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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A_84_E5_8E_9F_E5_c67_158752.htm 第一章 T－S函数与目

标成绩涵盖战略的确定 通过才是硬道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作为一种水平考试有着其鲜明的特点：及格即通过。因而

，60分也就成了广大自考生的终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

，60＝100，而59＝0.然而，每次公布成绩的时候，总有不少

同学因为59分而扼腕太息；同时，也有一小撮“学棍”为匪

夷所思的高分而沾沾自喜。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最后的考试成

绩呢？以下我试图用数学的方法定量地分析考试成绩的本质

、目标设置和过程控制。 第一节 T－S函数 我们知道，考试

的成绩一般受时间、精力、学习方法和效率，以及工作、生

活、学习的环境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请注意，在这里我没

有把考题的因素包括在内，因为这对全体考生是公平的，而

且，考题一般也不会超过教材和大纲的范围。关于成绩与通

过率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我将在后面的“自考博弈定式

及对策”中介绍。在以上诸因素中，环境因素与学习方法等

和个人习惯有关的因素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在这些因素不

变的情况下，考试成绩（SCORE）与用在学习上的时间

（TIME）的关系可表达为S＝A＊T＋B 式中的B，为随机变量

。由于偶然因素可能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带来有利影响，

且发生的概率较小，可以忽略不记。同时，随着自考形式的

日益规范，我们知道，即使是一页书也没看，我们也能的一

定的分数。其中单选题20个，计20分，可得5分，多选如果都

是全选，至少能对一个，得2分。根据谨慎性原则，我认为



，B＝7是比较适宜的。 式中的A，为成绩时间弹性系数，或

称边际效率（T的导数），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学习时间，考

试成绩增加的量。A的值实际上代表了学习的效率，是因人

而异的，但也有规律可循。比较准确的办法当然是根据大量

统计的结果进行计算。但这样需要做大量、长期的实验，而

且要求被试绝对地配合，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

对我本人在去年10月考的7门课的成绩和回忆的学习时间（当

时没有记录，我是通过留下的台历上标出的复习计划回忆的

）进行了归纳计算，我的T－S系数在1.2左右。如果假设这就

是平均水平的话，我们可以得出A＝1.2，那么T－S函数既可

表达为 S＝1.2T＋7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T－S函数，但这有什

么实际意义呢？首先，它使我们能够根据平时学习的情况对

最终成绩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其次，它使我们在复习备考阶

段精确合理地安排时间成为可能。最后，它使我们能够根据

考试成绩目标和每门课的具体情况科学地安排学习计划。根

据这个公式，令S＝60，得到T＝44.17，如果每天用在这门课

上的时间为2小时的话，则这门课要想及格至少需要学习22天

左右。 那么，应该如何确定目标成绩呢？是不是将目标定位

在60分既可了呢？我们将在下一节目标成绩与目标成绩涵盖

战略里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节 目标成绩与目标成绩涵盖战

略 一、目标成绩的概念及确定 在上一节里，我们谈到60分是

广大考生的目标。然而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实际的考试

成绩分布是以60分为中心呈正态分布。越靠近60分的越多，

并向两边递减。绝大部分成绩（99.73％）在30分－90分之间

，其中大部分（大于75％）集中在50－70之间。当然，这里

面存在着有关当局人为控制通过率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以后



的章节里讨论。这里要说的是考生自身在确定考试目标时存

在的误区。我们前面说过，60分是自考生的终极目标。终极

目标，或称目的，和我们将要讨论的目标成绩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目的，是过程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对于自考生来说，

通过考试才是我们的目的。而目标成绩，我把它定义为为了

实现最终目的而在学习、复习过程中确定的可控制的中心标

准。可见，目标成绩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 目标成

绩的确定需要借助于统计学和质量管理学中的一些方法。我

们知道，最后的成绩是以目标成绩为中心呈正态分布的。由

于每个考生的具体情况以及课程自身的特点不同，成绩的离

散度存在很大差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公差

下限60，就是说我们只要保证最终成绩不低于60既可。根据

相关公式（公式我就不在这里推导了）并参照过程控制能力

充分的特征值，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1）1.33 式中X0为数据

分布中心，也就是目标成绩。S为标准离差，也就是数据的离

散程度。其表达式为：S＝SQRT［（∑Xi-X0）2／N－1］ （

注：SQRT既开平方，我不知道怎么打根号的运算符：“2”

代表小括号的平方；N为样本个数） 将S代入（1）式中，解

不等式。同样的原因，还是以我去年下半年考试的成绩为样

本带入式中，解得71.3 在（1）式中，若将控制范围提高

到1.67－1.90，可以得到一个较高的目标成绩，带入同样的数

据，解得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