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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ibetan schools in Tibet and the four provinces of Gansu, Qinghai, Sichuan and 
Yunnan are all backward, with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in Tibetan areas. We 
selected three ethnic middle schools in Qinghai and Gansu as samples, From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attitudes towards mathematics teaching, evaluation of mathematics, motivation for mathematics learning, 
mathematics learning methods as the five dimension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efficiency Investigate 
satisfaction. Use the SPSS statistical tool to carry out t-independent test on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efficiency satisfaction, concluded that gender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attitud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bu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atisfaction with self-knowledge, 
mathematics and learning methods. 
Keywords: t independent test, gender, SPSSS, atisfac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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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藏及甘肃、青海、四川、云南四省藏区学校教学效率均为落后，以促进藏区教学发展为目的。我们

选择了青海、甘肃的三所民族中学为样本，从学生的自我评价、对数学教学的态度、对数学的评价、

数学学习动机、数学学习方法作为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的五个维度进行调研。选用 SPSS 统计工具性别

对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的影响进行 t 独立检验，得出了性别对教学态度和学习动机的满意度没有显着

影响，但是对自我认识、数学学科、学习方法的满意度有显著性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t 独立检验；性别；SPSS；满意度；显著性 

1.引言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以来是党和国家关

注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原有的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上贯

彻了党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的新形式，1980 年为了促

进藏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双语教学,但是课堂教学效率

依然成为家长和教育部门领导最关心的问题。效率指在

有限的时间内给学生传授的相应知识，还要意识地发掘、

培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让教学更

适合新时代的学生，也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发展
[1]
。教学

效率是学习中所消耗的意识与所获得的学习效果的比

率。然而对于数学课堂教学来说，直接对其进行量化并

不现实，但是从学生心理作为一个视点展开，对每一个

指标进行量化观测课堂教学效率完全可以实施。通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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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课堂教学，学生的自我评价、对数学教学的态度、

对数学的评价、数学学习动机、数学学习方法等情况进

行评价课堂教学效率。 

满意是需求被满足后的愉悦感，是对课堂教学之前

的期望与之后所得到的实际感受的相对应关系，满意度

以量化的形式体现是否满意的结果，期望与结果间的差

距越小，满意度就越高，效率与满意度之间存在反比关

系。学生通过课堂教学服务与预期期望之间所产生的愉

悦或者失望的实际感受。为了实现满意度的测量，把满

意度划分为以上五个维度进行测量，性别对自我认识、

教学态度、数学学科、学习动机、学习方法满意度是否

有影响的检验。 

SPSS 软件是 IBM 公司推出的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

方案软件，是非统计学专业人员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的

有力工具
[2]
。本研究借助 SPSS25.0 预测性别对数学教学

效率满意度是否有显著性差异的需求而应用。在 spss

中，进行数据资料正态检验的方法有很多
[3]
，对于这样

相互独立的两个样本来说它是服从正态分布。假设检验

理论一般要从基于正态分布的 u 检验开始，其次才是 

t 检验
[4,5]

。相关系数的值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成正比,

即相关系数 r 的值越大,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大
[6]
。 

根据文献
[7]
的模拟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相关度

0 0d  或 0 0.3d  时，不宜选用 u 检验，宜选用 t

检验。但是相关度 0 0.3d  时，不宜选用 t 检验，宜

选用 u 检验。因此采用 SPSS25.0 把数据做了相关双变

量的检测发现 Sig=0.013，小于 0.3，所以宜选 t 独立

检验法。 

2.满意度 

满意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需要被满足后的愉悦感，

是对产品或服务的事前期望与实际使用产品或服务后

所得到实际感受的相对应关系
[8]
，满意度是以量化的形

式展示是否满意的结果，期望与结果间的差异越小，满

意度就越高。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是学生通过课堂教学

之后的满意程度，课前“期望程度水平”和“实际获得”

结果之间的差异比较，两者之间没有差异或比较吻合的

话，说明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高。 

3.研究方法及过程概述 

3.1 标题与正文字体字号设置 

选用 SPSS 数据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 t 独立检验。 

 

 

 

3.2 研究对象与问卷设计 

3.2.1 研究对象 

青海省 H 州 X 民族中学、青海省 L 州 Z 民族中学、

甘肃省 G 州 H 民族中学高三学生当中抽取各四个班，共

有 561 名同学，其中男生有 204 个，女生有 357 个(男

生占 36.36%，女生占 63.64%)。共发放问卷 561 份，收

回有效调查问卷 561 份，回收率 100%。 

3.2.2 问卷设计 

从学生的自我评价、对数学教学的态度、对数学的

评价、数学学习动机、数学学习方法的五个维度设计数

学教学效率满意度。(一下调查选项中，根据自己的实

际感受给分，1-3 分别表示：不符合、一般、符合) 

3.3 研究内容与调查结果 

满意度问卷结合学生方面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五

个维度自行设计，并且涉及吻合度比较高的题目，经过

三所民族中学教师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修改，信度和效度

基本达到要求。 

表 1 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的五个维度 

维度 选项 男（人数） 女（人数） 

自己有数

学天赋 

符合 31 29 

一般 116 205 

不符合 57 123 

上课时有

主动提问

的习惯 

符合 17 18 

一般 103 196 

不符合 84 143 

数学有用

处，好就

业 

符合 99 197 

一般 77 144 

不符合 28 16 

实现我的

最终目标

离不开 

符合 71 107 

一般 94 186 

不符合 39 64 

实现我的

最终目标

离不开 

符合 43 60 

一般 121 239 

不符合 4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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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设与检验结果分析 

4.1 假设 

性别对自我认识、教学的态度、数学学科、学习动

机、学习方法满意度是否有影响的假设检验（具体用性

别对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的五个维度是否有影响的检

验来实现）。 

0H ：性别对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五个维度）没

有显着性的影响。 

1H ：性别对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五个维度）有

显着性的影响。 

当 sig(双尾) 0.05 时，拒接 0H ，接受 1H 。当

sig(双尾) 0.05 时，接受 0H ，拒接 1H  

4.2 检验结果分析 

4.2.1 组统计与结果分析 

表 2  组统计 

五个维度 性别 
个案

数 
平均值 

标准 偏

差 

标准 误差

平均值 

学生的自我

评价 

男 204 1.8725 .64589 .04522 

女 357 1.7367 .59786 .03164 

数学教学的

态度评价 

男 204 1.6716 .62381 .04368 

女 357 1.6499 .57385 .03037 

数学的评价 
男 204 2.3480 .70985 .04970 

女 357 2.5070 .58356 .03089 

学习动机的

评价 

男 204 2.1569 .71913 .05035 

女 357 2.1204 .68249 .03612 

数学学习方

法的评价 

男 204 2.2108 .40887 .02863 

女 357 2.0056 .57570 .03047 

 

（1）204 名男同学对自我认识的满意度作为样本，

平均满意度为 1.8725，标准偏差为 0.64589。357 名女

同学对自我认识的满意度作为样本，平均满意度为

1.7367，标准偏差为 0.59786，甘、青三所民族中学男

同学比女同学对自我认识的满意度高一点，但是总体自

我认识的满意度不是很理想，接近于一般，学生对自己

没有较好的信心。当自己以为自己比他人比较优秀的时

候具有的一个心态，自信也是自我认识上的升华。有了

对自己有一定信心时，才能接受他人，能接受他人的优

点而学得更多。这句话中我们意识到自信的重要性，在

课堂中教师要注重学生的自由发挥，表现突出的学生提

出表扬。数学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不是公式与概

念。让他们懂得学习数学的目的，进一步喜欢上数学，

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有一定的帮助。 

（2）204 名男同学对数学教学的满意度作为样本，

平均满意度为 1.6716，标准偏差为 0.70985。357 名女

同学对数学教学的满意度作为样本，平均满意度为

1.6499，标准偏差为 0.58356，甘、青三所民族中学男

同学比女同学对数学教学满意度高一点，但是总体数学

教学满意度不是很理想，接近于一般。相对于内地汉族

学生，藏族学生习惯和擅长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抽象

思维、逻辑思维及辩证思维相对较弱
[9]
。作为教师，不

仅要意识到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促进学生学习的手段之

一，而且还要认识到动手动脑、自主研究与学生讨论也

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10]

。注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

位，让他们准备资料，让他们讲课，在此过程中教师只

有引导学生思路的作用。再引导的过程中爱心去感化学

生，多一点亲切，多一点微笑，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

创建融合和谐的师生关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11]

。在教

学中让学生占主导地位，师生之间建立合作的关系，共

同学习与考虑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3）204 名男同学对数学学科的满意度作为样本，

平均满意度为 2.3480，标准偏差为 0.64589。357 名女

同学对数学学科的满意度作为样本，平均满意度为

2.5070，标准偏差为 0.59786，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女

同学比男同学对数学学科的满意度高一点，总体数学学

科的满意度接近符合。在教学中应注重理论知识和生产

生活以及其他学科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12]

。让学生知

道知识积累的目的就是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

题而准备的。数学学科知识和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要联系

起来，形成一个知识的辅助和实践的验证过程。 

（4）204 名男同学对学习动机的满意度作为样本，

平均满意度为 2.1569，标准偏差为 0.71913。357 名女

同学对学习动机的满意度作为样本，平均满意度为

2.1204，标准偏差为 0.68249，甘、青三所民族中学男

同学比女同学对学习动机的满意度稍微高一点，总体数

学学科的满意度接近一般。教师应让学生多收集关于著

名数学家的故事或数学的重大发现，推荐这方面的书籍。

在课堂上让他们讲，收集资料与讲解的过程中意识到数

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喜欢数学学科知识成为

学习数学的动机，使学生心里充满对数学的热情。 

（5）204 名男同学对学习方法的满意度作为样本，

平均满意度为 2.2108，标准偏差为 0.40887。357 名女

同学对学习方法的满意度作为样本，平均满意度为

2.0056，标准偏差为 0.57570，甘、青三所民族中学男

同学比女同学对学习方法的满意度稍微高一点，总体学

习方法的满意度接近一般。数学原本是一种解决实际问

题的工具，为什么和怎么往下做是数学的核心，因此概

念的理解和公式来源很重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提示

掌握方法的必要性，让学生掌握先理解后思考的学习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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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独立样本检验 

检验 

自我评

价 

态度评

价 

数学评

价 

动机评

价 

方法评

价 

假

定

等

方

差 

不

假

定

不

等

方

差 

假

定

等

方

差 

不

假

定

不

等

方

差 

假

定

等

方

差 

不

假

定

不

等

方

差 

假

定

等

方

差 

不

假

定

不

等

方

差 

假

定

等

方

差 

不

假

定

不

等

方

差 

莱

文

方

差

等

同

性

检

验 

F 

.

4

0

8 

 

2

.

0

6

0 

 

1

5

.

7

9

1 

 

2

.

5

4

9 

 

.

0

0

2 

 

显著性 

.

5

2

3 

 

.

1

5

2 

 

.

0

0

0 

 

.

1

1

1 

 

.

9

6

5 

 

平

均

值

等

同

性

 

t 

检

验 

t 

2

.

5

1

4 

2

.

4

6

1 

.

4

1

7 

.

4

0

8 

-

2

.

8

6

4 

-

2

.

7

1

7 

.

5

9

6 

.

5

8

8 

4

.

4

8

4 

4

.

9

0

8 

自由度 

5

5

9 

3

9

6

.

2

7

6 

5

5

9 

3

9

4

.

2

3

0 

5

5

9 

3

5

9

.

4

9

5 

5

5

9 

4

0

4

.

6

1

7 

5

5

9 

5

3

3

.

2

3

9 

Sig.

（双

尾） 

.

0

1

2 

.

0

1

4 

.

6

7

6 

.

6

8

3 

.

0

0

4 

.

0

0

7 

.

5

5

1 

.

5

5

7 

.

0

0

0 

.

0

0

0 

平均值

差值 

.

1

3

5

8

.

1

3

5

8

.

0

2

1

7

.

0

2

1

7

-

.

1

5

8

-

.

1

5

8

.

0

3

6

4

.

0

3

6

4

.

2

0

5

1

.

2

0

5

1

5 5 1 1 9

6 

9

6 

1 1 8 8 

标准误

差差值 

.

0

5

4

0

4 

.

0

5

5

1

9 

.

0

5

2

0

0 

.

0

5

3

2

0 

.

0

5

5

5

0 

.

0

5

8

5

1 

.

0

6

1

0

9 

.

0

6

1

9

7 

.

0

4

5

7

6 

.

0

4

1

8

1 

差

值

 

9

5

% 

置

信

区

间 

下

限 

.

0

2

9

7

0 

.

0

2

7

3

5 

-

.

0

8

0

4

3 

-

.

0

8

2

8

8 

-

.

2

6

7

9

8 

-

.

2

7

4

0

4 

-

.

0

8

3

5

7 

-

.

0

8

5

4

0 

.

1

1

5

3

1 

.

1

2

3

0

5 

上

限 

.

2

4

2

0

0 

.

2

4

4

3

6 

.

1

2

3

8

5 

.

1

2

6

2

9 

-

.

0

4

9

9

5 

-

.

0

4

3

8

9 

.

1

5

6

4

0 

.

1

5

8

2

3 

.

2

9

5

0

6 

.

2

8

7

3

1 

 

（1）自我认识的F值0.408，显著性概率P=0.523，

由于 P 值大于 0.05，因此两组方差齐，所以应选择假

定等方差行的数据作为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t 

值为 2.514，Sig. (2-tailed)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12，小于 0.05，可以得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自

我认识的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自我认识的满

意度有影响。  

（2）教学态度 F 值 2.060，显著性概率 P=0.152，

由于 P 值大于 0.05，因此两组方差齐，所以应选择假

定等方差行的数据作为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t 

值为 0.417，Sig. (2-tailed)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676，大于 0.05，可以得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教

学态度的满意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教学态度的

满意度没有影响。 

（3）数学学科 F 值 15.791，显著性概率 P=0.000，

由于 P 值小于 0.05，因此两组方差不齐，所以应选择

不假定等方差行的数据作为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t 值为 0.596，Sig. (2-tailed)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为 0.007，小于 0.05，可以得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

数学学科的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数学学科的

满意度有影响。 

（4）学习动机 F 值 2.549，显著性概率 P=0.111，

由于 P 值大于 0.05，因此两组方差齐，所以应选择假

定等方差行的数据作为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t 

值为-2.717，Sig. (2-tailed)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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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551，大于 0.05，可以得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

学习动机的满意度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学习动机

的满意度没有影响。 

（5）学习方法 F 值 0.002，显著性概率 P=0.965，

由于 P 值大于 0.05，因此两组方差齐，所以应选择假

定等方差行的数据作为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t 

值为 4.484，Sig. (2-tailed)双尾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小于 0.05，可以得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学

习动机的满意度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学习方法的满

意度有影响。 

5.结论 

(1) 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自我认识的满意度有

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自我认识满意度有影响的结论

(sig=0.012<0.05)。 

(2) 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教学态度的满意度之

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教学态度满意度没有影响

的结论（sig =0.676>0.05）。 

（3）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数学学科的满意度

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数学学科满意度有影响的结论

（sig=0.007<0.05）。 

(4) 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学习动机的满意度之

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学习动机满意度没有影响

的结论（sig=0.0.551>0.05）。 

(5) 甘、青三所民族中学学生学习动机的满意度有

显著性的差异，性别对学习方法满意度有影响的结论

（sig=0.000<0.05）。 

6.研究限域 

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仅仅是一种突然的状态，而非应

然状态。需要注明的是：第一，设计维度的覆盖面较小。

第二，选取的被试仅为甘、青三所民族中学高三理科的

学生，并不代表所有高三理科的学生。因此，以上结果

仅适用于研究中所规定的命题范围和实际情况，这只是

一个关于性别对数学教学效率满意度影响的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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