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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思想品德现状研究

教育统计方法在学生思想品德量化上的应用

吴 疆 郑文治 左 伟

改苹开放进一步深化 的新形势
,

对高校的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为 了准确地
、

科学地反映矫一学

生的思想品德现状
,

本文采用教育统计原理和方法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进行了定最的分析和 评价
。

一
、

评价与统计

1
.

评价方法
J

首先
,

从全班选出 3 至 5 名 既了解情况又办事公正的学生组成 评价组
,

向他们公布评价的标

准和等级
。

然后
,

让评价组的每个成员根据 自己平时的观察和了解
,

分别独立地 对全班学生进行评定
,

结果见

表 1
.

表 1 中 A
.

B
.

C
.

D
‘

E
.

是 5 名评价小组成员
;
甲

.

乙
.

丙
,

丁是四个等级
;
数值是各等级所包含的人数

; 1一

3 8 是全班 38 人 的学号
。

表 2 是各评委评定各等级人数情况
。

表 l 对全班学生疥人评价的结果

学学号号 lll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1 000 l lll l222 l333 l444 l555 l666 l下下 l888 l999

评评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

AAA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甲甲 q lll 甲甲 乙乙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甲甲 乙乙

BBBBB 乙乙 乙乙 丙丙 乙乙 甲甲 乙乙 甲甲 乙乙 丙丙 甲甲 乙乙 丙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CCCCC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甲甲 Ippp 甲甲 丁丁 甲甲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丙丙 乙乙 乙乙 乙乙 丙丙

DDDDD 乙乙 甲甲 甲甲 乙乙 汇ppp 甲甲 r「]]] [ ppp 丙丙 甲甲 甲甲 乙乙 乙乙 月了了 乙乙 乙乙 乙乙 甲甲 乙乙

EEEEE 乙乙 甲甲 丙丙 甲甲 乙乙 乙乙 lppp 丙丙 甲甲 丙丙 丁丁 乙乙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丙丙
学学号号

百百
2 lll

丁丁万万丁丁丁丁
2 666 2 777 2 888

百百
3 UUU 3 111

万万
3 333 3 444 3 555 3 666

丁丁万万
评评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丙丙 乙乙

BBBBB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丙丙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丁丁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乙乙 丁丁 乙乙

CCCCC 甲甲 甲甲 乙乙 乙乙 丙丙 丙丙 丁丁 丙丙 甲甲 乙乙 甲甲 丁丁 甲甲 乙乙 乙乙 乙乙 丙丙 丁丁 乙乙

OOOOO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甲甲 甲甲 丙丙 甲甲 甲甲 乙乙 乙乙 丙丙 乙乙 乙乙 乙乙 甲甲 丁丁 丁丁 甲甲

EEEEE 月哥哥 甲甲 甲甲 乙乙 乙乙 甲甲 乙乙 甲甲 乙乙 乙乙 甲甲 丁丁 甲甲 甲甲 甲甲 甲甲 乙乙 丁丁 甲甲

、

表 2 各等级人数情况

等等级级 AAA BBB CCC DDD EEE

人人数数数数数数数
评评委委委委委委委

甲甲甲 888 555 999 l
,

了了 l666

乙乙乙 2 999 2 777 l999 l666 l 666

丙丙丙 111 444 666 333 333

丁丁丁 OOO 222 444 222 333

4 6



2
.

统计方法
.

依据学生评价组的评价结果进行数据处理
.

所得数据列人表 3
。

表 3 评价小组评价结果的统计处理

户

项项 目目 甲甲 乙乙 丙丙 丁丁

数数据 ___________

等等级级级级级级

(((((2 )各等级包括的人数数 888 2 999 111 000

招招招 )各等级人数占全班比率率 0
.

2 1 0 555 0. 7 6 3 222 0
.

0肠 111 000

AAAAA (4) 本组 1 / 2 以下面积积 0
.

8 9 4 555 0
.

4 0下999 0
.

0 1 3 222 000

(((((5 )本组 l / 2 至
z = O 的面积积

.

0 3 9 4 888 0
.

0 9 2 111 0
.

4 8 6 8
...

0
.

555

(((((6) 中位数数 1
.

2 555 一 0
‘

2 3 555 ~ 9 宁 999 一 3
.

9 111
........... . . 一 自曰曰曰

((((( 2 ))) 555 2 777 444 222

(((((3 ))) 0
.

1 3 1 666 0
.

7 1 0 555 0
.

1 0 5 333 0 0 5 2 666

BBBBB (4 ))) 0
.

9 3 4 222 0
.

5 1 3 222 0
.

1 0 5 222 0
.

0 2 6 333

(((((5 ))) 0
.

4 3 4 222 0
.

0 1 3 222 0
.

3 9 4 888 0
.

4 7 3 777

(((((6 ))) 1
.

5 111 0
.

0 3 555 一 1
.

2 555 一 1
.

9 444

(((((2 ))) 999 l999 666 444

(((((3 ))) 0
.

2 3 6 888 0
.

5 0 0 000 U
.

1 5 7 999 0
.

10 5 333

CCCCC (4 ))) 0
.

8 8 1 666 0
.

5 1 3 222 U
.

1 8 4 333 0
.

0 5 2 777

(((((5 〕〕 0
.

3 8 1 666 0
.

0 1 3 222 0
.

3 1 5 下下 0
.

4 4 7 333

(((((6 ))) 1
.

1 8 555 0
.

0 3 555 一 0
.

9 000 一 1
.

6 222

(((((2 ))) 1 777 1 666 333 222

(((((3 ))) 0 4 4 7 444 0
,

4 2 ] lll 0
.

0 下8 999 0
.

0 5 2 666

DDDDD (4 ))) 0
.

7 7 6 333 0
.

34 2 111 0
.

0 9 2 111 0
。

0 2 6 333

(((((5 ))) 0
.

2 7 6 333 0
.

1 5 7 999 0
.

4 0 7 999 0
.

4 7 3 777

伍伍伍))) 0
。

7 6
...

一 0
.

4 0 555 一 1
.

3 2 555 一 1
.

9 444

((((( 2 〕〕 l666 通6
「 _

33333 333

一一一

左3 ))) 0
.

4 2 1
_

111 0
.

4 2 1 111 0
。

0 78 999 0
.

0 7 8 999

EEEEE (4 ))) 0
.

7 8 9 555 0
.

3邸444 0
。

工1 8 444 0
.

0 3 9 555

((((( 5 )
‘‘

口
_

2 8 9 555 0
.

13 1 666 0
。

3 8 1 666 0
‘

4 6D 666

(((((石)
_

___

0
.

8 111 一 0
.

3 444 一 l
;

1 888 一 1
.

7 666

其中
:

(即栏为各等级中的人数
.

如
: A 甲

《 : :

一 8
。

(3) 栏为各等级人数占全班学生的比率
二

例如
:

A 评甲的数

为 8
.

占总数 3 8 的 比率为
:
A fP

《: ,

一 8 + 3 8 = 0
.

2 1 0 5
。

同理可得
,

B
、

C
、

D
、

E 评 甲的比率
.

见表 3 中 (3 )栏
,

评乙
、

丙
、

丁各级的 比率同理 也可得出 ; 即由其所含人数占全班人数 3 5 人的比率
。

(4) 栏为 (3) 栏中各值除以 2
,

再加

上该等级以下各等数道
。

如
:
A 甲

‘; ,

一生

婴
+ 。

.

; 6 3 2
+0

.

026
3 二 。一。

.

8 0 4 8
。

〔5 )栏为 0
.

5 减去 〔4 )栏各值所



得的绝对值
。

如
: A 甲

《5 ,

~ 0
.

8 9 4 8 一 0
.

5 = 0
.

3 9 4 8
。

A 乙 ( : 、 = 0
.

5一 0
.

4 0 7 9 = 0
.

0 9 2 1
。

(6 )栏中各值是采用 (5 )栏

各值查 出相对应O勺《标准正态曲线下的 面积》表中的
!
值后

,

所得出的数据
。

如
:

A 甲
‘, ,

一 0
.

3 9 4 8
,

其对应
:

值

为 1
.

25
,

由于 A 甲
。。 ,

~ 。
.

8 9 4 8 > 0
.

5
.

则 1
.

2 5 值为正值
。

A 乙《。,

一 。
.

0 9 21
,

其对应值是 0
.

2 3 5
,

由于 A 乙
( ; ,

~

0
.

4盯 9 < 。
.

5
,

则
Z

道为一 。
.

2 3 5
。

采用上述统计方法
,

便可得出表 3 中所有数据
.

二
、

统计原理

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
,

一般是优
、

劣两者都占少数
,

大多数处于中l司状态
.

也就是两头小中问大
。

根据

这种情况
,

我们可 以认为
:

全班同学的 品德积分经数最化之后
,

呈正态分布
,

于是 可给出理想数学模型
。

见图

l
:

正态 曲线的数学表达
N

_ 妞二止
式

: 丫 ~ 一一二二二 e :护 .

令
z ~

圣二卫
O

, z
的单位为 1。

,

且 1 。

6
、

2兀

一 3马 一 2 6 一 1 6 U 1 5 26 3 6

图 l 正态分布曲线

一 ‘
,

得 Y 一

会
e 一

戳令
N ‘频”总” , 一 ,

,

则卜六
e 一

戳

此式为正态曲线频率密度函数公式
。

式中符号的涵义
:

Y
,

频数密度
,

表 3 中 (3) 栏的值
; N

,

总频数
,

N 一 38
,

即全

班人数
; X

,

自变最各值
.

学生品德积分中原始分数
; ” .

平均数
,

全 班 学 生 品 德 积 分 的 平 均 数
; 。 ,

标 准 差
,

即
: 。 ~

、
青
艺‘X 一 , ): ; 一 3

·

1 4 1 5。; 一 2
·

; 1 8 2 8 ;

一 分 数
,

数值是
:

口

这里
,

我们把学生评价小组评出的结果
,

计算出对应的正态曲线下的面积
,

再确定出该面积对应的 Z 值
。

然后
.

把同一名学生接受评价小组 5 名成员给出的 Z 分数相加
。

如
:

某学生接受的评定结果是
:

A 为 乙
; B 为丙

: C 为乙
; D 为乙

; E 为丁
。

于是在表 3 (6 )中
,

查出 Z 值
,

得
:

A 乙 (6 )“ 一 0
.

2 3 5
,

B 丙 (6 ) = 一 l
,

2 5 O .

C 乙 (6 ) = 0
.

0 3 5
,

D 乙 (6 ) = 一 0
.

4 0 5
,

E 丁 (6 ) = 一 1
.

7 6 0
。

根据 Z 分数的加合性
,

将该学生的 以上五个 Z 位相加
,

得到其总 Z 值为
:

Z = 一 0
,

2 3 5 + (一 1
.

2 5 0 ) + 0
.

0 3 5 十 (一 0
.

4 0 5 )十 (一 1
.

7 6 0 )二 一 3
.

6 1 5

再把 Z 分数换算成 T 分数
: T = 1 0 2 + 5 0 二 1 0 (一 3

.

6 1 5 ) + 5 0 = 1 3
.

8 5

由此计算出锈个学生的 Z 值和 T 值 (见表 4)

表 4 全班每个学生对应的 Z 值和 T 值

学学号号 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l000 1 111 l222 1 333

ZZZ 值值 一 0
.

9 111 1
.

4 0 555 一 1
,

8 777 一 0
.

9 111 4
.

3 6 555 2
.

8 999 4
.

3 6 555 2
.

5 5 555 一 5
.

6 111 5
.

5 1 555 一 0 5 8 三三一 3 6
.

1 二二于一 0
.

9 111

TTT 值值 4 0
.

999 6 4
.

0 555 3 1
.

333 4 0
.

999 9 3
.

6 555 7 8
.

999 9 3
.

6 555 下5
.

5 555 一 6
.

111 1 0 5
.

1三三 4 4
,

1 555 1 3
.

8 555 4 0
.

999

学学号号 1 444 1 555 l666 l777 l888 1999 2 000 2 lll 2 222 2 333 2 444 2 555 2 666

ZZZ 值值 0
.

2 5 555 一 0
.

6 9 :::三一
.

0
.

9 111 一 0
.

9 111 1
.

7 444 一 1
.

8 4 {{{5 1
.

3 9 111 5
.

5 1 555 0
.

2 444 一 0
.

9 111 0
.

8 0 555 0
,

0 4 777 一 4
,

八八

TTT 值值 5 2
.

5 555 4 3
.

0 555 4 0
.

999 4 0
.

999 6 7
.

444 3 1
.

5 555 6 3
.

9 111 1 0 5
.

1 555 5 2
.

444 4 0
.

999 5 8
.

0 555 5 0
.

4 777 2
.

333

学学号号 2 丁丁 2 888 2 999 3 000 3 lll 3 222 3 333 3 444 3 555 3 666 3丁丁 388888

ZZZ 值值 0
.

4 下下 4
.

3 6 555 一 0
.

9 111 l
,

3 999 一 6
.

8赶赶 1
.

3 999 0 2 444 0 2 444 1
.

4 0 555 一 3
.

3赶赶 一 5
.

666 1
.

4 0 55555

TTT 值值 5 4
.

777 9 3
.

6 555 4 0 999 6 3
.

999 一 1 8
.

牡牡 6 3
.

999 5 2
.

444 5 2
.

444 6 4
,

0 555 1 6
.

222 一 666 6 4
.

0 55555

气

4 8



根据表 4 查出 Z 值对应的频数和累积频数
、

得表 5
。

表 5 2 值对应的频数和累积频数

ZZZ 分数数 5 ~~~ 4 ~~~ 3 ~~~ 9 ~~~ 1 ~~~ O ~~~ 一 1 ~~~ 一 2 ~~~ 一 3 ~~~ 一 4 ~~~ 一 5 ~~~ 一 6 ~~~ 一 7 ~~~

6666666 555 444 333 999 111 000 一 111 一222 一 333 一 444 ‘ 555 一 666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频频数数 222 333 000 222 777 777 999 222 000 222 111 222 111

累累积频数数 222 555 555 777 l444 2 lll 3 000 3 222 3 222 3 444 3 555 3 777 3 888

根据表 4 查出 T 值对应的频数和累积频数
,

得表 6
.

表 6 T 值的对应的频数和累积频数

TTT 分数数 1 0 0 ~~~ 9 0 ~~~ 8 0 ~~~ 7 0 ~~~ 6 0 心
---

5 0 ~~~ 4 0 ~~~ 3 0 ~~~ 2 0 ~~~ 1 0 ~~~ 0 ~~~ 一 10 ~~~ 一 2 0 ~~~

11111 0 999 9 999 8 999 7 999 6 999 5 999 4 999 3 999 2 999 1 999 999 一 111 一 1 111

频频数数 222 333 000 222 777 777 999 222 000 222 111 222 111

累累积频数数 222 555 555 777 1 444 2 lll 3 000 3 222 3 222 3 444 3 555 3 777 3 888

.

三
、

结果与分析

通过评价小组 5 人评出的等级以及对所列表格和作图的结果
,

我们可以看到
:

1
.

全班 38 名学生中
.

优秀者 5 人
,

占 1 3
.

16 %
.

2 分数均在 5 以上
,

T 分数在 g0 以上
,
较差者 3 人

,

占 7.

89 %
.

2 分数在一 5 以下
,

T 分数也为负值
;
中间状态占绝大多数为 30 人

,

占 78
.

95 %
。

2
.

T 分数居 60 以上者仅为 13 人
,

占 34
.

21 肠 ; 其余 25 人都居 60 以下
.

占“
·

78 肠
.

由此可见
,

加强大学

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要通过我们有的放矢的工作尽快使这部分学生在思想品德方面
.

有大幅

度的提高
。

3
.

在这次评价和 统计之后
,

经过一段时间有目 的的思想政治工作
.

再次可以看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提高的

幅度和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
。

采用这种评价和统计方法准确与否 的关键是评价小组成员是否认真对待
;
是否 真正办事公正

,

不感情用

事
。

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计划
、

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几名专门进行这项工作的学生
.

也可以增多几个人或邀请

任课教师
。

另外
,

个别人的等级不准
.

经统计处理后
,

对结果影响不大
.

从我们评价的这个班的学生实际情况

来看
,

基本上符合统计结果
.

多数学生和 几位教师看后都认为比较真实
.

【责任校对 王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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