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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资料分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1.随机变量
在相同条件下进行试验或观察，其可能结果不止一

个，而且事先无法确定，这类现象称为随机现象。表示

随机现象中各种可能结果（事件）的变量就称为随机变

量。教育研究中的变量，大多数都是随机变量。如身高

、智商、学业测验分数等。



一、定量资料分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2.总体和样本
总体是具有某种或某些共同特征的研究对象的总和

。样本是总体中抽出的部分个体，是直接观测和研究的

对象。例如，要研究西安市5岁儿童的智力发展问题，

西安市的5岁儿童就是研究的总体，从中抽取500名儿童

，这500名儿童就成为研究的样本。



一、定量资料分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3.统计量和参数
统计量：反映样本数据分布特征的量称为统计量。

例如：样本平均数、样本标准差、样本相关系数等，都

属于统计量，它们分别用 、 、 表示。统计量一般是

根据样本数据直接计算而得出的。

参数：反映总体数据分布特征的量称为参数。

例如：总体平均数、总体标准差、总体相关系数等。它

们分别用 等符号来表示。总体参数常常需要

根据样本统计量进行估计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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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量资料分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4.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

描述统计是指对获得的杂乱的数据进行分类、整理

和概括，以揭示一组数据分布特征的统计方法。

包括：编制统计表；绘制统计图；计算各种统计量

：集中量、差异量、相关系数量等。



一、定量资料分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4.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

根据样本所提供的信息，运用概率理论进行论证，

在一定可靠程度上对总体分布特征进行估计、推测，这

类统计方法叫做推断统计。推断统计的特征有三点：

推断总是根据样本信息对总体进行推断；

推断总是依据一定的概率理论进行推断；

推断总是在一定置信度上的推断。

推断统计又可分为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最常用的

推断统计方法是假设检验。



一、定量资料分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5.集中量与差异量

集中量：是表示一组数据典型水平或集中趋势的量

。集中量是一组数据整体水平的代表值。不同群体间学

生成绩比较时，需要用集中量指标。常用的集中量指标

有算术平均数、中位数、众数。

差异量：表示一组数据的离中趋势或变异程度的量

称为差异量。常用的差异量指标有方差、标准差和差异

系数。



一、定量资料分析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5.集中量与差异量

从下列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描述一组数据分布特征

仅用集中量指标是不够的，还需用差异量指标。
A：60 65 70 75 80
B：50 60 70 80 90

两个组的集中量指标算术平均数都是70，但A组数

据的变异明显大于B组的变异，A组的全距是20（最大值

减去最小值），而B组的全距是40。所以要全面描述一

组数据的分布特征，既要用集中量指标，也要用差异量

指标。



二、方差和标准差的概念及其计算

描述一组数据的分布特征，需要用到集中量指标和

差异量指标。集中量最常用的指标是算术平均数，这在

小学里都已经学过，这里不再赘述。最常用的差异量指

标是方差和标准差。这里简单介绍方差和标准差的概念

及其计算方法。



二、方差和标准差的概念及其计算

1.方差：是一组数据离差平方的算术平均数（用

表示）。
定义公式为：

2.方差的方根即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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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差和标准差的概念及其计算

例如：

利用定义公式求：5、6、8、6、4的方差和标准差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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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检验的逻辑原理

常用的推断统计是假设检验。

现以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为例来说明假设检验的逻

辑原理。从已知总体中抽出的容量为n的一切可能样本的

平均数形成的分布（如下图），这就是平均数的抽样分

布。当总体为正态分布时，平均数的抽样分布也符合正

态分布。



三、假设检验的逻辑原理
现有一个随机样本， 其平均数为 ，这个样本是来

自 这一已知总体吗？或者说这个样本所代表的总体平

均数和已知总体平均数 相等吗？这就是假设检验所要

解决的问题。

其逻辑原理是，视 在以 为中心的平均数抽样分

布上出现的概率大小而定。若样本平均数 在以 为中

心的抽样分布中出现的概率较大，则认为样本所属总体

和已知总体为同一总体；若样本在抽样分布中出现的概

率较小，则认为样本 所属总体与已知总体 有显著性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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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总体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根据一个样本信

息，来检验这个样本所代表的总体平均数，和一个已知

的总体平均数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例如：某校初一年级英语测验的平均成绩为78分，

标准差为7分。实验班40名学生的平均成绩为79.5分，问

实验班成绩与全年级的成绩有无显著性差异？

检验：

假定总体为正态分布，总体σ已知，所以采用z检验

其值选择检验统计量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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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体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3）确定检验形式

没有资料说明实验班的成绩过去是高于还是低于全年级的成绩，所以采用双侧检验。

（4）统计决断

因此，在0.05水平上保留零假设，拒绝备择假设，结

论为实验班的成绩与全年级的成绩差异不显著。

（1.96和2.58是Z检验时的两个临界值，当计算出的Z

值小于1.96时，概率P就大于0.05，这时差异不显著；当Z

值大于1.96或者大于2.58时，P值就小于0.05或小于0.01，

这时差异就显著或极其显著。）

当总体标准未知时，应当使用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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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独立大样本）

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根据两个样本信

息，对两个样本所代表的两个总体平均数之间是否有差

异，所进行的检验。

例如：在一次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中，实验后的测

试结果为：实验班50名学生的平均分是83、标准差是6；

对照班48名学生的平均分是80，标准差为5。试问，实验

班的成绩与对照班的成绩有无显著性差异？



五、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独立大样本）

检验：

假定总体为正态分布， 未知，独立大样本，故采用Z检验

3、确定检验形式

采用双侧检验。

4、统计决断

因此，在0.05水平上拒绝零假设，接受备择假设。结

论为实验班的成绩与对照班的成绩差异极其显著。

算其值、选择检验统计量并计

、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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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卡方检验

对总体平均数之间是否有差异所进行的检验，被称

为参数检验。常常适用于教学实验研究。而对调查资料

，常常需要运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检验。最常用的

非参数检验就是卡方检验。

为理论评度）为实际评度，（其中

检验的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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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卡方检验

例如：对100人进行某一态度问题的调查，60人否定，

40人肯定。现在问肯定人数与否定人数差异是否显著？

检验：

。定与否定人数差异显著备择假设。结论为：肯

受水平上拒绝零假设，接，因此在所以

因为

统计决断

（

。频数均为肯定与否定人数的理论

显著性差异的零假设，根据肯定与否定人数无

计算卡方值

显著：肯定与否定人数差异

不显著：肯定与否定人数差异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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