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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浙江树人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运筹学考试成绩进行描述性统计、Spearman相
关分析、残差分析及回归分析得知，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呈显著正相关，符合教学预期，但影

响因素多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教学工作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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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运筹学是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基

础课程，广泛用于经营决策、生产管理、工程技术以及其他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本课程的授课对象覆盖了多个管

理专业，授课时间为第 2学年的第 2学期。学生已学习过高

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数学基础课程。运筹学强调跨

学科知识和实际问题求解，学生需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和实

际问题的解决能力。本文对浙江树人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运筹

学考试成绩进行综合分析，旨在发现运筹学课程考试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1原始成绩分析

1.1描述性统计

研究对象选取了工商管理专业23级2个班共 67名学生，

参加考试时间为 2024年 6月 25日。课程采用小班化授课方

式，考核方式分为过程性考核（50%）和期末考试（50%）。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答题方式，重点考察学生对线性规划、运

输问题、存储论、排队论等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原始成绩包括过程性考核（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表 1是工商管理专业两个班级原始成绩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对比来看，234班的平时成绩均值和四分位数均略高于 233

班，两个班级的平时成绩波动较小。233班的期末成绩均值

和四分位数均略高于 234班，两个班级的期末成绩波动较大，

且 234班期末成绩的标准差略大于 233班。

表 1 原始成绩的描述性统计

班级 工商 233班（33人） 工商 234班（34人）

成绩类别 平时 期末 平时 期末

均值 89.65 62.70 92.98 56.74

标准差 9.89 22.61 7.59 25.44

最小值 64.40 10.00 71.00 0.00

下四分位数 83.66 50.00 92.11 43.25

中位数 93.95 69.00 95.30 60.00

上四分位数 96.81 81.00 97.86 75.50

最大值 99.46 91.00 99.94 95.00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43

1.2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的相关性分析

图 1是工商 233班、工商 234班的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

的 QQ图。进一步，分别对两个班级的成绩做了 Shapiro-Wilk

正态性检验。工商 233 班平时成绩的 W 统计量为 0.8511

（p<0.05） ,工商 233 班期末成绩的 W 统计量为 0.9281

（p<0.05），工商 234 班平时成绩的 W 统计量为 0.7788

（p<0.05），工商 234 班期末成绩的 W 统计量为 0.9372

（p>0.05）。严苛来说，仅工商 234班期末成绩服从正态分

布，但从 QQ图查看直观数据分布情况，认为两个班级的成

绩均接近于正态分布。

图 1 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正态性检验

下面对两个班成绩做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从而正确

评价学生在平时阶段和期末阶段的学习状态。首先，对两个

班的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做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考察学

生的期末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是否密切关联。对工商 233班

的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Spearman相关系数

是 0.67（p<0.001），说明两者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对工商

234班的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进行相关性分析，Spearman相

关系数是 0.55（p<0.001），说明两者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但工商 234班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相关性相对较弱。其次，

对两个班级的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做回归分析，来说明平时

成绩与期末考试之间的因果关系。图 1分别为工商 233班、

工商 234班学生的平时和期末成绩散点图和回归线。由图 2

（a）可知，有 3名学生的平时成绩超过 90分，但是他们的

期末成绩与估计值相差较大，残差达到 26.30，39.20，29.30。

由图 2（b）可知，4 名学生的平时成绩超过 90分，残差达

到 41.92，41.61，58.53，46.43。这 7名学生的成绩未达预期，

可能的原因是期末考试没有正常发挥或者复习不充分，之后

可尝试对其进行个别辅导。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两个班级平

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的回归方程，工商 233班成绩的线性回归

方程表示为：期末成绩=1.54*平时成绩-75.15，工商 234 班

成绩的线性回归方程表示为：期末成绩=0.78*平时成绩

-16.19。需要指出的是，图 2（a）、图 2（b）中给出的回归

线仅能解释该班级的成绩数据具有类似线性回归的规律。由

于样本较少不足以代表总体数量，且样本数据没有严格服从

正态分布，因此不具有推断总体规律的统计学意义。综上分

析结果，工商 233班学生的平时成绩对期末成绩产生的影响

相对较大，工商 234班学生的平时成绩对期末成绩影响相对

较小。最后，对两个班级的分析结果做出如下解释：两个班

级分别在同一天的上、下午小班化授课，在授课进度、授课

内容、课后作业等方面也基本无差别，猜测这一结果可能是

由学生的学习习惯、复习程度、考试心态等因素导致的。具

体来说，一是不同班级的学习态度、应试技巧可能有所差别。

整体看，两个班学习态度尚可，工商 233班学生平时表现与

备考表现更一致，工商 234班应试突击更充分，这一点可从

考前两个班学生的提问次数看出。工商 234班同学在考前提

问更频繁，这也间接导致期末成绩分差拉大。部分学生平时

学习状态不稳定，重视期末突击复习，同样导致平时和期末

成绩拉开差距，反之亦然。比如，工商 234班朱同学期中测

验成绩不佳，但该生在学期后半程十分努力，期末考试得到

95分。又如，工商 234班胡同学基础比较薄弱，但该生在期

末阶段认真比对考点、善于向老师提问，努力搞懂每道计算

大题，期末考试得到 80分；二是不同班级的学习情绪和考

试心理可能有所差别。工商 233班学生的学习情绪和考试心

理可能较为均衡，平时和期末的发挥较为一致。工商 234班

的一些学生平时表现良好但期末表现不佳，部分学生可能受

到考试焦虑影响，无法在期末考试中发挥出平时的水平。比

如，工商 224班学生说，“睡觉前同学在学，睡醒了他们还

在学，有点小紧张”，“平时自认为搞明白的知识，考试一紧

张公式全忘了”。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及时、

具体的反馈和辅导，帮助学生在期末考试前弥补不足、消除

考试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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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商 233班

（b） 工商 234班

图 2 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的散点图

2存在问题和典型错误

在期末考试中，学生答题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知识点

混淆、常见计算错误、知识迁移能力不佳三方面。

2.1知识点混淆

期末试卷中的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对运筹学基本理论

和方法的掌握情况。学生容易将相似知识点混为一谈，导致

客观题容易丢分。线性规划客观题旨在考察学生是否熟悉线

性规划的定义以及是否掌握线性规划的相关算法，这些题目

不仅涉及到对概念的理解，还涉及到对算法原理的理解，学

生在线性规划客观题丢分更严重。例如，学生可能会将线性

规划的基解、基可行解、可行解、基可行解等定义混淆，单

纯形法、对偶单纯形法、大M法等线性规划求解方法混淆。

此外，学生对排队论的知识点掌握也不够牢固，在学习如何

推导泊松分布、指数分布及爱尔朗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累

计分布函数时存在困难，且排队模型分类的 Kendall符号含

义也容易混淆。

2.2常见计算错误

除了对理论基础的考察，期末试卷还设置了一些与实际

问题相关的综合分析题和计算题。例如，针对运输问题和存

储论模型，考生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进行问题分析和计算求解。

典型错误除了运算失误外，比如不考虑参数的单位统一而直

接套用存储论、排队论的模型公式，错误估计到达率或服务

率导致排队模型计算结果不正确，运输问题出现退化现象时

基解判断错误，或者在使用单纯形法时基变量选择不当导致

循环计算或解不收敛。

2.3知识迁移能力不佳

试卷中设置了多个应用场景的综合分析题，旨在考察学

生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学生习惯了求解线性规划标

准型的问题，但在考试中一旦遇到模型扩展或调整就无法建

立正确的模型。在考试中碰到某个陌生题型，无法正确选用

某种算法进行求解，尤其碰到一些综合性的运筹问题则无法

将不同的知识点有机结合。

综上，教师要强调基础知识点和基本概念的理解，注意

知识细节和解题逻辑，课后勤加练习，提升学生求解问题的

应变能力。

3对教学工作的改进措施

3.1改进易错知识点的教学思路

由于一部分学生对某些知识点的基本概念理解不清，教

师应详细讲解章节难点和易混淆的基本概念。讲解原理时可

以用更生动形象的比喻，帮助学生深入浅出地理解知识难点。

同时，引导学生建立知识框架，展示运筹学的实际应用案例，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和

水平差异，通过定期组织个别或小组辅导，及时解答学生的

问题。对成绩进步的学生给予积极反馈，鼓励学生完善学习

策略和方法，提升其学习动力和兴趣。

3.2提升学生的计算和应用能力

针对部分学生在问题求解时缺乏严谨的计算习惯和实

际应用能力，教师应在教学中强调计算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帮助学生厘清解题步骤的内在逻辑。引导学生使用运筹学相

关的软件工具（如 Excel、Mathematica、Lingo等）进行计算

和分析，在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也让学生熟练掌握运筹学常

用分析软件。通过设计具有一定难度和灵活性的案例，引导

学生运用运筹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应

用和创新思维能力。及时进行解题方法的示范和讲解，帮助

学生掌握解题的有效方法和技巧。

3.3理论与实践有效融合

运筹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理论教学应与实际

应用场景相结合。教师可以引入实际案例和行业热点问题，

让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和情景模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能力，或者设计跨学科、跨章节的综合性题目，培养学生的

综合分析和问题解决能力。鼓励学生参与课外学术活动，如

数学建模竞赛和学术研究，进一步提升其知识迁移和应用能

力。

通过实施以上改进措施，进一步提升运筹学课程的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综合发展和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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