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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千计算机辅助实施的研究生

中期筛选系统方案

刘冀湘 王慧萍
(研究生院 )

摘 要 本文根据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的形势
、

任务和砚状
,

推出了一个用模糊 数学方

法对在校研究生从思想素质
、

业务能力及身体状况诸方面进行全面考核
、

评价的基于 计算机

辅助实施的中期筛选系统方案
。

构造了筛选系统的矩阵结构
,

并从研究生中期筛选实践过程

中导出了两个用于评价优秀研究生和拟淘汰研究生 的模糊 算子
。

通过 计算机辅 助 统计和分

析
,

能够为决策部门提供具有较高置信水平的筛选信息和方案
。

关链词 筛选
,

模糊数学
,

计算机管理
,

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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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教育战线
,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的
、

极其重要的问题
。

我们培

养的研究生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代新人
,

是热爱祖国
,

热爱人民
,

拥护四项基

本原则 , 有理想
,

有道德
,

具有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精神
; 勤奋学习

,

勇于探索
,

又红

又专的高级技术人才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就要有一整套健全的制度做保证
。

本文就完善

与健全研究生中期筛选制度推出一个基于计算机辅助实施的中期筛选系统方案
,

它能够

对整个筛选过程中的各类模糊评价信息作出统计和分析
,

并进行可控的硬划分
。

以科学

的方法弥补当前筛选制度中存在的不足
,

为决策部门提供具有较 高置信 水平 的筛选 结

果
。

本系统的总体设计思想是
:

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的统计
、

分析 综合处理研究生

中期筛选过程中的各类模糊信息
,

使对参加筛

选的研究生产生出思想素质
、

业务能力诸方面

的量化评价
; 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筛选百分

比并产生优秀研究生和拟淘汰研究生名单
。

为

了实施中期筛选中的量化评价
,

可将筛选内容

划分为政治思想素质 U 和业务身体素质 V 两大

类 ;
并从 上述两大类中拟定六个项目作为本系

统的决策变量
:

二

……样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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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 研究生德育考核及研究生队队干部对研究生政治思想 素质
、

组织 纪律
、

集

体观念及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
;

X Z

— 马列主义理论课课程成绩 ;

X
:

— 英语课课程成绩
;

X
`

— 专业学位课课程总平成绩
;

X S

— 体育课及其它课程加权平均成绩
;

X 。

— 指导教师对研究生思想品质
、

科研能力
,

治学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

本系统采用百分制作为评分标准
,

并相应拟定对上述六个决策变量的加权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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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本系统主体 为矩阵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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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6 )

并可根据具体需要拟定两种评价方法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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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法 (一维评价方法 )

首先
,

可从表 1 中列出矩阵表示式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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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参加筛选研究生各项得分矩阵 ( ” “ 6 )
、

加权系数矩阵 ( 6 x l) 和总分矩阵 ( 6 x l )
。

在进行全校统一筛选前
,

必须对得分矩阵 可中的元素应用公式 ( l) 和 ( 2) 作适当修

正
,

以使全校研究生筛选标堆具有同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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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z ` , , : ` , `

分别为修正前后第 云名研究生的第 J项得分数
; “ , 为第 j 项得分修正系

数
,

且有
“ ,

> 。 , 印 。 , 为全校参加筛选的研究生第 J 项总平均得分数 , 印
, ,
为第 k 系参加

筛选的研究生第 j 项总平均得分数
。

根据模糊数学的理论和中期筛选的具体制度
,

我们导出了两个模糊算予
,

用以对参

加筛选的研究生进行模糊分类
,

继而产生类属硬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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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
`
为第 ` 名研究生的综合评价得分

; 梦;

和夕: 为根据需要设定的筛选标准 控制变

量
,

它在样本空间中形成两个聚类中心
,

并可将样本空间划分成三个模糊子集—
“
优

秀生
” 、 “

达标生
”
和

“

筛选生
” 。

经过矩阵运算获得研究生的综合评价得分矩阵 B后
,

通过算子
。 ;

和。 :

的参与运算
,

每个样本点都将在
“

优秀生
” 、 “

达标生
”

和
“

筛选生
”

三个子集间进行软性分类
,

随

后以 ” : 、 : : 取值大小 按四舍五人 方法实现软
、

硬划分间的转换
。

当
公 ;

> 0
.

5 时被划入
“

优秀生
”

类
,

当。 2

< 0
.

5时则被列入
“

筛选生
”

类中
。

得分

优穷坐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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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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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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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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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8

第二种方法 (二维评价方法 )
:

将表 1按两大类分别用两个矩阵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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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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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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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两矩阵运算
,

可获得各研究生的政治思想素质 U 和业务
、

身体素质 V两 类综合评

价得分
,

并分别存人矩阵 B
`

和 B
”

中
。

当全校研究生的两大类总平成绩分别统计完毕

后
,

可在两类因素 U 和 V 构成的平面上标定出聚类中心
r ,

各样本点将散布在
,
点周围



结 8翔 刘典湘等
:

一个基于计算机辅助实施的研究生中期筛选系统方案 1 0 9

(如图 3所示 )
。

此时再求出各样本点至聚类中心
, 的距离 ; 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人为设

定提前攻读博士的优秀生筛选百分比 k
t

和淘汰生筛选百分比 k
:

及其它约束条件
。

此时将

自动生成相应的
“
达标生

”

类属硬划分尺度 d ;

和 d :
.

对各样本点来说
,

被以` ,

和 d :

为半

径所划圆弧包围的点属
“
达标生

”
类

,

反之则将在约束条件的作用下分别归人
“

优秀生
”
和

“
淘汰生

”
两类

。

将上述两种方法统计运算后得到的筛选结果子集 Y , 、

y : 和 Z , 、

Z :

进行比较
,

取其

和
:

Y 二 Y ,

U Z
:

和 Z 二 Y :

U Z :

便得到拟推荐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优秀生集合 Y和拟淘汰的不合格生集合 Z
、

打 印两类

集合所列名单
,

提交决策部门
,

本系统的工作也就完成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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