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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体育统计学套题命题考试信度、效度、正态性检验等综合量化分析, 为现有套题的不断

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高命题科学性, 建立合理的控制模式,以及将来实现计算机题库命题考试提供了

必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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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教学考核是整个教学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提高考试与命题的科学性对现代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以及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体育统计学是体育基础理论学科的主要课程之一。作为我校的一类课程建设, 自96年起, 施行了套

题命题考试。本文通过对体院97、98届毕业班学生使用的第三、第五、第一、第四套考试结果所作信度、效

度、正态性等检验以及对试题质量的综合分析, 旨在进一步对现有套题的考试、编制工作等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使学科考试工作更加科学、合理、规范,亦为将来实现计算机题库命题考试提供必要的参

考依据。[ 1] [ 6]

2　研究方法

2. 1　试卷选取

试卷由学科教师统一编制, 学校教务处备案,并于考试前在十套题中随机抽取。根据研究需要,每次

考试使用A、B两套试卷,其中97届使用的是第三、第五套, 98届使用的是第一、第四套。

2. 2　试卷检验

2. 2. 1 采用逻辑分析方法,请有关学科三位以上专家利用编题时拟定的双向细目表, 确定考试内容效

度。

2. 2. 2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考试结果作正态性检验、方差分析以及对考试信度、效度、区分度等进行估

价。有关数据处理采用 SPSS/ PC( V. 3. 2)进行分析, 在486计算机上完成。

3　结果与分析

3. 1　成绩统计及正态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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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级考试总人数101人,考试平均成绩及各分数段人数统计结果见表3- 1- 1。

表3- 1- 1　考试平均成绩及各分数段人数统计

Tab. 3- 1- 1　average score of ex am inat ion and unmder of people of dif ferent f raction

试　题
样本数

( n)
X±S

各分数段人数( n)

60分以下 60- 69分 70- 79分 80- 89分 90分以上

第三套 25 78. 56±9. 20 1 3 7 11 3

第五套 28 79. 15±11. 18 2 3 7 11 5

第一套 23 77. 70±11. 52 2 3 5 11 2

第四套 25 73. 96±12. 84 2 6 8 5 4

总 计 10 77. 63±11. 31 7 15 27 38 14

总百分比 100% 6. 93% 14. 85% 26. 73% 37. 62% 13. 68%

　　从表中可以看出, 各套试卷的平均成绩、各分数段人数、百分比均与总平均成绩、各分数段人数、总

百分比呈相似的分布类型。以总考试成绩为例, 70- 79分和80- 89分分数段人数最多, 合计约占总人数

的64. 73%; 60分以下, 90以上分别约8. 6%和7%左右。经正态性 � 2检验, � 2= 4. 92< � 20. 05( 2)= 5. 90, 故 P

> 0. 05,总考试成绩近似正态分布,曲线峰值向次高分偏移,基本符合期末考试常用的控制模式。[ 3] [ 6]

3. 2　题型及题量分析

试题编制基本为客观性试题,六种主要题型及其分值见表3- 2- 1。

表3- 2- 1　考试题型及其分值

T ab. 3- 2- 1　theme type of examination and more or less of score

题 型 名词解释 是非判断 单、多项选择 简答题 填充题 计算分析

分 值 10- 12分 8- 10分 10- 12分 10- 12分 28- 26分 34- 28分

百分比 11% 9% 11% 11% 27% 31%

　　六种题型中测量知识性的题型约占总分值的1/ 3弱;测量领会、运用层次的题型约占总分值的1/ 3;

测量计算及综合分析能力的约占总分值的1/ 3强。[ 3] [ 2]从学生考试交卷时间统计可以看出,约57%的学

生交卷时间在2小时以上,到时被抽卷的学生约20%左右,见表3- 2- 2。

表3- 2- 2　不同交卷时间人数统计表

T ab. 3- 2- 2　Unmder of people g ive in test paper in different t ime

试　　题
交　卷　时　间

1- 1. 5小时(人) 1. 5- 2小时(人) 2- 2. 5小时(人) 到时抽卷(人)

第三套 4 15 6

第五套 1 6 18 3

第一套 3 12 8

第四套 4 14 7

　　　　　　　备注: 总考试时间为2小时30分。

3. 3　内容效度检验

对内容效度的检验,考前请有关学科的专家对根据教学目标而制订的“体育统计考试双向细目表”

进行检查,并依专家意见在双向细目表的内容、目标等权重上作了适当修改, 最后形成表3- 3- 1。

表3- 3- 1　“体育统计”考试双向细目表

Tab. 3- 3- 1　the direct ion of double and detailed form of sport stut ist ics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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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内　容
教　学　目　标

知　识 领会 运用 分析 合计

诸论 0. 25 0. 25

样本特征数 0. 25 0. 25 0. 25 0. 75

概率分布 0. 25 0. 25 0. 50 1. 00

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1. 00 1. 00 1. 50 0. 50 4. 00

方差分析 0. 50 0. 50 1. 00

相关与回归分析 0. 50 0. 50 1. 00 1. 00 3. 00

合 计 2. 00 2. 25 3. 75 2. 00 10. 00

　　然后按表3- 3- 1形式再列出“双向细目检查表”,请三位专家分别对第三、第五套试题就内容(目

标)、代表性、容量、难度等与“双向细目表”作对照,进行逻辑分析判断,按其吻合程度的高低作出内容效

度的估计。
[ 3]

表3- 3- 2　专家检查评定表

T ab. 3- 3- 2　exam ine and evaluate by expert

专　家

( n= 3)

第 三 套 第 五 套

目标(内容) 代表性 容量 难度 目标(内容) 代表性 容量 难度

A + + + 0 - + + + + -

B + + + + 0 + + + 0

C + + + 0 - + + + 0 -

　　表中“+ ”表示合、强、多、难,“- ”则与之相反,“0”表示属中。从专家对第三、第五套试卷检查评定结

果的统计可以看出,在对试题与教学内容和目标吻合程度的评价上, 三位专家的意见较一致, 对试题取

样代表性,三位专家的意见也基本一致。

3. 4　信度系数检验

对信度的检验,采用了分半积差相关法和库理法分别对其内部一致性进行估价
[ 5] [ 3]
。以第三套试卷

为例,用分半相关,斯一布公式。经检验, 信度系数为 r1. 1= 0. 68> r0. 01( 23)= 0. 537, 故 P< 0. 01* * , 相关具

有显著性。见表3- 4- 1。

表3- 4- 1　分半积差相关系数表

Tab. 3- 4- 1　half a divideing w ith coeff icient of correlat ion test

奇数题得分偶数题得分

题号 X Y X 2 Y 2 XY

1 45 47 2025 2209 2115

2 46 46 2116 2116 2116

� � � � � �

26 24 34 576 1156 816

∑ 973 1022 38535 42450 40077

公式:

( 1) r 1
2
, 1
2
=

∑X Y -
(∑X ) (∑Y )

n

∑X 2 -
(∑X ) 2

n ∑Y 2 -
(∑Y ) 2

n

( 2) r 1, 1 =
2 �r 1

2 ,
1
2

1 + r 1
2 ,

1
2

　　用库理法检验,信度系数为 rK- R20= 0. 918,内部一致性较高, 见表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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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4- 2　第三套体育统计考试各题通过情况( n= 25)

T ab. 3- 4- 2　situat ion of every quest ion pass in exam intion of the third test paper

试题号 答对人数 pi qi piqi

1 19 0. 76 0. 24 0. 18

2 22 0. 88 0. 12 0. 11

� � � � �

26 12 0. 48 0. 52 0. 25

∑ 9. 89

公式:

　　 r kR 20 =
k

k - 1 1 - ∑
p iqi

S2
i

K 为试题数目; p iqi分别为每题的通过率

和未通过率; S2
i 为考试成绩的方差

　　分半信度系数低于库理法信度系数,作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分半法要求的两半试题

的平均数( X)和标准差( S)在实际编题过程中难以完全满足大致相同的条件;二是本文用库理法对答题

通过率的统计是以答对半数以上分值即答对进行的。

3. 5　考试结果的方差分析

套题间的等价性也是试题质量的一个方面, 一般可以通过对复本信度系数的检验提供时间稳定性

信息。本文由于一些客观原因, 未能做复本信度检验。而用方差分析方法对不同试卷考试结果平均成绩

间差异显著性检验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试卷的等价性。
[ 4] [ 5]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四套试题考试平均成绩

间无显著性差异。见表3- 5- 1。

表3- 5- 1　四套考试成绩方差分析表

T ab. 3- 5- 1　variance analysis for four suite examint ion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 方 F 值 P

组 间 494. 13 3 164. 71

组 内 12295. 36 97 126. 77 1. 299 > 0. 05

总 计 12798 . 45 100

　　　　　　　　注: P> 0. 05差异不显著

4　小结

4. 1 对二套随机抽检试卷内容效度的检验, 专家定性分析,试题与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吻合程度,三位专

家的评价意见较一致, 内容有效性可接受。

4. 2 考试信度检验,用分半相关法和库理法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内部一致性显著。本次研究未对复

本信度作检验。

4. 3对考试结果作正态性检验,成绩分布近似正态分布。70- 90分数段人数较多,说明试题区分度不够。

4. 4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套题间考试成绩差异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差异不显著,说明套题间具有一定

的等价性。

4. 5 对试题质量进行综合分析,提示对现有套题的改进应以提高试题区分度,缩减计算量为主,并在不

断改进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计算机题库命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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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and anal ying the reliabity and ralidity

of suite examination in sport stutistics

Liu Hua Liu Fupin
(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 Kunming 650092)

ABSTRACT　By test ing and analying the reliabity, ralidity and normality et al. In the suite exam inat ionof

sport stat ist ics for students of physicaleducat 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fered referncesfor the reform of

the examinat ion, improve ofscient if icanlness of the proposit ion and realize ofselect problems by compute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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