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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介绍了模糊 S -P表的制作方法，利用 C++编程语言在 Visual C++ .NET 环境中制作

模糊 S -P表软件。该软件能够准确快速的绘制模糊 S -P表，并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多种

潜在的动态信息，教师都可在相关数据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调整教学策略。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模糊数学；S -P表；计算机应用；大学物理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S–P （Student-Problem）表是一种学生答题得分表，它是由日本应义塾大学教授藤田广

一先生在 1969年提出的一种教学评价方法。它是对学生群体、个体和试题等方面进行评

价，是一种适应性很广的方法。本文把模糊数学理论引入到原 S–P表评价方法中，突破

了原 S–P表的“0”、“1”记分法的限制，并且把这种模糊 S–P表理论应用到软件中，为更

多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用户不需要编写复杂的程序，直接可以进行便利地分

析学生的学习动态消息，因此该软件的研究具备很高的实用价值。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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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模糊模糊模糊 S–P表的制作表的制作表的制作表的制作
【【【【1】】】】

 

所谓 S–P表，是把使用选择题型的测验分数变成 1（答对）或 0（答错）的数据，并按

一定的规则排列的每人每题得分表。排表的规则是：学生顺序按得分多少由上而下排列，

问题顺序按答对人数的多少由左向右排列，并画出学生得分曲线，称 S（student）线，

画出问题答对人数曲线，称 P（problem）线。模糊 S–P表改进了原 S–P表中的 0-1记分

法，原理与其类似。 

1.1 把每个题目的得分进行模糊化处理把每个题目的得分进行模糊化处理把每个题目的得分进行模糊化处理把每个题目的得分进行模糊化处理 

所谓模糊化处理，就是将每个学生的每道题的得分除以这道题的满分值，即该题的答对

率，也称隶属度。如果该学生在该题的得分是满分，则该题的隶属度就为 1。引入模糊

的概念，可以进一步拓宽 S–P表仅限于分析选择题的功能。对于一些主观题，模糊 S–P

表也能加以分析。 

1.2 将试题及学号排序将试题及学号排序将试题及学号排序将试题及学号排序 

把第 i个学生的每道题的隶属度相加，和为 Xi 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自上而下排列，把

第 j题的每个学生得分的隶属度求和得 Yi ，由大到小地从左到右地排列，如图 2所示。 

 

图图图图 2222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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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画画画画 S线与线与线与线与 P线线线线 

画 S线：把 Xi 四舍五入，按 Xi 的舍入值数题数题数，例如 9号同学 X9=8.1≈8，则在累

计 8道题的右边画一个竖线，学号是 5号的同学 X5=6.8≈7，则在第 7道题的右边画一个

竖线，再用横线把不在同一位置的竖线连起来。 

画 P线：同理，把 Yi四舍五入，按 Yi 的舍入值数题数题数，例如第 2个题目的总隶属

度为 Y2=9.2≈91 ，于是在累计 9题的下面画一个横线，以此类推，再用竖线把不在同一

行的横线连起来。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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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模糊模糊模糊 S–P表软件的设计流程表软件的设计流程表软件的设计流程表软件的设计流程【【【【2】】】】 

该软件包括 3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数据输入说明，一部分是生成模糊 S–P表，一部

分是计算相应的一些回馈信息。整个软件的设计流程图如下： 

 

学生得分率之和从高到低排列 

把原始分数转化成模糊评价矩阵 

（即用每题的得分÷该题的满分值=答对率  作为得分的隶属度 ijX ） 

问题得分率之和从高到低排列 

画出 S曲线（红线）与 P曲线（黑线） 

计算每个学生的稳定系数 ir，正答率之和 iX ，备注中的内容各自的答对率，

整套题目的适宜系数 G，整体的差异量 D，整体的稳定系数 R等 

根据各个标准，得出稳定系数对应的学生学生学号，适宜性系

数的各个标准对应的题号，判断整体差异量的情况 

重    排 

计   算 

输入学生的每题原始分数 

第 i个学生累计答对题目的总分和

正答率之和 

第 j题的每个学生的答对率之和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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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输入说明的介绍输入说明的介绍输入说明的介绍输入说明的介绍 

输入说明是关于记录每个题目的考察要点的。如果要检查学生对各个知识的掌握程度，

以大学物理试卷为例，可以输入“力学”、“热学”、“电学”、“磁学”、“光学”、“原子”、“量

子”等部分，参见图 3的软件截图。这样在图 3中可以看出每个学生在个知识点有问题，

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加深理解。当然数据说明里的备注部分可以根据用户想要考查的内

容而定。比如说，一份大学物理实验试题，在备注中可以标出相应题目所对应考查的哪

些能力，如“理解能力”、“动手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分析设计能力”等。这样在图

2中 S -P表的右侧就会出现每位同学的各种能力的答对率，从而可以清楚的了解，每位

学生的哪些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图图图图 3333 

2.2 生成模糊生成模糊生成模糊生成模糊 S–P表介绍表介绍表介绍表介绍 

本软件在“文件”的下拉列表里点击“新建”时，出现“数据输入”对话框。“导入数据”可以

导入在记事本里已经有的考试消息。也可以新建如图 4所示输入学生数是“12”题目数是

“10”，然后再点击“文件”下拉菜单里的“数据说明”，上面已经介绍过了。接着点击“说明

完成”，最后点击“生成 S–P表”。图 2就是生成后的模糊 S–P表。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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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4 

2.3 回馈信息的介绍回馈信息的介绍回馈信息的介绍回馈信息的介绍 

回馈信息主要是计算学生的整体情况，以及个体评价情况，还有“知识点回馈”。这些回

馈的信息都有相应的公式嵌入在里面，而相关的系数可以在“参数标准”里输入。根据相

应的标准，可以得出整体评价和个体评价的结果，如“较好”、“一般”、“较差”。这里介

绍一下几个参数的定义。关于每种标准的大小可参见文献[6]。 

2.3.1 整体差异量  

在 S–P表中，整体的差异量是衡量整体应答水平差异的一个指标，用差异量系数 

D(difference index) 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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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与 线所围住的数字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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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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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线与 P线的一个交点为（ i′， j′），学生 i=1，2，3…m;  题目 j=1，2，3…n； 

原始分数模糊化处理后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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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学生群体的稳定系数 

稳定性系数是指用来刻画被评价项目的稳定性程度的指标，对于一次考试，是用来评价

题目的难易和评卷人的宽严程度的指标,在此有关系如下: 

R=MF 左- MF 右 

(MF 左表示 S线左边学生群体的得分率。MF 右 表示 S线右边学生群体的得分率) 

当稳定性系数M=1时，S线左边全为“1”，学生状态绝对稳定。经过初步实证分析，当

稳定性系数M≥0.2时，测试的稳定性较好;当M≥0.4时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很高，学生的

被试能力通过测试项目很好地反映了出来。 

2.3.3 试题的整体适宜性系数  

适宜性系数是指每一个题目能正常区分学生知识水平或能力的指数，它描述的是试题的

适宜性程度. 有如下关系式: 

G=GF 上- GF 下 

（ GF 上指 P线上方学生群体的累计得分率, GF 下指 P线下方学生群体的累计得分率） 

 

图图图图 5 

2.3.4 个体稳定系数【4】 

通常个体稳定性分析也可以说式个体异常分析.S线左边、P在线边不应出现 0，S线右

边、P线下边不应出现 1，这时认为学生成绩稳定在各自的水平上。不然则应对学生的

学习稳定性设疑。为了考察学生成绩的可靠性，可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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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 ，ri≥0.30 ，就要引起注意。ri 越大，则表明学生在测试中表现越反常。 

2.3.5 稳定性系数和适宜性系数的关系 

稳定性系数和适宜性系数都是反映一次测试的整体水平与质量的指针。稳定性系数反映

的是学生应答水平的稳定性程度，即学生应答水平与测试决策的一致性程度;而适宜性系

数是对测试试题进行整体质量评价。虽然它们评价的角度不同，但是相对于整个测试项

目来说，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稳定性系数较大时，学生发挥正常，应答水平较

高，这很大程度说明试题的质量较高，设置和编排上较为合理，此时适宜性系数也会相

应较大;反之，如果适宜性系数较大时，试题的得分情况较稳定，基本上能反映学生的应

答水平，这时学生的应答情况较好，稳定性系数会比较大。适宜性系数为 1时，试题质

量很高，此时学生的反应状态也最好。 

 

图图图图 6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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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模糊 S–P表软件的设计给教师们分析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需要

教师们懂许多编程理论，直接输入学生的考试信息，软件会自动画出 S–P表，并可以

根据 S线和 P线的幅度判断出学生差异程度，软件中还很智能地提供了多种系数的分析。

根据各种参数的标准，会自动计算出各种参数处于什么样的程度，如“较好”、“一

般”、“较差”。总而言之，本软件的设计对推进教育评价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实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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