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 7卷第2期

2001年5月

广西科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V01．17，No．2

May 2001

本科《高等数学》成绩的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 ysis of the Resul ts of Col l ege

Students in Higher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朱宁 符名培
Zhu Ning Fu Mingpei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计算科学与应用物理系 桂林541004)

(Dept．of Computer Sci．Appfied Phy．Guilin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hn，541004)

摘要统计分析桂林电子工业学院1999级1999～2000学年第2学期6个班学生的高等数

学期末考试成绩，经验ICC呈反S型，说明该课程学生成绩不理想。失分的原因主要是部分

教师不太熟悉工科数学教学，教学偏于抽象；部分题型仍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学生基本训练

不够，做题少且解题方法不合理。提出应增加数学建模、数学实验课程，以提高学生应用数

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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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of the terminal exams of the six classes’students in Higher

Mathematics(part 2)in Guilin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 the second

term of 1999—2000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Its experience It2C iS reverse S—

shape．That implies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ents are not satisfied．The reasons

of the students’failure could he said as follows．The teacher iS not familiar with

the teaching of higher mathematics for the students Of engineering course．Teach—

ing of mathematics iS more abstract．The students have not enough basic practice

in solution of questions．Mathematic modding and mathematic experiment should

he added to teach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i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by mathematics．

Key words higher mathematics，achievement of students，quality of teaching

为寻求提高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及方式，在1 999级新生中实施选课制。这一新的教学

尝试既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欢迎，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从近年《高等数学》的教学看，学生

的成绩呈下降趋势。是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风问题，还是与近年来我院招生人数的增加、教师

数量不足及生源的素质等因素有关，或是与我们的教学管理和教师的精力投八不足有关?本文

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为此，作者就1999级本科一、二、三系《高等数学》下册考试成绩进

行统计分析，并结合分析的结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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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态检验

1．1 1999年～2000年第2学期期宋考试存在问题

期末考试的试题来自“试题库”，可以认为试题是可信的。在正常情况下，学生的考试成

绩应呈正态分布。我们从给一、二、三系任课教师的班级中，随机抽取两位任课教师所教班级

学生的1999～2000年第2学期期末考试成绩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见表1，表2。

(1)假设；H。：考分总体服从正态分 表1考试分数总体分布正态性的石值

布，H。：考分总体不服从正态分布；

(2)；l=61．31，S1—18．87，”1=132，。2

—62．16，S2一ZO．2l，嘞一126。

查表知：瑶。。=9．488，所以拒绝

Ⅳ。，可以认为考试分数总体不服从正态

分布，这说明教学过程存在问题。

1．2试卷分析与对策

以上分析说明方差偏大，即学生得

分高低相差较大，这也说明选课制给教

学增加了难度。组织教学的方式方法及

教学管理还需改进。

2统计分析

我们将1999～2000学年第2学期期

末试卷，按基本题型分为多元函数类、二

重积分类、线面积分类、级数类、微分

方程类、综合及应用等7大题型。从任课

的儿位教师中随机抽取了6位教师所带

班级的考试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由于

分数曲线直观，但占用篇幅较大，加之

表2考试分数总体分布正态性的砖值

数据来自桂林电子工业学陆教务科

刊胛 、：l舯
0 20

40—60
80 1 00 120

图1 多元函数类的曲线及其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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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2二重积分类的曲线及拟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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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题型四第一小题区分度

x

图12题型四第--d,题区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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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9～图13不难看出，题型三中的第一小题区分度小，得分不理想。但这是一道难度

一般的题，此题丢分值得教师的注意。而第二小题则

是难度明显偏大的题，这是一道关于幂级数求和的

题。从题型四中的第二小题可以看出，得分多者并非

总成绩就好，所以这是一道区分度较低的题目。此题 、

是一道三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题目本身不难，造

成低分的原因，可能是很多同学没有很好地掌握这

部分内容，或是教师没有讲清讲透。

3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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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13题型四第三小题区分度

(1)抽取两个教学班作正态检验，均来通过检验，这说明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管理水平

任重道远。有的老师从非工科院校调来不久，对工科数学教学还不太熟悉，对有些需要强调直

观些的内容注意不够，偏于抽象，学生接受起来较难。如题型四中的级数收敛性的判别题，题

型七考察重心的物理意义题等等。

(2)从题型的分析看级数、综合、应用类题型仍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难点。教师在今后

的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幂级数求和这一部分内容，可在习题课中充分地予以练习，在教学

中加强，学生也应做适量的作业，否则，确实掌握不好。

(3)从题型三、题型四、题型五的得分情况看，我们的同学基本训练不够。这也是成绩

普遍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题型四是微分方程的题，三小题都是基本题型。成绩偏低，可以认

为是缺乏训练的结果。同时不可否认，学生的基本运算能力存在不少问题，这与学生的素质有

较大的关系。

(4)本次试卷难点偏多，我们认为主要是学生看书做题偏少及解题方法不合理所致。题

型一是关于多元函数微分的内容，虽然比较繁琐，但是如果平时按合理的解题步骤按部就班

地进行，并不难掌握。同时，如果教学中强调使用微分形式的不变性，逐层微分，此类问题可

以较简洁地得以解决。在这次考试中，强调这方面作用的班级，学生得分率明显高出其他班级。

综上所述，针对学生思维不够活跃、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时的能力较差、全面掌握基本

知识的能力较低等现象，教师应适当增加一些使学生能够提高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课程，如数学建模、数学实验课，通过这些课程来弥补教学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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