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T检验的适应条件与分析过程

一、推断性统计分析的基本逻辑

1.  随机事件

        所谓随机事件，就是事件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或

者说其发生服从于完全的机遇机制，即随机性，比如测

量中各种随机因素导致的误差大小具有随机性，但在测

量样本较大时，误差总平均等于 0 ，随机误差值的频数

分布为正态分布。



        描述随机事件的有效方法就是概率和概率分布。如，对

于大的总体来说，我们无法测定其中每一个体的智商，但可

以根据其正态分布预测各种智商发生的概率，因为平均数及

其附近的值发生概率高，远离平均数的值发生概率较低，当

其与平均数的距离达到 1.96个标准差以上时，其发生概率小

于 5％，即 P<0.05，就被称为“小概率事件”。

        通俗地讲，小概率事件就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件。
心理学中，通常以发生概率小于0.05或0.01为标准来界定之。



2.  推断性统计分析的逻辑基础是：抽样误差

        研究一个总体，不可能对总体作完全的测量，只能采

取抽样测量的方法，但样本测量的结果与总体相比总会出

现偏差。我们虽然无法预见或确定每一样本所出现的偏差

的大小，但却可以知道偏差越大，发生的概率越小。偏离

程度达到一定值时，该样本就成为一种小概率事件了。



       当我们对一样本进行测量，得到其平均数、标准误 ，那

么如何判断该样本是否能代表某一总体的水平呢？我们可以

先作出一个假设：先假设这一样本就来自于相应总体，那就

可以按抽样误差的分布规律来评估其发生概率，如样本测量

的平均值与总体平均值相比，差距较大，以至于发生的概率 

小于0.05 ，它就成了“小概率事件”，意味着这一推断的前
提成立的可能性不大。结论就是：该样本来自这一总体的可

能性很小，它不是该总体的代表性样本，或者就说：它与这

一总体的差异显著。



3. 两个样本平均数差异性检验的逻辑

        从一个总体中随机抽取 n 个个体组成样本，则有许多

种可能的抽取结果，因此可以得到许多个样本平均数，样

本平均数的大小变化又是一个随机事件，两个样本平均数

的差异量也是一个随机事件。样本平均数差异量的分布中

心为0，然后，差异量越大，越远离0差异，其发生的概率

就越小。当差异量达到一定值时，它就也是一个小概率事

件了。



        当要检验两个样本测量得到的平均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时，可以先假定它们是来自于同一总体，应该能代表同一总

体，然后以此为前提考察这两个样本平均数差异量发生的概

率。如果差异量足够大，其发生概率小于0.05，我们就说其

是小概率事件，成为“可能性很小” 的事件，这就意味着假
设前提成为 “可能性很小”的，即二者来自于同一总体的 “
可能性很小” ，进而推断 ：这两个样本很可能来自于两个不

同总体，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总体  ，存在显著性差异。反之  

，就不能说两个样本有显著性差异了。



二、 t值和t值分布

        统计学家长期的研究发现，从正态分布的总体中抽取样本

时，样本平均数的分布也是一个正态分布，样本平均数的差异

量的分布也是正态分布，其分布特征可以用Z分数来描述。但是，

在实际计算标准分数时，需要首先知道总体的标准差，然后计

算抽样分布的标准误。如果总体标准差未知，也就只能使用样

本标准差作为它的估计值了，以这一估计值计算的标准误就是

一个波动值了。这时，计算的“标准分数”就不再标准，因此
不能使用Z分数来描述其分布特征，而是要用t分数来描述其分

布特征。



        t  分布是一个均值为零左右对称的丘形分布，其峰度低于标准正

态分布，尾部高于标准正态分布，而且T 分布的峰度变化与自由度

有关。自由度越大其分布越接近于正态分布，所以在大样本检验中

可以使用Z检验代替t检验。

        根据统计学研究，样本平均数与总体平均数的差异值符合自由

度为某一确定值的T分布，自由度的确定则与样本容量有关 ；两个

样本平均数的差异值也符合自由度为某一确定值的T分布 ，自由度

的确定则与两个样本的容量及样本的相关关系有关。

        我们可以将t分布与Z分布进行对照。





三、不同条件下的t值及t分布自由度的计算

1.样本与总体的差异性比较

      示例1：某一20人的样本，其身高平均为1.35米，标准差为0.26

米，试问该样本是来自于平均身高为1.50米的总体吗？

       或者：给出样本所有个案的观测值，然后检验该样本是否与某

一总体平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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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立样本间平均数的比较

        独立样本平均数的比较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情况

是，两个样本各来自于不同的总体，参加同样的测量，比较两

个样本各自测量的平均数以判断两个样本以至两个不同总体之

间是否存在某种差异性，如比较男生样本和女生样本的平均记

忆力水平、场依存性分数等；另一情况是来自于同一总体的两

个样本，分别在不同条件下进行同样的测量，然后比较两个样

本测量的平均值的差异性，以判断不同条件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在这样的两种情况下，两个样本都是独立的，没有关联性，所

以叫做独立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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