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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知识结构组成的分析，建立了知识结 

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 出了知识结构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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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知识信息爆炸的 

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手段日 

新月异，社会上的知识生产与知识积累呈几 

何级数增长，大有一日不学便跟不上时代的 

感觉。“学无止境”对任何求知人来讲都是至 

理名言。合理的知识结构对于个人和集体的 

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则 

是保证知识结构适合社会需要的关键问题。 

对于知识结构的评价是具有模糊性的， 

因为影响知识结构的某些因素是模糊的。由 

于主观原因，人们对某些影响因素的褒贬程 

度不尽相同，很难直接用统计学的方法确定 

这些因素的具体判断值。因此如何对模糊信 

息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和综合评价就显得尤 

为重要。 

1 知识结构评价的多层次指标体系 

1．1 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在对知识结构进行评价时，首先需确立 

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适 当的方法进行评 

价，建立指标体系时需考虑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应围绕评价 

目的，科学反映知识结构的特征，指标概念 

正确，含义清晰，各指标之间不应有很强的 

相关性。 

(2)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应能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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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知识结构的整体情况 ，涵盖知识结构的 

方方面面，并且从中抓住主要因素，以保证 

综合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3)可比性原则。评价就是比较，就是排 

序。对于不同的人，其相应的指标体系应该 

一 致，这样可以对不同人的知识结构评价结 

果进行排序。评价指标和评价准则的制定要 

客观实际，便于比较。 

(4)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评价相结合原 

则。在评价中能够量化的指标尽量用数量表 

示。定性指标应该按照模糊评价方法进行量 

化处理。评价中有许多定性分析的内容，对 

于这些影响和效果不能简单地以数量形式 

表示的，评价时可以先进行定性分析。得出 

定性的结论 ，然后对结论以适 当的方式转化 

为数量表示的形式，以利于综合评价。 

(5)实用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 

反映目标与指标的支配关系，指标体系的大 

小要适宜，既不要过大也不要太小，使指标 

体系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评价计算简单 

方便，结构模块化、计算程序化，便于在计算 

机上操作实现。 

1．2 评价指标体系 

知识结构是人们在系统专业学习和实 

践中经过思维加工后形成的知识体系，由一 

般专业知识、一般科学文化知识。一般方法 

论知识 3个层面构成。不同层面的知识具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经过综合考虑采用知识水 

平 、能力水平 、设计研究水平 3个一级指标 

和基础专业理论等 14个二级指标来综合评 

价某个学生的知识结构(表 1)。 

表1 知识结构评估指标体系 

1．3 评价因素、因子权重的分层确定 

权重数的确定至关重要，若直接请专家 

给出各项指标的权值，结果可能受专家们的 

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从而影响科学性，为了 

弱化主观因素的影响，采用美国著名运筹学 

家A．L．Saaty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层 

次分析法来确定指标权值，该方法只需请专 

家给出指标两两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比较，就 

可以计算出权值。本模型中引入 1～7比率标 

度法表示任意两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社会调查表明，在一般情况下，至多需要 7 



个标度点来区分事物之问质的差别或重要 

程度的不同。Saaty(1980)所进行的各种标度 

方法的合理性实验表明 ，l一7标度方法比较 

合理。该方法将调查结果用 l～7表示，根据 

层次分析原理就可以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 

阵标度及含义如表 2所示。采用方根方法近 

似求出各指标的权值，并作一致性检验，所 

以权值如果不符合一致性要求，就适当调整 

判断矩阵，直到符合要求为止。最终确定的 

权值，见表 3。 

表2 判断矩阵标度及含义 

标度 含 义 

l 两个因素相比同等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冈素比另一个因素稍 

微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较 

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 

’ 显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重 
要 

，  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 。 

烈重要 

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 

端重要 

表3 评价因素和评价因子的权值 

(因子)，并用 、 、 等符号表示 ，即： 

等级论域 =}“l，“2，⋯，‰} 

因素论域 =}Vl，V2，⋯， } 

因子论域 V = ， 2，⋯， } 

由于 与 之间存在模糊关系尺， 

可表示为模糊矩阵形式： 

⋯  

] 
墨：l r21 r22⋯rz, )一 0： j 
其中， 表示第i个评价因素 对 

第 个等级的隶属度，它依赖于 所包 

含的各个因子对各等级的隶属度及各因 

子对因素的权重，设 所包含的第P个 

因子对第q个等级的隶属度为S；q(p=l， 

2，⋯，k；q=l，2，⋯，n}，第 P个因子对该 

因素的权重 ，即 

表4 知识结构测试结果表 

Ni,~

⋯

N 

优 差 

( ， ，⋯， )=(W；，W ，⋯，W ) (1) 

这样就确定了模糊关系矩阵。 

记一级评价因素的权重为 ：A=( ．A ， 

A ) 

则综合评价结果为： 

B=A墨=(6l，b ⋯，6 (2) 

2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确 

定评价因素、因子的评价等级标准和权值的 

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合变换原理，以隶属度 

描述各因素及因子的模糊界线，构造模糊评 

判矩阵，通过多层的复合运算 ，最终确定评 

价对象所属等级。 

设有n个评价等级，m个一级评价指标 

(因素)，每个一级指标又包含多个二级指标 

若bk=max(bl，b2，⋯，b )，则评 

价对象属于第k类。 

3 知识结构评价的步骤 

3．1 知识测试 

设计若干组测试题，对 l4 

个二级指标内容进行测试，最后 

得出结论：优／良／中／可／差，将这 

5种结论转变成具体的权值 5／ 

15，4／15，3／15，2／15，1／15， 即 

0．333，0．267，0．200，0．133，0．067。 

假定某人测试结果表 4所示。 

3．2 相关计算 

首先计算各因子的隶属度。分别计算各 
一 级指标，得到模糊关系矩阵8，并计算模糊 

综合评价结果：B=A 。最后判断评价等级。 

根据实例数据有： 

『0．1342 0．0716 O．0612 O O．0ol5 1 

R=f O O．1882 0．1528 0．0254 0 f 
～l O O O．1602 0．0532 0 J 

B=A墨：(0．584，0．281，0．135)=R(0．0784， 

0．0947，0．107l，0．02l5，0．OO09) 

3I3 评价结果 

根据评估结果发现知识结构中的知识 

缺陷，并提出完善个人知识结构的学习方 

案。根据实例数据知该人的知识结构处于中 

等水平，据此我们可以根据该结果首先对该 

人处于中等水平以下的所有二级指标知识 

结构给出相应的继续学习方案。 

4 结束语 

本文引入了层次分析法讨论知识结构评 

价指标的权值，并用引入模糊数学方法给出 

其评价模型，这些方法具有可靠的科学基础。 

利用本文提供的相应方法，可以编制计算机 

程序，经过多次测试，使得个人知识结构的评 

价速度大大提高，还可以对历史评价结果及 

今后个人的发展提供不断的跟踪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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