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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测试分析报告
栗芹芹

（郑州西亚斯学院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大学英语在国家的素质教育及对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显然，大学英语的教学在此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英语教

学改革的过程中，语言测试始终是重要又必要的一环，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本研究基于语言测试学理论，对本人所带班级 72 名

学生的期中测试进行分析，借助语言测试分析方法和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主要从试卷结构、试卷质量检验指标、试卷成绩、及对教

学的总结和反思几个方面进行逐一分析，以便能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希望可以促进大学英语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更

好地帮助学生提升英语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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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流的需求日益增长，因此，国家

很多政策发生了改变，在人才培养方面，对英语的综合能力也有

了更加具体的说明和要求，基于此，我国英语教育不断做出努力

和改革，培养出了很多精通英语的人才，基本满足了英语对外交

流的需求，而且还提升了国人的整体素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语言测试是检验外语教学和学习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外语的

教和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外语教育不断改革的过程中，

语言测试也在不断改革、发展和完善。语言测试是大学英语教育

质量的衡量标尺，能够整体上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水平，是大学英

语改革的重要参考因素。通过大学英语测试，不仅能够了解学生

对知识点的学习情况，还能了解教师教的情况。例如，它能够检

验学生是否学会了已经学过的知识，从而帮助学生发现学习中不

容易发现的问题，帮助学生高效提升英语的综合应用水平。它还

能够帮助教师检验教学的效果，得到教学的反馈，帮助教师总结

教学的经验，探索教学过程中的规律性，从而完善教学方法，提

升教学质量，从而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

语言测试的制定基于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因此，语

言测试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定能促进教材和课程设计的科学化和规

范化，从而促进学生的科学发展和培养。测试设计者基于科学的

语言测试理论和国家明确的人才培养规划和目的，会相应地设计

合适的题目和对应的难度，来考察学生的各项能力，从而促进教

材和课程设置的科学性。

本文基于语言测试学的理论，借用刘润清提到的语言测试统

计分析方法（刘润清，1999），使用 SPSS13.0 统计分析软件，从

试卷结构、试卷质量检验指标分析、试卷成绩分析、对教学的总

结和反思四个方面对本人所教学生的大学英语测试进行具体详细

的研究和分析。

本研究测试的内容是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一）期中测试，

测试的对象是非英语专业的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参与测试人数共

有 72 人（除去未参加考试的学生）。

一、试卷结构

本研究当中所用的英语测试试卷包括听力部分和笔试部分，

共包含七个题型，总分 100 分。在第一大部分中，听力部分（25 分）

的题型包括选择题和填空题。其中，选择题的类型既有听短文又

有听对话的形式，填空题的类型包括听短文，共占比 25%。在第

二大部分中，笔试部分（75 分）的题型分为阅读理解（10%）、

单向选择（10%）、深度阅读（20%）、翻译（10%）和作文（10%），

共占比 75%。另外，客观题部分是试卷中的第一大题至第五大题，

主观题是试卷中的第六、七大题。

二、试卷质量检验指标分析

测试学理论指出，难度、区分度、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语言

测试的主要检验指标来衡量试卷的质量和水平。因此，通过研究、

探索和检验本套试题有关这几个方面的指标，可以直接判断出该

测试题目是否符合该学段学生。

（一）难度

难度指的是试卷上题目的难易程度。在测试学中，一般情况下，

试卷难度指的是回答试题正确的人数与参加该考试的总人数之比。

用公式 P=R/N 来表达，其中，字母 P 代表试卷中试题的难度；R 代

表答对该试题的人数；N 代表的是参加该测验的总人数。然而，这

个公式不是适合所有的题目，它常用于客观试题。对于主观性试题，

则采用公式 P=A/B，其中 A 为该题得分的平均分，B 为该题的满分值。

测试学中，可以用难度系数来表示题目的难易程度。难度系

数越大，表明该题越简单，反之则越难。研究发现，题目的平均

难度一般在 0.5 左右浮动，最好控制在 0.3-0.7 之间才算合理。难

度系数低于 0.3 或者高于 0.7 的题目过多的话，则不符合测试的要

求（刘润清，1999）。因为难度值能够直接表明试题的难易程度，

难度系数越是接近 0，就表明测验的难度越大，能够做对题目的

人数就越少，测验的最终得分就越是集中在低分区域，那么其分

数分布就不会呈现正态分布；相反的情况下，难度系数的值越无

限靠近 1，则代表试题的难度越小，难度小的话，能够正确回答

试题的人数就会明显增多，最后测验的分数就会集中在高分区域，

分数分布就越呈现偏负态分布（王汉澜，1987）。

在英语测验中，选择题是一种主要的题型，不管是语法填空、

仔细阅读、快速阅读、听力理解还是完形填空，都设置成了选择

题的形式。英语测验中的选择题一般包括一个题干和多个选项共

同组成，在多个选项中，其中一个为最佳答案，其余的选项我们

可以称之为起干扰作用的选项。多项选择题目一方面考查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还考查学生在面临多种选择并且受到

周围因素的干扰下，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

下面先以本次试卷的多项选择题为例，计算客观性试题的难度：

根据对答题卡中第 37 题的原始数据统计。参与本次测验的总

人数为 72 人，答对本题的人数为 49 人。则 R=49，N=72，将其带

入公式 P=R/N 中，则 P=0.68。所以本试题的难度是适中的，并且

题目是有效的。

根据对答题卡中第 46 题中的原始数据统计，参与本次测验的

总人数为 72 人，答对本题的人数为 31 人。则 R=31，N=72，将其

代入公式 P=R/N 中，则 P=0.43。所以本题的难度是适中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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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有效的。

下面再以本次试卷第 76 主观题（带上雨衣，以防下雨）为例，

计算其难度：

根据对答题卡的原始统计，本题的平均得分为 0.55，本题的

满分值为 1.5。则 A=0.55，B=1.55。将其代入公式 P=A/B 中，则

P=0.37。所以本题的难度适中，并且题目有效。

（二）区分度

在测量学中，有很多概念，区分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它

是衡量题目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如果某一套试题区分度高的话，

那么就可以明显地把不同水平的考生区分开。因此，重要的考试

试卷都要有达到要求的区分度才算合格。一般情况下，区分度的

范围为 [-1，1]。在普通考试中，区分度的数值不能比 0.2 小，但

对于某些非常重要的考试而言，区分度不能小于 0.3，高于 0.4 的

话最佳。客观性试题的区分度计算公式为：在语言测试中，区分

度符号用字母 D 来表示，高分组通过测试的人数之比用子母 PH 

来表示，低分组通过测试的人数之比用 PL 来表示，所以，一般用

公式 D=PH-PL 来计算客观性试题的区分度。统计结果显示：高、

低分组的人数在总人数中各占 27%。以本次试卷中第 47 客观性试

题为例，计算其区分度：发现参与本次测验的人数为 72 人，则高、

低分组人数各为 20 人。

表 1. 本次检测人数中高低分组情况

高分组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C

低分组 B A B B B C C B B B B A C B B B B A C D

PH=19/20=0.95PL=12/20=0.6 将其代入公式 D=PH-PL 中，则 D=0.35

所以，此题的区分度为 0.3< D=0.35 <0.4。本套测试题为期中

考试的试题，属于比较重要的考试，该题的区分度 D=0.35，大于 0.3，

说明此题的区间度良好，但是该题的区分度小于 0.4，因此也是需

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

（三）信度

信度是评估语言测试的重要指标之一。信度一般指可靠的程

度。语言测试的信度则是指测验结果的可靠程度。在语言测试中，

可以采用内在信度检验中的分半法对测验试卷信度进行检验。内

在信度检验中的分半法指的是把一个试卷的题目番号分为奇数题

和偶数题。计算时分别得到一个奇数题总分和一个偶数题总分，

然后求所有参加考试者奇数题目总分与偶数题总分的相关系数。

最后使用 Spearman-Brown 公式进行校正，求得整个测验的信度系

数。信度系数在 0 和 1 之间，系数越高表明试题的内在一致性就

越强，测试的结果就越可靠。

本次测验中 72 名学生的考试分数已在附件中列出，这其中包

括每一个人的奇数题总分（X）和偶数题总分（Y）。将其带入公式：

2 2 2 2[ ( ) ] [ ( ) ]

N XY X Y
R

N X X N Y Y

Σ −Σ Σ
=

Σ − Σ − Σ − Σ

最终 R=0.91。将 R=0.91 代入 Spearman-Brown 公式进行校正：
2

1
1

R
R

R

×
=

+
则 R1=0.95，整个测验的信度系数是 0.95，所以测试结果是

可靠的。

（四）效度

效度在评估语言测试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测试

汇报还是在反馈时必然要考量的一方面。测试的效度指测试的有

效度，即试卷题目考察的知识点是否考查了教学大纲中要求考查

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检验效度的通常做法是分析其测量结果和

与之对应的有效标准，最后得出的相关系数越大表明试卷的效度

就越好。根据王汉澜的《教育测量学》中，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

表示效度与信度之间的关系：

1R R≤
该公式中，R 为效度系数，R1 为信度系数。

将 R1=0.95 代入上述公式，R ≤ 0.97。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比较理想。

四、试卷成绩分析

本研究从成绩基本描述和统计、成绩分布的频数及测试的成

绩分布直方图等几个层面分析本次的试卷成绩。从这几个方面分

析，可以比较直观地发现并看出试卷成绩的特点，也可以直接从

直观图得知学生成绩的整体情况。

（一）成绩基本描述和统计

考试成绩的基本描述是分析班级成绩常用的一个方面，其指

标通常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平均数、标准差、偏度系数等。

通过 SPSS13.0 计算，本次试卷的输出描述统计如下图所示：

表 2. 本次试卷描述统计结果

N Minimum Maximum Mean S.D Skewness Kurtosis

SUM 72 27 86.5 57.4 18.290 -.726 .279 .964 .552

由上图可知：本次测试中，班级的最低分 27 分，最高分 86.5

分，平均分 57.4 分，标准差 18.290。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该

班学生成绩的大概情况。

（二）成绩分布的频数

测试成绩的频数分布的分析可以直观有效地体现出测试数据

整体的分布情况。同时，频数分布的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出考生的

成绩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分数范围，它主要是通过平均分、中位

数、众数、方差、标准差等指标来分析，代表的是考生的集体水平。

对本班成绩进行以上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 本班成绩多方面检测结果

本班平均分 57.4

本班中位数 58.5

本班众数 60

本班分数的方差 330.01

本班分数的标准差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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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我们通过描述这些分数的集中趋势，分析考试

后数据的特征。在这些指标中，平均数最能体现班级学生的学习

水平。中位数是按照顺序排列的数字中的中间的一个数，也是集

中量的一个指标，也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邹申指出：众数则是

一组数值中出现频数最多的那个数，容易计算但是却不具备集中

量的基本要求：准确和稳定（邹申，2011）。众数、中位数和平

均数具有稳定性和不稳定的。在进行集中趋势分析时，不能将它

们单独分开看待，要集中观察这三位数的数值。统计结果显示，

它们相对比较接近，表明数据分布呈正态分布。

标准差也被称为标准偏差，是用来表示考试成绩最好的指标，

能够更详细地描述一组分数的差异特征。标准差的数值和分数的

离散程度呈现正相关。该组分数标准差是 18.12，标准差相对来说

较小，所以离散程度小。

（三）成绩分布直方图

在本次检测中，成绩频数分布直方图如下：

图 1. 成绩频数分布图

由成绩频数直方图可知，60—70 分区间的人数最多，有 17 人。

其次人数多是 40—50 分区间，共 14 人；第三是 50—60 分区间的

人数，共 12 人。

正常情况下，一个班的考试成绩应该是符合正态分布的，即

低分段和高分段的同学比较少，中等成绩的同学较多。如果考试

的结果不理想，低分数段的人数比较多，或者高分数段的人数过多，

这样的话，考试的最终结果就不会呈现正态分布。如果考试的结

果没有呈现正态分布，则说明这套试题不能较好地反映出学生成

绩的真实水平。根据 SPSS13.0 计算可得，如下图可知：本次测验

中的本次考试分数基本呈现正态分布。

图 2. 本次考试成绩正态分布图

五、教学反思和总结

本研究对本次测试试卷进行了多个维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如下：该套试题的信度和效度均符合相关要求，相对可靠，所以

该测试卷是一套比较合理的考试试卷。有些题目的难度适中，真

实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在本次检测中，共有 72 人参与考

试，其中及格人数 37 人，不及格人数为 35 人。其合格率大约为

51.4%。学生的成绩基本呈现正态分布。本次测试中，最高分为

86.5，最低分为 27。平均分为 57.4。但学生的整体成绩不太理想，

学生还需要继续努力学习。由此，高分数段和低分数段的水平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对试卷的分析，发现学生听力部分、阅读部分和翻译部

分的得分率比较低。在今后的英语教学中需要特别注意听力部分、

阅读部分和翻译部分的教学。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多

从学生的弱势出发，创新教学方法，拓宽教学思维，挖掘好的英

语学习资源，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针对以上三点弱势

模块，在以后的课堂教学中，要着重着眼于三点：首先，要更加

重视听力板块的教学。要想提升学生的英语听力水平，课堂上要

注重听力做题技巧的讲解和应用、理解和渗透及听力练习的布置，

加强作业的反馈和练习的效率，要多给学生锻炼自己的机会，还

要帮助学生找到一些适合他们并且有趣的听力材料、和学生日常

生活相关的英文视频，在兴趣驱动和任务驱动的共同作用下，督

促学生沉下心，多练习，以结果为导向；其次，要引导学生运用

所学阅读技巧，尽可能多阅读英文材料。掌握精读和泛读的阅读

技巧，养成阅读英文新闻和文章的习惯，长期监督和鼓励；最后，

要多带领学生把翻译技巧运用到翻译文本中，选择合适并感兴趣

的文本增加练习和纠错。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语言刺激和语言输

入，才能会有一定量的输出，语言学习就要日积月累，量变达到

一定程度，才能达到质的飞跃。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大学英语测试的研究和分析，对课堂教

学有了新的认识，积累了教学的经验，这为以后的大学英语教学

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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