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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统计学是一门基础应用学科，以体育领域中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为研究对象，以概率论为
理论基础，为定量研究提供实验设计、调查设计，以及收集、整理和分析体育数据资料的各种统计方
法。
随着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体育统计学已成为体育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在体育学科发展中愈来
愈体现出其重要作用。
　　《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体育统计学》内容丰富，统计方法齐全，概念叙述清楚，文字简练，通俗
易懂。
书中收集了大量体育科研、教学、管理、选材中的应用案例，内容包括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样本
特征数、相对数、概率及其分布、体育评分、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非参数检验、方差分析、相关与
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典型相关分析、SPSS18.0软件简介等统计方
法，书后附有大量思考与练习题，可作为体育类各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体育教师、教
练员、体育科研工作者、体育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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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非参数检验 第十七章 双因素方差分析 第十八章 回归分析 第十九章 凝类分析 第二十章 判别
分析 第二十一章 因子分析 第二十二章 对应分析 第二十三章 典型相关分析 思考与练习题 附表 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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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抽样复核 经过初审和逻辑检查后，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根据数据量的大小，抽取
一定比例的数据，如对样本的1／10、1／30、1／50等进行复核，确实无误后可进入下一步的工作，若
发现问题，则要对全部数据重新进行审查。
 4.计算机数据审查 当数据经过以上3个步骤的审查准确无误后，就可输入计算机。
在输入数据时，定距变量和定比变量的数据，如年龄35岁、体重67公斤等，可直接输入。
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的数据，为了输入方便，可先对其进行编码。
 定类变量因只有类别属性之分而无大小与程度之分，故可用数字、英文字母等简单的符号进行编码，
如用1或F表示男性，用2或M表示女性。
 定序变量因具有等级、次序差别的属性，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进行数理统计处理，故应用数字进行编码
，并要注意其等级和次序，如用5、4、3、2、1分别表示运动等级中的国际健将、健将、一级、二级、
无等级，而不宜用1、2、3、4、5来表示。
在用数字进行编码时还要注意使各指标的等级排列顺序尽可能一致。
如在研究专业运动员获得学位、运动成绩与退役后其事业发展状况的关系时，用4、3、2、1给学位（
博士、硕士、学士、无学位）进行编码，也应用5、4、3、2、1给运动等级（国际健将、健将、一级、
二级、无）进行编码，否则在进行数据统计时有可能出现相悖的结果。
 在数据输入的过程中，除了要加强输入的监督和校对外，还应采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在录入程序中给
出一个范围，凡超出该范围的数据要仔细核对其真伪。
如体质调查研究中输入3岁男幼儿安静心率时，根据复测参考值，将其录入的范围设置为：最大值120
，最小值70。
 （二）间接数据资料的审核 由于间接数据资料来源于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手资料，其数据资料审核
的主要目的是鉴别数据的真伪和质量。
 1.鉴别真伪 鉴别间接数据的客观实在性，要弄清楚这些数据是研究者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获得，还是
引用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若为后者，则应进一步追踪数据的出处，以确认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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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体育统计学》附有大量思考与练习题，可作为体育类各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
，也可作为体育教师、教练员、体育科研工作者、体育管理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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