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MSS和 PISA 数学测评分析
框架比较分析*

王 鼎 李宝敏

� � �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上海学业水平考试和 PISA测评数据的综合素质评价的
研究”（项目批准号：14BGL125）成果之一。

2017年第 6期
（总第 359期）

Vol. 46
No6, 2017GLOBAL EDUCATION

摘要 随着数学课程改革的深化，以及学科核心素养在测评中的体现日益得到关注，大规模
数学测评分析框架的构建，特别是框架中数学内容领域和核心素养，以及两者的整合是值得
关注的地方。 本文对 PISA 数学测评及 TIMSS 数学测评（八年级） 在测评分析框架两个方
面———内容领域和过程领域上进行梳理分析。 本文指出两个测评在内容领域上呈现出共同的
核心内容，但在具体内容领域维度上试题分布存在着不同；在过程领域上，两者都注重问题解
决，但是 PISA数学测评有别于 TIMSS数学测评侧重以知识为线索的测评框架设计，体现出以
问题解决和核心素养为重心的测评框架设计模式。 本文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两种不同的框架设
计是来源于对课程的不同理解或关注，国内大规模数学测评分析框架应从测评学生应知应会
走向应能，同时着重体现问题解决过程中核心素养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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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大规模数学测评，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数学考试中，如何选择及有效
分布测评的内容及数学核心素养，以体现学生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时数学学
业成就及数学素养的水平，是令人关注，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其中
对于核心素养，学者们认识到其“必须能够指导教师日常教学、促进教育评价、指
引教育改革方向”，［1］并就相应模型，甚至学科能力相关要素表现等进行讨论（如
参考文献［1］［2］）。 但是如何在实践操作，特别是高利害性的大规模测试中如实
施，它和知识技能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这些细节的问题，从测评的角度，都
首要考虑的是测评系统分析框架的构建问题。 而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见。

在测评系统构建中，测评分析框架体现的就是对测评目标及相关维度的设
计。这为整个测评的开发和设计提供了一个平台。该平台围绕测评的目的，明确
测评的内容及相关表现。 对于测评框架，针对其所列出的框架内容及目标，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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