假设的是（） 

A.虚无假设 

B.零假设 

C.备择假设 

D.统计假设 



29.在双侧检验中（） 

A.抽样分布的两侧都有概率 

B.抽样分布的双侧都有临界值 

C.抽样分布只有单侧有概率 

D.抽样分布只有单侧有临界值 

30、所谓相关总体是指（） 

A.两总体相关系数等于 0 

B.两总体相关系数不等于 0 

C.两总体相关显著 

D.两总体是同一个总体 

二、填空 

1、教育统计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 

2、测量结果能在其上取定数值的量尺，从量化水平高低的角度可

分为：名义量尺、顺序量尺、等距量尺与比率量尺。在名义量尺上所

指定的数字，只具有类别 

标志的意义，而无性质优劣，分量多寡的意义。顺序量尺上的数

字量化水平则较高，有优劣、大小、先后之别，如学业成绩评定优劣。

等距量尺上的数字量化水平又更高，这种数字是单位相等但零点可任

意指定的线性连续体系上的值，如温度、可比可加。比率量尺是一种

有绝对零点的，等单位的线性连续体系。如身高、体重等。能加、减、

乘、除 

3、测量工作按一定的规则进行，体现为三种东西即：测量工具、

施测和评分的程序与要求、结果解释参照系或参照物 

4、心理测量跟物理测量的两点突出差异：一间接性；二要抽样进

行 

5、数据的种类①从数据来源分成计数数据、测量评估数据和人工

编码数据②根据数据所反映的变量的性质分分为称名变量数据、顺序

变量数据、等距变量和比率变量数据 

6、顺序变量数据之间虽有次序与等级关系，但不具有相等单位，

也不具有绝对的数量大小和零点。因此只能进行顺序递推运算，不能



做加减乘除运算。等距变量不能用乘、除法运算来反映两个数据之间

的倍比关系，能做加减运算。比率变量数据可以进行加、减、乘、除

运算 

7、数据三个特点①数据的离散性②数据的变异性③数据的规律性 

8、统计一批数据的次数分布两种方法：一、按不同的测量值逐点

统计次数；二、为了简缩数据以区间跨度来统计次数。如分数段统计 

9、编制简单次数分布步骤①求全距②定组数③定组距④写组限⑤

求组中值⑥归类划记⑦登记次数 

10、相对次数分布表主要能反映各组数据的百分比结构 

11、累积次数分布表还分成“以下”累积次数分布表与“以上”

累积次数分布表两种。“以下”累积其目的在于反映位于某个分数

“以下”的累积次数共有多少 

12、次数分布图两种表达方式：次数直方图和次数多边图 

13、次数分布曲线按形状有各种不同类型①单峰对称分布曲线。

正态分布曲线也是这一类型曲线中的一种②非对称曲线即偏态分布。

正偏态：次数分布有朝数量大的一边偏尾，曲线高峰偏向数量小的方

向，在一些考试中，若题目偏难，多数考分偏低时，可形成正偏态分

布。而负偏态的次数分布偏向正好与正偏态相反 14、几种常用统计分

析图：散点图、线形图、条形图和圆形图 

15、圆形图有其独特的功能，特别适用于描述具有百分比结构的

分类数据 

16、集中量数有三个作用①向人们提供整个分布中多数数据的集

结点位置②集中反映一批数据在整体上的数量大小③一批数据的典型

代表值 

17、集中量数有多个种类，最常用的是算术平均数、中位数和众

数三种。其中算术平均数是使用最普通的一个集中量数。中数在下列

情况中有较好的应用价值①数据分布中有个别异常值或极端值出现时，

用平均数作分布的代表值倒不如用中数作分布的代表值来得客观合理

②在次数分布的某端或两端的数据只有次数而没有确切数量时③在一

些态度测验、价值观测验或一般的民意问卷测试中，通常向被调查对



象提出一些事项，要求被调查对象对这些事项排序。那么，在这种资

料的信息数据整理分析中可应用中数来概括各个事项的总体排序结果 

18、常用的差异量数是平均差、标准差和方差等指标 

19、差异系数又称为变异系数和变差系数，用符号 CV 表示。差

异系数是一种反映相对离散程度的系数，即相对差异量数。它消去了

单位，因而适合于不同性质数据的研究与比较。数据在次数分布中所

处的地位可用百分等级来表示。百分等级也称百分位。用记号 PR 表示。

百分等级反映的是某个观测分数以下数据个数占总个数的比例的百分

数，在 0 到 100 之间取值。如百分等级 PR=75，与其对应的这个百分

位数，读作第 75 百分位数，记作 P 

75 

20、相关：统计学上用相关系数来定量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的直线

性相关的强度与方向。如相互关联着的两变量，一个增大另一个也随

之增大，一个减小另一个也随之减小，变化方向一致是正相关。如相

互关联着的两变量，一个增大另一个反而减小，变化方向相反是负相

关。相关系数用 r 表示， r 在-1 和+1 之间取值。相关系数 r 的绝对值

大小，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强度；相关系数 r 的正负号，表示相关

的方向，分别为正相关和负相关；相关系数 r=0，称零线性相关，简

称零相关；相关系数|r|=1 时，表示两个变量是完全相关。当 0.7≤|r|＜

1，称为高相关；当 0.4≤|r|＜0.7 时，称为中等相关；当 0.2≤|r|＜0.4

时，称为低相关；当|r|＜0。2 时，称极低相关或接近零相关 

21、积差相关是应用最普遍、最基本的一种相关分析方法，尤其

适合于对两个连续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22、等级相关适用的几种情况①两列观测数据都是顺序变量数据，

或一列是顺序变量数据，另一列是连续变量的数据。如对学生的绘画、

体育测试成绩排名就属顺序变量数据②两个连续变量的观测数据，其

中有一列或两列数据的获得主要依靠非测量方法进行粗略评估得到。

如语文基础知识水平可测验加以测量但学生的课文朗读水平却只能根

据若干准则由老师给予大体的评估。点双列相关适用于双变量数据中，

有一列数据是连续变量数据，如体重、身高以及许多测验与考试的分



数；另一列数据是二分类的称名变量数据，如性别 

23、原始分数的意义必须要跟一定的参照物（系统）作比较，才

能真正明确起来。原始分数意义的参照物大体有两类，一是其他被试

的测值，即其他被试在所测特性上的普遍水平或水平分布状态；二是

社会在所测特性上的客观要求，即被试在所测特性上发展应该达到程

度的标准 

24、常模总是指某一具体测验（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其名称所指特

性）上的常模。常模总是特定的、具体的，是就一定人群在具体测验

上的表现来说的。常模又可分为发展常模与组内常模两大类。发展常

模又有年龄常模与年级常模之别，组内常模又有百分等级常模与标准

分数常模之别 

25、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常模这一科学概念的是法国心理学家比纳。

他最早建立了智力测验的年龄常模。发展常模就是某类个体正常发展

进程各特定阶段的一般水平 

26、智商（IQ）=智力年龄/生理年龄×100 

27、组内常模又可分为百分等级常模与标准分数常模两个类别。

一个分数的百分等级，就是该分数在所属分数组中，取值比它小的分

数个数占该分数组总个数的百分数。百分等级值只有可比性而无可加

性，不能累加求和与进一步求平均；这是百分等级常模的一个局限所

在 

28、一个测验分数的标准分数，就是以它所属分数组的标准差为

单位的，对它所属分数组的平均数的距离 

29、难度指数（p）取值越大并不意味着项目越难，而是越易；

指数 p 的数字值与其代表的含义，方向恰好相反 

30、三种偏态分布：如果一个测验对某一被试团体来说，难度相

对显得大，那么，被试团体中大多数人就会得低分，被试总分分布就

会形成正偏态分布；如果一个 

测验对某一被试团体来说，难度相对显得小，被试团体中就会有

很多人得高分，总分分布就会形成负偏态；假定被试团体在某一特定

方面，其水平分布事实上是呈正态分布的，若测验项目的难度确能做



到对这个被试团体来说是恰当的，那么对这个团体施测这一测验，所

得被试测验总分分布自然也会呈正态分布 

31、“高、低分组求得分率差”的办法就是将全体被试按总分多

寡加以排队，然后取得分最多的 27%的被试作为“高分组”，得分最

少的 27%的被试作为“低分组”，最后求这两个组上项目得分率（通

过率）的差来作为区分度指数的取值 31、人们就使用两个平行形式测

验来测查同一批被试，这样也可获得同一批被试的两批独立测值，从

而通过求相关系数，估出测验的信度 32、效度验证工作大体分为三类

即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又包含“并存”

效度和“预测”效度这两个小类别 

的取值也很少能超过 0.70，一般取值能达 33、测验即使相当有效，

效度系数 r 

XY 

到 0.40 就相当不错了 

34、根据课堂教学运用测验的一般顺序来分可把学业成就测验分

成安置性测验、形成性测验、诊断性测验和终结性测验。根据解释测

验分数的方法不同可把学业成就测验分成常模参照测验和标准参照测

验两类。根据成就测验的实施方式与测验载体，我们把成就测验分成

口头测验、纸笔测验和操作测验 

35、纸笔测验优点①提高测验的效率，即同时可以进行大团体的

测验②便于完整记录学生在题目作答上的反应③便于施测和评分过程

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提高学业成就测验的信度与效度④便于对测验

中答题信息的分析研究 

36、课堂成就测验特点①简易性②灵活性③随意性④测量性能较

差 

37、对教育目标分类的认识：布卢姆认为作为完整的教育目标应

当包括三个主要的领域：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布卢

姆把认知领域中的行为目标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依次是知识

（识记）、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①知识：回忆或辨认某些

特定的事实②领会：初步理解材料的意义③应用：能够运用已学过的



材料④分析：把事物整体分解为部分，以便了解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

与部分之间的关系⑤综合：把各个部分有机地组织成一个整体的能力

⑥评价：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事物的价值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如对小

说、诗歌、电影、哲学流派、环保方案、测验设计等作出价值判断的

行为与能力 

38、我国教育工作者提出目标层次分为识记、理解（领会）、简

单应用和综合应用这四个层次 

39、学业测验中考试题目类型分为客观题、主观题 

40、客观题：有一些考试题目，如果评分规则一旦明确下来，只

要依照这些规则，无论谁去评分，都会得出相同的分数，典型的客观

题类型常见的有填空题、简答题、是非题、匹配题、单项选择题或多

项选择题等。简答题和填空题适合于测量相对简单的学习成就。是非

题这种题型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一是容易猜测，（猜对的可能性有

50%），二是适合于用是非题来测量的学习成就其范围有限。多项选

择题更适合于测量具有较复杂结构的学习成就 

41、主观题型如论述题、证明题、计算题、作图题、作文题等 

42、心理测验主要用途①人才选拔②人员安置与人事管理③临床

心理学研究④学校心理服务⑤建立和检验假设 43、智力测验在国内常

见①比纳智力测验②斯坦福—比纳智力测验③韦克斯勒智力测验④瑞

文标准推理测验和⑤中小学生团体智力筛选测验 

44、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思维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

即代表这个人的创造力 

45、发散性思维在行为上表现三种基本特征：流畅性、变通性、

独特性 

46、人格测验的方法与类型主要有自陈量表法、投射测验法、情

境测验法、评定量表法 

47、客观世界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分为两类：确定性现象不确定性

现象 

48、按照概率的定义，概率的取值范围在区间[0，1]上，如某个

事件概率为 1，表示该事件肯定发生，这样的事件称为必然事件，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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