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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粗糙分析的大学英语考试质量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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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英语考试是检验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有效手段。将粗糙集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考试命题，基于
粗糙集的相对正域、冗余属性和属性重要度等概念，给出试题冗余性的定性判别方法，提出试题重要度的定量度量方法，

建立基于粗糙分析的大学英语考试质量提升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新型方法发现并修正了部分冗余和重要度较低的试

题，有效提高了试卷命题质量，对指导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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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经济、文化趋于一体化的形势下，英语
教育对大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检验大学英

语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组织英

语考试。大学英语考试是考查学生知识掌握情

况、衡量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也

是调整和改进教师教学工作，控制和激发学生学

习行为的重要依据［１－２］。大学英语考试试题质量

的高低直接影响考试的可靠度和准确度，进而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因

此，提升大学英语考试试题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一

个研究课题。

传统的大学英语考试试题质量提升路径有数

理统计法，即对试卷的平均分、标准差、可信度、覆

盖率、有效性、区分度以及优秀率、及格率和不及

格率等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３－５］，进而对考试试

题进行增删调整和质量提升。其中：可信度衡量

试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覆盖度表显示知识覆盖

面的大小和程度，有效性表示考试实际结果与预

期目标的差距，标准差反映分数的离散分布情况，

区分度体现不同水平学生对同一类考试题的区分

和鉴别能力。

然而，长期的大量实践数据表明，上述传统的

数理统计方法仅能够指导调整大学英语考试试题

的难易程度、知识覆盖面、有效性等，即只就卷面

上的显著问题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评价和质量

提升，不能深度挖掘试卷结构是否合理、试题内容

与教学大纲是否一致，特别是不能智能判断试题

的冗余性（是否重复）、重要性程度（是否是教学

重点）等信息［６］。

粗糙集理论［７］由波兰数学家Ｐａｗｌａｋ提出，具
有成熟的数学基础，不需要先验知识，避免了知识

主观评价带来的误差，其主要思想是在保持信息

系统分类能力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知识约简导出

问题的分类或决策规则［８］。粗糙集理论是一种

处理不精确、不一致、不完备信息的有效工具，直

接对数据本身进行分析和推理，从中发现隐含的

知识，揭示潜在的规律，它是一种天然的数据挖掘

或者知识发现方法。粗糙集理论已广泛应用于预

测与控制、图像处理、故障诊断、模式识别与分类、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领域。

数理统计方法一般需要根据专家知识库提供

的主观经验值，如标准差、可信度和覆盖率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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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容易出现主观评价带来的误差［９－１０］。粗糙

集理论正好能够弥补数理统计方法的这一缺陷，

它具有成熟的数学基础，不需要任何主观性的先

验知识，完全根据已有知识库进行分析，挖掘潜在

的隐含知识和规则，具有客观性和价值性［１１－１３］。

本文借助粗糙集理论这一经典数学分析工

具，研究大学英语考试质量提升路径。下面借助

粗糙集的决策表、相对正域、冗余属性和属性重要

度基本概念，提出试题冗余性的定性判别方法和

试题重要度的定量度量方法，建立基于粗糙分析

的大学英语考试质量提升模型。大量实验分析验

证了新方法的有效性，即新型方法发现并修正了

部分冗余的和重要度较低的试题，有效提高了试

卷命题质量，对指导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提高教学

质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１　方法建模
本节先给出粗糙集中决策表和相对正域的形

式化定义及其简要描述，再根据粗糙集中相对正

域和属性重要性概念定义大学英语考试试题冗余

性判别方法和试题重要度度量方法。

定义１（决策表）　称四元组 Ｋ＝（Ｕ，Ｓ，Ｖ，ｆ）
是一个信息系统或知识库，简单记为Ｋ＝（Ｕ，Ｓ）。
其中：论域Ｕ是对象的有限集合，属性Ｓ是非空有
限集合，属性值域Ｖ＝∪ａ∈ＡＶａ，Ｖａ表示属性ａ∈Ａ
的值域，信息函数ｆ：Ｕ×Ａ→Ｖ是一个映射。进一
步地，称Ｋ为一个决策表，若满足 Ｓ中属性，可划
分为两个不相交的子集———条件属性 Ｃ和决策
属性Ｄ，其中，Ｓ＝Ｃ∪Ｄ且Ｃ∩Ｄ≠φ，记为Ｋ＝
（Ｕ，Ｃ∪Ｄ）。 特别地，称 Ｋ为一个单决策表，若
满足Ｄ＝｛ｄ｝，记为Ｋ＝（Ｕ，Ｃ∪｛ｄ｝）。

决策表是粗糙集理论中的一类特殊且非常重

要的信息系统，多数决策问题在具体应用中都可

以用决策表来解决。在实际应用中，通常用一张

二维表表示信息系统。其中：行表示研究对象，列

表示对象属性，属性值表示对象信息，一个或多个

列属性对应一个等价关系，一个二维表对应一族

等价关系。

定义２（相对正域）　给定决策表 Ｋ＝（Ｕ，Ｃ
∪Ｄ），ｒＣ，ＸＵ则称ｐｏｓＣ（Ｄ）为Ｃ相对于Ｄ
的正域，其中，ｐｏｓＣ（Ｄ）如下：

ｐｏｓＣ（Ｄ）＝∪ｘ∈Ｕ／Ｄ（Ｃ—Ｘ） （１）

相对正域 ｐｏｓＣ（Ｄ）表示 Ｕ中所有可以根据
分类 Ｕ／Ｃ的信息准确划分到关系 Ｄ的等价关系
中去的对象集合。相对正域是粗糙集理论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属性集Ｃ相对决策Ｄ的分
类能力的强度描述。

１．１　试题冗余性判别方法
在大学英语考试中，可以将一个试题看作一

个条件属性 ｒ，将所有讨论的目标试题看作条件
属性集Ｃ，并将所有目标试题的总分看作决策属
性Ｄ，那么，由目标试题和总分构成的成绩表就是
一个决策表，且是一个单决策表。于是，可以用如

下方法定义试题冗余性。

定义３（试题冗余性）　在给定决策表 Ｋ＝
（Ｕ，Ｃ∪ Ｄ）和 试 题 ｒ Ｃ，若 相 对 正 域
ｐｏｓＣ－｛ｒ｝（Ｄ）＝ｐｏｓＣ（Ｄ），则称ｒ为Ｃ相对Ｄ的不必
要属性，简称ｒ为冗余属性，否则称 ｒ为 Ｃ相对 Ｄ
的必要属性。

上述定义中，给定大学英语考试试卷成绩对

应的决策表Ｋ＝（Ｕ，Ｃ∪Ｄ）中，试题ｒＣ，相对
正域ｐｏｓＣ（Ｄ）表示试题集 Ｃ相对总分 Ｄ的分类
能力描述。于是，我们可以用如下方法分析试题

ｒ是否冗余：若从试题集 Ｃ中去掉试题 ｒ之后，剩
余试题集Ｃ－｛ｒ｝对决策 Ｄ的分类能力没有变化，
则说明试题 ｒ是冗余的，是不必要的，是可以删
除的。

１．２　试题重要度度量方法
在大学英语考试试卷题型的成绩表构成的决

策表Ｋ＝（Ｕ，Ｃ∪Ｄ）中，根据定义３试题冗余性
的判别方法：若试题ｒ是冗余属性，则 ｒ的重要度
为０，可以直接删除，没有继续讨论其试题重要度
的意义了；否则，试题 ｒ是必要的。那么，接下来
的问题是：试题ｒ有多重要？如何对其进行定量、
定义和度量呢？

于是，根据粗糙集理论中属性重要度的概念，

可以用如下方法定量度量试题ｒ的重要度：试题ｒ
Ｃ，根据定义１中相对正域ｐｏｓＣ（Ｄ）的概念，可
以用两个相对正域中元素个数之差来定量描述试

题ｒ的重要性程度，即利用定义 ４关于属性重要
度的计算公式来定量度量试题重要性。

定义４（试题重要度）　给定大学英语考试试
卷成绩对应的决策表Ｋ＝（Ｕ，Ｃ∪Ｄ），试题 ｒ∈
Ｃ，则称ｓｉｇ（ｒ，Ｃ，Ｄ）为试题ｒ相对于试题集 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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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分Ｄ的重要性程度，简称“ｒ的试题重要度”。
其中， Ｕ 为学生集合 Ｕ的基数，ｓｉｇ（ｒ，Ｃ，Ｄ）
如下：

ｓｉｇ（ｒ，Ｃ，Ｄ）＝
ｐｏｓＣ（Ｄ）－ ｐｏｓＣ－｛ｒ｝（Ｄ）

Ｕ
（２）

上述定义中，若ｒ是非必要的，则它的重要度
显然为０。但若属性ｒ是必要的，则可以用试题重
要度来定量试题 ｒ的重要性。显然，有 ｓｉｇ（ｒ，Ｃ，
Ｄ）≥０，且：其值越大，ｒ的重要度就越大；其值越
小，ｒ的重要度就越小。

２　实验分析
首先，详细交代实验驱动、实验目标、实验数

据离散化方法、实验数据类型和实验数据来源等

内容；接着，以粗糙集的冗余属性和属性重要度为

依据，提出大学生英语考试试题冗余性的定性判

别方法；然后，给出大学生英语考试试题重要度的

定量度量方法；最后，通过计算１９４名大学生的大
学英语考试试题的冗余性和重要度，发现并修正

了部分冗余的和重要度低的试题，有效提高了大

学英语考试命题质量。

２．１　数据准备
大学英语考试试卷中，试题是基本元素，试卷

的质量由所有试题的质量共同决定。整套试卷

中，每一小题是否科学合理，是否满足大纲要求，

是否客观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对整套试卷的质

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试卷中，有时会存在以下情况：两道题目所

考的内容相同或者相似，学生会做其中一道题，就

会做另一道题，我们称另一道题目是不必要的，冗

余的，可以删除的。有时还会存在另一种情况，且

这种情况较常出现：某一题目比较容易，绝大多数

学生都能够回答正确，仅有极少数学生不能拿到

分数，这说明这一试题重要度低，测试意义不大，

应该对其进行替换或者难度调整。

但是，在考试之前，试题的冗余性和重要度很

难由命题老师主观给出，因为学生的基础水平和

学习情况参差不齐，命题老师既担心考试题目太

难导致学生考试不及格，又担心考试太容易测试

不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本实验不需要期望值和覆盖标准等任何参考

值。教师不在考试之前主观评价或提升试卷质

量，而是在考试之后通过学生考试成绩反过来分

析试题的冗余性和重要度，对冗余的或者重要度

低的试题进行删减和质量提升，从而提高试卷的

整体质量。

在下面的实验中，需要对大学英语考试的原

始成绩进行离散化处理。按照学校的一般性处理

方法，将学生考试的百分制成绩离散化为 Ａ（优
秀，９０～１００分）、Ｂ（良好，８０～８９分）、Ｃ（中等，
７０～７９分）、Ｄ（及格，６０～６９分）和 Ｅ（不及格，６０
分以下）五个成绩等级，如表１所示。

表１　百分制分数与离散后成绩等级的对应关系

百分制分数 ９０～１００分 ８０～８９分 ７０～７９分 ６０～６９分 ６０分以下

离散等级 Ａ（优秀） Ｂ（良好） Ｃ（中等） Ｄ（及格） Ｅ（不及格）

　　为便于分析题目的冗余性和重要度，需要进
一步将每一道题目的得分离散化。例如：题目 ｃ１
满分为１２分，某学生实际得分为８分，换算百分
制为８÷１２×１００≈６６．７分，则此学生题目ｃ１的
得分等级为Ｄ。按此方法，某学生的部分考试题
目得分及离散化的成绩等级如表１所示。其中：
题目编号后括号内的数值表示该题目的总分数，

如ｃ１（８）表示题目 ｃ１的满分为 ８分；“／”前后分
别表示得分和对应的得分等级，如“８／Ａ”表示题
目ｃ１得了８分，离散化的成绩等级为Ａ。

本次实验的试卷样本为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２１－
２２－２学期非英语专业大二英语期末考试试卷，考
试题型有听力题、阅读理解题、翻译题和写作题

（共５５个题目计 １００分）：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部分共 ２３题
计３０分，其中题目１～１６每题 １分，题目 １７～２３
每题２分；Ｒｅａｄｉｎｇ部分共３０题计４０分，其中题
目２４～３３每题２分，题目３４～５３每题１分；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ｏＥｎｇｌｉｓｈ）部分共 １题计 １５分；
Ｗｒｉｔｉｎｇ部分共 １题计 １５分。题型构成如表 ２
所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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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学英语考试试卷的题型构成

ＰａｒｔＩ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Ｉ

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Ｉ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Ｖ

Ｗｒｉｔｉｎｇ
总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

６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Ｂ

１０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Ｃ

１４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Ａ

２０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Ｂ

１０分

ＳｅｃｔｉｏｎＣ

１０分
１５分 １５分 １００分

　　本次实验的成绩样本为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２１级
电子信息工程１～３班、能源化学工程２班、测控技
术与仪器１班、车辆工程１班、机械电子工程１～２
班、土木工程１～３班、工程管理２班共１９４名学生
的考试原始成绩，其中男生１２６人，女生６８人。
２．２　实验过程

下面根据定义３中试题冗余性判别方法分析

样本试题的冗余性。

为了让讨论简单方便且不失一般性，随机从

试卷中抽取１０名学生６道题目的考试分数作为
样本，试题原始成绩如表３所示。再按表１中的
方法离散化，得到对应分数等级的决策表，如表４
所示。

表３　学生部分试题原始成绩 （单位：分）

论域Ｕ

学号

条件属性集Ｃ

题ｃ１（８） 题ｃ２（１２） 题ｃ３（５） 题ｃ４（７） 题ｃ５（１０） 题ｃ６（６）

决策属性Ｄ

总分（４８）

１ ８ ８ ２．５ ５．５ １０ ４．５ ３８．５

２ ６．３ １２ ３．９ ７ ８．９ ５．３ ４３．４

３ ７ ７ １ ５ ９ ４．５ ３３．５

４ ６ ８ ２ ５ ９ ４．５ ３４．５

５ ６ １１ ２ ６．５ ８．５ ５ ３９．０

６ ６ ８ ３．５ ７ ８．５ ５ ３８．５

７ ４．５ １０ ３．５ ５ ５ ３．５ ３１．５

８ ６ ８ ３ ４．５ ５ ３ ２９．５

９ ４ ５ ３．５ ５ ４ ２ ２３．５

１０ ６ ８ ３ ５．５ ８．５ ３ ３４．５

表４　学生部分试题原始成绩离散化后的决策

论域Ｕ

学号

条件属性集Ｃ

试题ｃ１ 试题ｃ２ 试题ｃ３ 试题ｃ４ 试题ｃ５ 试题ｃ６

决策属性Ｄ

总分

１ Ａ Ｄ Ｅ Ｃ Ａ Ｃ Ｂ

２ Ｃ Ａ Ｃ Ａ Ｂ Ｂ Ａ

３ Ａ Ｄ Ｅ Ｃ Ａ Ｃ Ｄ

４ Ｃ Ｄ Ｅ Ｃ Ａ Ｃ Ｃ

５ Ｃ Ａ Ｅ Ａ Ｂ Ｂ Ｂ

６ Ｃ Ｄ Ｃ Ａ Ｂ Ｂ Ｂ

７ Ｅ Ｂ Ｃ Ｃ Ｅ Ｅ Ｄ

８ Ｃ Ｄ Ｄ Ｃ Ｅ Ｅ Ｄ

９ Ｅ Ｅ Ｃ Ｃ Ｅ Ｅ Ｅ

１０ Ｃ Ｄ Ｄ Ｃ Ｂ Ｅ Ｃ

　　将表 ４中的试题集 ｛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ｃ６｝看
作条件属性Ｃ，总分看作决策属性Ｄ，则表４是一
个典型的决策表。利用定义３中冗余属性的判别
方法，可以分别判别试题｛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ｃ６｝是

否为不必要属性，即是否是冗余的，可以删除的。

根据表４容易求得决策属性 Ｄ、条件属性集
Ｃ和条件属性集Ｃ－｛ｃ４｝的等价类分别是：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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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Ｄ
＝｛｛１，５，６｝，｛２｝，｛３，７，８｝，｛４，１０｝，

｛９｝｝，
Ｕ
Ｃ
＝｛｛１，３｝，｛２｝，｛４｝，｛５｝，｛６｝，｛７｝，

｛８｝，｛９｝，｛１０｝｝，
Ｕ

Ｃ－｛ｃ４｝
＝ Ｕ
Ｃ－｛ｃ６｝

＝｛｛１，３｝，｛２｝，｛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
再根据定义２，可分别求得条件属性 Ｃ和条

件属性 Ｃ－｛ｃ４｝相对决策属性 Ｄ的正域：
ｐｏｓＣ（Ｄ）＝｛２，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ｐｏｓＣ－｛ｃ４｝（Ｄ）＝
｛２，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显然，有ｐｏｓＣ－｛ｃ４｝（Ｄ）＝ｐｏｓＣ（Ｄ），则由定义３
关于冗余属性的判别方法可知，题目ｃ４对总分 Ｄ
的分类能力不产生影响，是一个不必要属性，是冗

余的，可以删除的。

同理，ｃ６也是一个不必要属性，是冗余的，可
以删除的。

但是，同理可求得，题目 ｃ１、ｃ２、ｃ３和 ｃ５是必
要属性，不可以删除。

由上文可知，题目ｃ４和 ｃ６是不必要属性，说
明对样本学生１～１０和样本题目 ｃ１～ｃ６来说，ｃ４
和ｃ６对总分 Ｄ的信息量划分并没有减少，即 ｃ４
和ｃ６是不必要的，是冗余的，可以删除的，不太科
学合理的。

下面根据定义４中试题重要度的判别方法分
析样本试题重要度。

为了让讨论简单方便且不失一般性，随机从

样本中抽取８名学生的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ｉｏｎ和 Ｗｒｉｔｉｎｇ等 ４个题型的考试分数作为样
本，原始成绩如表５所示。再按表１中的方法离
散化，得到对应分数等级的决策表，如表６所示。

表５　学生各题型的原始成绩 （单位：分）

论域Ｕ

学号

条件属性集Ｃ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３０）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４０）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１５）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１５）

决策属性Ｄ

总分

（１００）

１ ２２ ３６ ７ ９ ７４

２ １４ １８ １１ ８ ５１

３ ２３ ２０ １０ ９ ６２

４ ２８ ３６ ８ １０ ８２

５ ２７ ３３ ０ ９ ６９

６ ２１ ３６ ９ ９ ７５

７ １８ ２４ １１ １２ ６４

８ ２７ ３５ ８ １０ ８０

表６　学生各题型原始成绩离散化后的决策

论域Ｕ

学号

条件属性集Ｃ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

决策属性Ｄ

总分（１００）

１ Ｃ Ａ Ｅ Ｄ Ｃ

２ Ｅ Ｅ Ｃ Ｅ Ｅ

３ Ｃ Ｅ Ｄ Ｄ Ｄ

４ Ａ Ａ Ｅ Ｄ Ｂ

５ Ａ Ａ Ｅ Ｄ Ｄ

６ Ｃ Ａ Ｄ Ｄ Ｃ

７ Ｅ Ｅ Ｃ Ｂ Ｄ

８ Ｃ Ｂ Ｅ Ｄ Ｂ

根据表６容易求得决策属性 Ｄ（总分）、条件
属性集Ｃ和Ｃ－｛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的等价类分别是：

Ｕ
Ｄ
＝｛｛１，６｝，｛２｝，｛３，５，７｝，｛４，８｝｝，

Ｕ
Ｃ
＝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Ｕ

Ｃ－｛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１，４，５｝，｛２｝，｛３｝，｛６｝，

｛７｝，｛８｝｝。
根据定义２，可分别求得条件属性 Ｃ和 Ｃ－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的相对正域：
ｐｏｓＣ（Ｄ）＝｛１，２，３，６，７，８｝，ｐｏｓＣ－｛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Ｄ）＝

｛２，３，６，７，８｝。
再根据定义 ４，可求得条件属性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的

属性重要度：ｓｉ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Ｃ，Ｄ）＝
６－５
８
＝１
８
。

同理，可 分 别 求 得 条 件 属 性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和Ｗｒｉｔｉｎｇ的属性重要度：

ｓｉｇ（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Ｄ）＝
４
８
，ｓｉ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

Ｄ）＝
１
８
，ｓｉｇ（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Ｄ）＝

２
８
。

从上述条件重要性的求解结果可知，显然有

ｓｉｇ（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Ｄ）＞ｓｉｇ（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Ｄ）
＞ｓｉ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Ｃ，Ｄ）＝ｓｉ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

Ｄ）。这说明，在大学英语考试中，Ｒｅａｄｉｎｇ部分最
重要，对总成绩的影响最大，其重要度远远高于其

他部分；其次是Ｗｒｉｔｉｎｇ部分；相比之下，听力与翻
译的重要度最低。

２．３　结果分析
本次实验的数据总量和计算工作量相当大。

因此，实验采用经典粗糙集数据分析工具集

Ｒｏｓｅｔｔａ２．０，它具有数据导入、导出、补全、离散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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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约简、过滤、分类规则生成、等价类和上下近

似集获取等功能。实验通过 Ｒｏｓｅｔｔａ２．０软件对
１９４名大学生的成绩进行了离散、等价类获取、相
对正域和属性重要度求解等预处理和计算。

实验需要将考生的试题离散化为 Ａ、Ｂ、Ｃ、Ｄ
和Ｅ五个等级。但是，本次英语考试试卷的题目
中１～３３都是单项选择题（即客观题），要么是满
分（Ａ级），要么是零分（Ｅ级），这意味着客观题
都是布尔类型数据，显然不能将试题得分离散化

为Ａ、Ｂ、Ｃ、Ｄ和 Ｅ五个等级。因此，需要在实验
中将多个单项选择题组合成一个题目，如将选择

题１、２和３组合成题目ｃ１。
在判别试题冗余性的实验中，通过对 １９４名

大学生的４２个组合题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其中的两组组合题目———题目 ３、１１、３０和题目
１９、２７是冗余的，说明这些题目是不太科学合理
的，需要对其进行修改和质量提升。

在定量度量试题重要度的实验中，先对 １９４
名大学生的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和
Ｗｒｉｔｉｎｇ共４个组合题目（题型）的试题重要度进
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２．２节的实验结果基本一
致，也与各题型的分值比例基本保持一致，其中，

Ｒｅａｄｉｎｇ、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部分的重
要度占比分别为６４．５％、２４．８％、１４．６％和１４．１％，
如图１所示。这说明在大学英语考试命题中，应
该将重点放在 Ｒｅａｄｉｎｇ部分，其次是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部
分。相比较而言，Ｗｒｉｔｉｎｇ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部分的重
要性最低，且重要度基本相同，这与大学英语的教

学目标和考试大纲是基本一致的。

图１　试卷中各题型的重要性比例

接下来，继续对１９４名大学生５４个组合题目
的试题重要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试卷所有题目

的试题重要度基本呈正态分布，如图２所示。共
有２８个题目的试题重要度在０．４～０．６之间，占全

部５４个题目的大多数；重要度在次高区间 ０．６～
０．８和次低区间０．２～０．４的试题数量分别为 ８个
和１１个；重要度在最低区间０～０．２的试题只有６
个；重要度在最高区间 ０．８～１．０的试题仅 １个。
我们可以对这些重要度比较低的题目进行修改和

质量提升。从图２可以看出，总的来话，英语试卷
的试题重要度分布情况与命题预期目标基本一

致，说明这份试卷内容主次分明，质量较高，基本

符合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要求。

图２　重要度区间的题目数量分布

３　结语
在已有研究［１４－１８］的基础上，将粗糙集理论应

用于大学英语考试命题，利用粗糙集相对正域、冗

余属性和属性重要度等重要概念，提出试题冗余

性定性判别方法，并提出试题重要度的定量度量

方法，从而建立了基于粗糙分析的大学英语考试

质量提升模型。实验数据来源于参与湖南科技大

学２０２１－２２－２学期期末英语考试的大二非英语
专业学生。实验先对１９４名大学生 ４２个组合题
目的冗余性进行分析，发现２组组合题目是冗余
的，说明这２组题目是不太科学合理的；再对１９４
名大学生的４个题型和５４个组合题目的重要度
进行计算，发现所有试题的重要度基本呈正态分

布，只有少数几个题目的重要度较低。本研究结

果能指导我们对少数冗余的或者重要度较低的考

试题目进行修改和质量提升，有效提高了试卷的

命题质量，对指导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提高大学英

语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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