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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数据怎么看？

***成绩为什么又退步了？

家长会如何给家长介绍学生学习情况？

哪些学生进步了？

重点讲哪些题目？

期末没有期中考得好？

哪些学生均衡发展？

***是不是偏科？

班级本次考试在全区是什么水平？

哪些学生该奖励？

班级整体水平怎么样？

哪些学生有较大提升空间？

班级哪些知识点掌握不好？

所教的平行班，哪个考的更好？



01 成绩的基本分析



基本情况综合看
相对情况需对比

关注特殊找问题



（一）  基本情况综合看



基本情况综合看

某次考试，A班和B班数学成绩均分都是103分。

那么，此次考试中两个班数学整体水平一样？

A班 B班
139 132
138 128
125 124
124 124
119 122
118 120
118 120
117 120
116 119
… …
92 87
89 80
89 79
88 75
87 64
87 57
85 44
74 36



n 平均分

指在一组成绩中所有分数之和除以总人数，反映总体成绩的一般水平

或分布的集中趋势。

计算公式：平均分=
分数之和
总人数

基本量的统计

三位学生成绩 平均分

100、90、80 90

130、90、50 90

平均分容易受极端值的影响，当学生成绩差距较大时，

平均分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班级成绩的现状。



基本量的统计

平均分

指在一组成绩中所有分数之和除

以总人数，反映总体成绩的一般水平

或分布的集中趋势。

计算公式：平均分=
分数之和
总人数

中位数

指按顺序排列的一组数据中处于

中间位置的一个数或两个数的均值，

反映数据的中间位置，其可将数值集

合划分为数量相等的上下两部分。

众数

指在统计分布上具有明显集中趋

势点的数值，也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

数最多的数值，有时一组数的众数不

止一个。

最 值

一组数据的最高值或最低值，分

别反映群体的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

标准差
是总体中各个数据与其平均数离

差平方和的平均数的算术平方根，反

映数据集的离散程度。

计算公式：

标准差=
 1
n（个体值−平均数）2

总个数



n 中位数

指按顺序排列的一组数据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一个数或两个数的均值，反映

数据的中间位置，其可将数值集合划分为数量相等的上下两部分。

情况分类 学生成绩（按照成绩高低顺序排序） 中位数

学生数为奇数 60、72、76、80、100 76

学生数为偶数 20、72、76、80、82、100 78，即（76+80）/2

基本量的统计



n 众数

指在统计分布上具有明显集中趋势点的数值，也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

多的数值，有时一组数据的众数不止一个。

例：以下为一组学生成绩

60、72、72、72、76、80、80、80、100

众数为：72和80

基本量的统计



基本量的统计

统计量 类别 特点

平均分 数值平均数 易受极端数值的影响

中位数 位置平均数 不受极端数值的影响

众数 位置平均数 不受极端数值的影响



基本量的统计

• 最值

一组数据的最高值或最低值，分别反映群体的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

• 标准差

是总体中各个数据与其平均数离差平方和的平均数的算术平方根，反映

数据集的离散程度。

计算公式：标准差=
 1
n（个体值−平均数）2

总个数

标准差越大，表示学生成绩之间差异越大；反之，差异越小。



AB两班平均分相同，说明A、B两班分数的平均水平相同；

B班中位数高于A班，说明B班前半段学生考试情况比A班好；

B班众数高于A班，说明B班学生集中得分高于A班；

通过最值比较，可以看出A班的拔尖生分数要高于B班，同时后
进生情况也明显优于B班。

B班标准差大于A班，A班成绩相对更集中，B班相对更分散

统计项 A班 B班

平均数 103 103

中位数 101 110

众数 97 116

最大值 139 132

最小值 74 36

标准差 13 21

基本量的统计

综合来看：
两班虽然平均水平相同，但B班中上游学生整体水平高于A班。

不过，A班在拔尖生和后进生两方面情况比B班理想。



Ø A班成绩集中在75-125分之间

分数段的统计

• 频 数

一组数据中个别数据重复出现的次数。按照某种标志（性质或数量）将

数据分成若干组，分别统计各组数据的频数，可以反映数据分布的情况。

区间 A班频数

(0,25] 0

(25,50] 0

(50,75] 1

(75,100] 22

(100,125] 21

(125,150] 2

Ø 低分段和高分段学生数量较少

应重点关注（75，100]和（100，125]两

个分数段学生的整体提升



分数段的统计

• 频 率

每组数据出现的次数与总数的比值，各组频率之和为100%。直观呈现各

分数段学生所占比例，便于不同群体（如班级）之间的比较。

区间 A班频数 A班频率
(0,25] 0 0
(25,50] 0 0
(50,75] 1 2%
(75,100] 22 48%
(100,125] 21 46%
(125,150] 2 4%

区间 A班频数
(0,25] 0
(25,50] 0
(50,75] 1
(75,100] 22
(100,125] 21
(125,150] 2



分数段的统计

Ø 优秀学生比例不高

Ø 85%的学生及格，15%不及格

Ø 没有低分学生

某班成绩分析

优秀率 9%

合格率 85%

低分率 0%

• 比 例

指总体中各个部分的数量占总体数量的比重，用于反映总体的构成或者

结构。成绩分析中常用的是三率，即优秀率、合格率和低分率，是反映一次

考试质量情况的重要指标。

• 优秀率=优秀人数/总人数

• 合格率=合格人数/总人数

• 低分率=低分人数/总人数



名次段的统计

Ø 班级前25%的学生成绩在111分以上

Ø 有一半的学生成绩在96分以上

Ø 有25%的学生成绩低于70分

（上四分位数） 25%

（中位数） 50%

（下四分位数） 75%

111

70

96

最高分

最低分

• 分位数

是指将数据按照个数比例划分为几个等份的分数点。在成绩分析中，

常用的有二分位数（即中位数）、四分位数等。



多角度准确分析整体水平
全面了解各层次学生情况

小 结



 （二） 相对情况需对比



横向比较看位置 纵向比较知进退

一分三率、中位数、众数、最值、分数段人数、标准差、排名……

学生、学科、班级、
学校、全区 前后次考试

相对情况需对比



班级 平均分 校名次 区名次 优秀率 合格率 低分率

03 96.8 1 8 68.3 90.2 2.4

全校 93.96 — 18 61.8 83.3 2.7

三班在全校排名最高，一分三率均高于全校水平。

分析：三班在全校整体水平较高

1. 与学校比较

横向比较



横向比较

3班平均分高于4班，3班优秀率、合格率、低分率均高于4班，

分析：3班高分段学生和低分段学生都比较突出。

2. 与平行班比较

班级 平均分 校名次 区名次 优秀率 合格率 低分率
03 96.8 1 8 68.3 90.2 2.4
04 95.76 2 10 61.9 85.7 0



横向比较

分析：三班优秀水平在全区较好，

      但中下游水平的同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3. 与全区比较

班级 平均分 校名次 区名次 优秀率 合格率 低分率

03 96.8 1 8 68.3 90.2 2.4

全区第一 101.21 — 1 66.7 97.9 0

高分段学生
表现突出

中下游水平学
生表现不佳



纵向比较

• 进退步情况对比

班级 平均分 校名次 区名次 优秀率 合格率 低分率

03 96.8↑ 1↑ 8↓ 68.3↓ 90.2↑ 2.4↑

平均分提高，校排名提高，但区排名下降

学校整体与区域优秀学校有所差距，

应关注学校整体提升

优秀率下降，低分率上升

需重点关注两极学生



小 结

找准位置，明确差距
了解进退，精准指导



 （三）  关注特殊找问题



关注特殊找问题

试卷（试题）分
析

• 试卷结构
• 涉及知识点
• 命题特点
• 试卷（试题）质量

答题情况分析

• 得分失分情况
• 确定薄弱知识点
• 确定重点讲解的题目



1. 试卷和试题分析

① 试卷双向细目表

找出薄弱知识点



② 难度

指正确答案的比例或百分比，反映试题的难易程度。

难度系数（P）计算公式：客观题 P=
题目答对人数

总人数
    主观题 P=

平均得分

满分

• P≥0.7 ，较容易

• 0.4≤P<0.7 ，难度适中

• P<0.4， 较难

1. 试卷和试题分析

找出薄弱知识点

注：不同地区/学校/考试会根据学生情况和题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标准，

    通常，试题难度在0.4-0.7之间为中等难度，试卷的平均难度为0.5最佳。



③ 区分度

指试题对考生实际水平的区分程度。

计算公式：区分度 D=
2（XH−XL） 

满分
       XH:  27%高分组平均分  XL:  27%低分组平均分

• D≥0.4，很好    

• 0.3≤D<0.4，良好

• 0.2≤D<0.3，尚可，需修改

• D<0.2，差

找出薄弱知识点

1. 试卷和试题分析

思考：计算难度和区分度使用的数据范围是

什么？

需要确定一个参照，这个参照通常是总

体水平，可以是本年级、全校、联考学校全

体或全区，样本越大越精确。



找出薄弱知识点

           区分度
难度 <0.2 0.2（含）~0.3 ≥0.3

<0.4
难度大，区分度低 难度大，区分度尚可 难度大，区分度高

0.4（含）~0.7 难度适中，区分度低
难度适中，区分度尚可 难度适中，区分度高

≥0.7 难度低，区分度低 —— ——

需重点关注（面向全体学生）

分层指导（侧重优秀学生）

个别辅导
（侧重表现不佳学生）

反思命题质量



2. 答题情况分析 3) 得分率

• 指实际得分除以满分的比值，换算

成的百分数，反映题目的掌握情况。

  得分率= 
得分

满分
 x100%

1) 正答率

• 计算公式：答对题目的人数/总人数

• 适合封闭式题目

2) 平均得分

• 适合单个题目不同群体间的比较

    或，满分相同的题目之间比较

• 可分析的维度：每道题目、每个

知识点、每个学生、某个群体等

找出薄弱知识点



找出薄弱知识点
计算小题得分率

突出显示得分率高低

标记得分率较低的题目

根据考察知识点归类

确定薄弱知识点



哪些题目重点讲

题号 难度系数 区分度

01 0.2 0.4

02 0.2 0.1

题号 难度系数 得分率

03 0.66 28%

04 0.21 20%

思考：根据以上题目信息，分析四道题目的特点，并思考应如何处理，哪些题

目需重点讲，为什么？



哪些题目重点讲

题号 1班得分率 学校得分率 得分率差值

01 0.72 0.90 -0.18

02 0.70 0.60 0.1

善用得分率差值

• 某个体/群体得分率与总体得分率的差值，表明该个体/群体与总体水平的距离。

• 有正、负之分，绝对值越大差距越明显。

• 得分率差值=某个体得分率-总体得分率



小 结

得分率低的题目，要筛选后讲解

得分率差值小的题目，需重点关注

准确分析问题，重点突破，分层指导



确定重点关注群体

确定重点关注群体，促进学生个别化指导



确定重点关注群体

根据成绩、排名、分数段/等级标准、得分率等分析学生的：

整体水平、各学科水平、知识点掌握

稳定发展、强化突破、（补齐短板）• 尖子生 ——

• 临界生 ——

• 后进生 ——

• 偏科生 ——

• 波动生 ——

• 连续退步学生 ——

针对性、长期性、动态性的指导，促进提升

激发兴趣、树立信心、以强持弱、个别辅导

分析薄弱，针对性指导，促进均衡发展

查找原因、分析薄弱，针对性指导，促进稳定与提升



 （四） 成绩分析拓展
             ——成绩的合理使用



分析：

直接比较各科成绩是不合理的，因为各科考试难易不同，总分也不一定相同。

方法一：比较总成绩排名与单科成绩排名的差值

• 差值的绝对值越大，总排名与单科排名差距越大

• 差值越大，说明该学科表现越好；反之则越差

问题：如何识别某个学生表现较弱的科目？

成绩分析拓展

学号 语文 数学 英语 生物 历史 地理 道法

001 -4 -48 27 18 30 24 27

002 5 -32 -6 24 -58 -11 25



方法二：比较各科成绩的标准分

• 标准分是由原始分推导出来的相对地位量数，反映

原始分在所属群体分数中的相对位置。

• 是导出分数的一种

• 最基本的标准分是Z分数

成绩分析拓展

问题：如何识别某个学生表现较弱的科目？



成绩分析拓展

70 73

S=
3

X=76
70 82

S=12

X=76

• 统计分析意义

• 呈现原始分数在群体分布中的精确位置

• 使群体分数分布标准化，进一步做加减、平均等统计分析
• 计算方法

     Z分数=（原始分 - 平均分）/ 标准差

其中，70为平均分，S为标准差，X为某学生成绩



成绩分析拓展

学号 语文 数学 英语 生物 历史 地理 道法

001 0.91 0.70 0.95 1.23 1.27 1.14 1.56 

002 1.00 0.78 0.82 1.27 0.55 0.93 1.44 

方法二：比较各科成绩的标准分

思考：如果要转换班级成绩为Z分数，平均分和标准差用全校的还是全班的？

Z分数，是表示每个数值在⼀个数据集里的分布位置。如果在班级内定位，

标准差使用班级成绩计算；如果是在学校内定位，标准差则使用学校成绩计算。

问题：如何识别某个学生表现较弱的科目？



成绩分析拓展

标准分的应用

判断同一学生不同学
科学习成绩

判断不同学生不同学
科学习成绩

判断同一科目在多次
考试中的成绩波动



成绩分析拓展

百分位（百分等级）

Z分数

新高考、新中考

不同学科、不同考试

等级 比例 排名 赋分
1 A+ 5% 1%-5% 70

2 A 10% 6%-15% 67

3 B+ 10% 16%-25% 64

4 B 10% 26%-35% 61

5 B- 10% 36%-45% 58

6 C+ 10% 46%-55% 55

7 C 10% 56%-65% 52

8 C- 10% 66%-75% 49

9 D+ 10% 76%-85% 46

10 D 10% 86%-95% 43

11 E 5% 96%-100% 40

上海新高考—5等11级赋分制



成绩分析原则

• 在年级、班级、学生、科目、题目多个层面上详细分析，逐层细化，探寻问题根源。

• 从原始的题目维度，扩展到难度范围、知识点和考察能力，从多个维度评估某个学

生或班级的能力特征。

• 单独的一次考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只有结合多次考试的数据进行动态分析，才能

更加客观地评价。如比较学生的进步退步情况，多次考试成绩更能说明问题。

• 选择相同参照群体，确定统一计算标准

多层次分析

多维度分析

持续分析

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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