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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义务教育数学学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1

刘 坚 张 丹 綦春霞 曹一鸣

摘要 运用大陆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三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大规模数学学业测验数据，抽取31
个省（市、自治区）140个区县的38312名三年级学生和21105名八年级学生，2008位小学数
学教师和1648位初中数学教师，1184位小学校长和597位初中校长，对大陆地区义务教育数
学学业水平达标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建立多层线性模型探讨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因素。结

果显示：（1）大陆地区义务教育数学学业水平达标程度较好，分别有高达86%的三年级和80%
的八年级学生达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学生在“问题解决”维度的达标程度低于“知识技

能、数学理解、运用规则”等维度，三、八年级分别有1/4和1/3学生没有达到课程标准的基
本要求。（2）不同群体（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县镇、农村）之间的学业水平存在一定
程度的差异，三年级更为显著。（3）小学生数学学业差异中有54%来自学校间的差异，中学
生数学学业差异中有29%来自学校间的差异。（4）造成学校间数学学业成绩差异的影响因素
是多方面的。在学生层面，中小学都一致的表现出学校的人文因素（师生关系和学习者自信

心）对学生数学成绩影响较大；在学校层面，小学阶段“学校归属感”对学生成绩影响较大，

而在中学阶段，学校归属感同样对学生成绩有着较大影响，但教学方式对学生成绩影响更大。

（5）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育，提高学生数学学业水平，教师应努力改善师生关系、尊重每
一位少年儿童、增进学习者自信心；学校需要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促进学生对学校的归属

感，中学阶段提高教师专业水平能力、改进教师教学方式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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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缘起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点，使受教育者数量
得到长足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各国将基础教育改革从数量转向质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提
升教育的质量，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发展。2004年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教育部长
会议将数学作为21世纪教育四个优先重点领域之一。[1]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3年各国成人技能调查报告》显示：较差的数学技能严重限制了人们获得报酬更高和价
值更高的工作，数学技能更高的人更愿意当志愿者。

当前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大规模学业测验项目，以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简称PISA），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的国际数学和科学教育成就趋
势研究项目(简称TIMSS)和美国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NCES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简称
NAEP)等为代表，都非常重视建立包括数学素养为核心内容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具体
的测试框架如表1。

1本文数据来自教育部“建立中小学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项目组，项目负责人：董奇、张民生、

刘坚。数据分析得到该项目数据组组长刘红云教授的大力支持，王哲、刘启蒙、郭衎、谢月、张云卿、张

新颜、周达等为本文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孙晓天教授主持北京数学教育讨论班对本文进行了专题讨



2

表1 国际大规模学业测验项目数学学科测试框架

评价项目 PISA[3] TIMSS[4] NAEP[5]

机构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

会（IEA）
美国国家教育数据统

计中心（NCES）

数学学科

框架

内容：变化和关系、空间和

图形、数量、不确定性和数

据

认知：构建数学情景，应用

数学概念、事实、程序和推

理，解释、应用和评价数学

结果

情境：个人的、职业的、社

会的和科学的情境

内容：

1）四年级：数字、
几何图形和测量、数据

表示；

2）八年级：数字、
代数、几何、数据和机

率

认知：了解、应用和推

理

内容：数的性质与运

算、测量、几何、数

据分析和统计与概

率、代数

认知：概念理解、程

序性知识、问题解决；

素养：推理、联系和

信息交流

在以上国际大规模测验项目中，除了学业测试外，还对学生、教师、校长进行问卷调

查，以期发现造成学业成绩差异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大都来源于两个层面：学校层面

和学生个人层面。在学校层面，大多以学校类型、学校办学客观条件、师生关系、学校环境、

教师队伍状况、教师教学观念及对学校教学管理的评价、校长教学管理、对教师专业发展的

支持等作为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在学生层面，多以学生背景、学生学习情况、学

生层面师生关系、学生学习动机、学习压力、学校归属感、学习方法和学习自信心等作为影

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

对比发现，大陆地区缺乏国家层面基于课程标准的学业测试。同时，各地开展的有关

学业成绩测试大多侧重于数学学科知识和解题能力，缺乏对影响因素的调查和分析，本文在

大陆地区数学常模测试项目的基础上，[6]对义务教育关键年级（三年级和八年级）的数学学

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当前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数学课程改革、数学教

学的改进和学生学习的评价等方面提供借鉴。通过该研究，旨在解决如下问题：（1）大陆
地区中小学生数学学业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2）不同地域之间、城
乡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3）影响学校间学生数学学业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
同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数学学业成绩。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测试法和调查问卷法。通过纸笔测验测查学生的学业水平外，通过问卷

调查了解影响学生数学学习的因素。

数据处理主要采用分层线性模型。

（一）抽样

本研究采用分层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的方式。各阶段抽样单元确定为：第一阶段，采用

分层PPS方法抽取县（市、区）；第二阶段，采用分层PPS方法抽取学校；第三阶段，采用随
机等距抽样方法抽取学生。抽样结果能够代表大陆地区总体情况和不同群体（东部、中部、

西部；城市、县镇、农村；）的情况。

（二）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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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地区共有140个区县的学生参加了数学学业水平测试，其中小学952所，初中446所；
四年级学生38312名，九年级学生21105名；2小学数学教师2008名，初中数学教师1648名；
小学校长1184名，初中校长597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