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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3章多元方差分析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3.1 多元方差分析 3.1.1 模型简介 1.问题的
提出 目前，应试教育涉及如何对学生成绩（如语文、数学、外语、体育等）进行综合评价的问题。
试想将某校某年级的学生按班级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施以素质教育，另一组仍用传统的应试教育，然
后考查期末考试的两组学生的成绩。
很容易想到的分析方法是对两组学生各科成绩进行t检验，分别计算出各门课程的t值、P值，然后回答
素质教育是否降低学生的语文成绩，是否降低数学成绩⋯⋯但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某一（几）门课
程成绩检验结果P值≤0.05，而其他的课程成绩检验结果P值>0.05，从而难以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中，对一个观察单位的观测指标（因变量）常有多个，且各指标间又往往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
对于这种资料，可能有的人会将各个因变量割裂开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就如同上面所提到的分别进行t
检验一样，但这种做法有以下几个缺点。
 （1）检验效率低。
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两组（或多组）观察对象的多个观测指标的联合分布之间有差别，而单独对每个观
察指标进行统计学检验却没有统计学意义，当然反过来也有可能。
但并不是说研究者可以随意地将多个互不相关的观察指标放在一起，考察各组间因变量的总体联合分
布之间有无差别，有可能一个真正有差别的观察指标其差别可能会被其他许多没有差别的观察指标稀
释掉。
所以是否考察多个观察指标的联合分布，要看这几个观察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2）犯一类错误的概率增大。
假设有P个观察指标，对每个指标进行t检验（或方差分析），一类错误的概率Ot设定为0.05，根据乘
法原理，P个观察指标的P次检验结果均正确的概率为（1—0.05）9。
当观察指标数为5时，则5次检验结果均正确的概率为0.7738，此时犯一类错误的概率为1
—0.7738=0.2262。
当观察指标数为10时，犯一类错误的概率则增大为0.4013。
这一情形类似于多组比较使用两两t检验所遇到的问题。
 （3）一元分析结果不一致时，难以给出综合结论。
如上面素质教育的例子，就很难说素质教育是否会导致学生学习成绩下降。
 （4）忽略了变量间相互关系，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单因变量的分析结果不能简单地叠加起来向多因变量推广，就如同人们在地面上（二维）认为大地是
平的，但实际上在太空中（三维）一看才发现是个球面一样，仅仅进行单因变量的分析可能会损失很
多信息，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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