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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监测基本情况

  根据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4年四川省基础教育数学

学业质量监测的通知》,四川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和四川

省基础教育监测评估中心共同组织实施了2014年四川省基础教育小学

数学学业质量监测试点。

现将监测基本情况说明如下:

一、监测目的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国家、四川

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按照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部署

和要求,深入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探索建立具有四川特

色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网络体系和评估制度。通过教育质量监测,

掌握全省义务教育质量现状,逐步完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库,以服

务教育决策、指导教育教学实践、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共同营造实施素质教育的良好氛围。引导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探索的创新

精神及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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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内容

2014年,四川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内容为小学数学学业质量及

其影响因素。

(一)小学数学学业发展水平

根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

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及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本

次监测的数学学业发展水平包括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

值观三个维度,具体监测指标见表1。

表1 小学数学学业发展水平监测指标

监测框架 具体监测指标

知识与技能
内容维度 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

能力维度 了解、理解、掌握、运用

过程与方法 合作交流、独立思考、反思质疑

情感态度价值观
好奇心与求知欲、成功体验与自信心、

了解数学价值、科学态度

学业发展水平测验框架研制过程如下:

首先,研制形成三个版本的学业发展水平测验框架。项目组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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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监测基本情况

听取专家意见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认真领会课程标准要求,立

足于基于问题解决的数学学业发展水平测验,分别拟定了适用于人教

版、北师版、西师版3个版本教材的四川省小学五年级数学学业质量监

测工具框架 (学业发展水平测验部分)。这确保了所形成的测验框架以

知识技能为载体,以数学思维为方法,全面体现课程标准精神,突出课

程标准核心要求,尊重学生的发展,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其次,合并3个版本的学业发展水平测验框架。项目组在征求各版

本教材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充分的讨论,寻找3个版本教材在

知识技能上的共同点,最终综合形成了3个版本教材的四川省小学五年

级数学学业质量监测工具框架 (学业发展水平测验部分)。测验框架包

括4个一级学习主题,9个二级学习主题,42个具体的内容标准。4个

一级学习主题为数与代数、空间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其

中,数与代数包括数的认识、数的运算、式与方程、探索规律4个二级

学习主题,图形与几何包括图形的认识、测量、运动3个二级学习主

题,统计与概率包括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简单数据统计过程2个二

级学习主题。测验框架还包括内容标准的课标描述和在3个版本教材中

的分布情况。

最后,项目组按照能力标准的要求,细化学业发展水平测验框架中

的内容标准。项目组根据内容标准中对认知维度进行表述的动词,将其

进行拆分,保证每条内容标准只有一个描述结果目标的行为动词。然

后,按照行为动词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层次及其之间的关系,将每条内容

标准划分为不同的能力要求维度,最终覆盖了解、理解、掌握、运用4

个能力要求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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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数学学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

小学数学学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学校、教师和学生三个方

面,具体监测框架见表2。

表2 小学数学学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监测指标

监测框架 具体监测指标

学生因素 性别、户籍、流动性等

教师因素
教龄、学历、教学资源的使用情况、教学行为、

自我效能感、职业满意度等

学校因素 城乡分类、办学类型、办学条件、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程度等

影响因素框架研制过程如下:

项目组在借鉴 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

ment,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TIMSS (The
 

Trends
 

in
 

Interna-

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国际数学和科学评测趋势的缩

写)和国内有关学业质量监测背景问卷框架的基础上,充分理解领会近

年来国家和省重要文件 (如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

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精神,按照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要求 (重点是实

施建议部分),拟定了四川省小学数学学业质量监测背景问卷框架。背

景问卷框架共包括2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16

个四级指标和3个五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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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监测基本情况

三、监测工具

(一)监测工具研制过程

1.命题及编制问卷

  项目组组织相关专家,命制了四川省小学五年级数学学业发展水平

测验试题。每道试题包含题目内容、标准答案、所属题型、所属学习主

题、所属内容标准、所属能力要求维度、预估难度和评分说明共8个要

素。评分说明是项目组在借鉴PISA、TIMSS和国内有关学业质量监测

试题评分说明的基础上编写完成的,每道题目的评分说明包括得分和每

种得分所有可能的情况。评分说明能够降低评分者评分结果的主观性和

随意性,提高评分结果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项目组负责命题的专家以小组讨论和集体审定相结合的方式,对试

题集中所有题目进行了内部审定。内部审定重点检查了所有题目是否达

到命题要求,并主要针对题目的科学性、准确性、公平性、适用性进行

审查。根据实际情况,对题目进行了适当的修改。项目组邀请经验丰富

的数学学科专家从题目的知识内容方面对题目进行审查,语文学科专家

从题目的表述方面对题目进行审查。项目组组织相关专家根据审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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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题目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项目组筛选了质量较好的题目,组合成3套平行的小学五年级数学

学业发展水平测验试卷。每套试卷的满分为100分,完成时间60分钟。

3套试卷的所有题目覆盖了所有的内容标准。每套试卷的题目都覆盖了

所有一级的学习主题 (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

践),并且试卷之间具有相似的题型结构和总体难度水平。同时,编写

了3套试卷的评分说明和双向细目表。

项目组依据四川省小学五年级数学学业发展水平背景问卷框架,编

写问卷题目,组合形成了学生问卷、教师问卷和校长问卷。问卷主要测

查了学生的基本信息、学生学习数学的情感态度和影响数学学习的因

素。

项目组经过充分研讨、论证,对背景问卷的题目进行了审定。项目

组还邀请了一线的小学教师、小学学生对背景问卷进行了试读,并根据

教师和学生的反馈,对背景问卷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

2.工具预试及质量分析

项目组在巴中市恩阳区开展了较大范围的集体预试,共选取了

1800名小学六年级学生、48名教师、18名校长进行测查。其主要目的

是为了考查测验框架和监测工具的适用性 (包括题目、指导语和评分说

明等),并对监测工具的信效度、题目的难度、区分度等测量学指标进

行检验,同时考查学生完成测查的时间。

预试后,项目组组织专业人员对预试数据进行了全面、准确的分

析。分析结果包括选择题的选项分布、题目难度及分布、题目区分度及

分布、整体及分维度信度、得分分布等。根据监测工具质量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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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监测基本情况

项目组组织专家对试卷和问卷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并形成了最终用于正

式施测的监测工具。

(二)正式施测的监测工具

监测工具包括学业发展水平测试卷和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学业发展

水平测试卷包括两套平行测试卷,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包括学生问卷、数

学教师问卷、校长问卷。监测工具信效度较高 (如测试卷A、B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44、0.842),题目区分度较高,难度分布合理,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良好的测量学指标。两套学业发展水平测试卷各内

容维度的题目分布见表3。

表3 学业发展水平测试卷题目分布

内容维度

A卷 B卷

题量百分比
(%)

分值百分比
(%)

题量百分比
(%)

分值百分比
(%)

数与代数 46 39 54 59

图形与几何 38 44 35 34

统计与概率 12 15 8 5

综合与实践 4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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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测对象

本次监测的对象包括学生、教师和校长。学生为样本校五年级学生

(实测时为六年级学生),但不包含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和用少数民族语

言教学和测试的学生;教师为样本校全体小学数学教师;校长为样本校

校长或分管副校长。

按照开展大规模教育统计调查必须科学、效率、便利的基本要求,

本次监测采取分层两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首先,以学校所在地区为

显性分层变量,以专任教师中本科学历以上教师比例和生均教学仪器设

备资产值为隐性分层变量,采用不等概率的抽样方法抽取学校。其次,

在每个样本校内,以学生性别作为隐性分层变量,分别采用随机抽样方

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学生。最后,通过计算权重,并对样本数据加权,从

而使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样本县的状况,但不能精确代表各样本校

学生的整体状况。

经济十强县共抽测了5982名五年级学生、2125名数学教师和120

名校长,具体样本分布见表4至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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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监测基本情况

表4 样本学校、人员情况统计

对象 数量 (所或人)

学校 120

学生 5982

教师 2125

校长 120

表5 样本学校和学生所在地分布统计

学校城乡类型 学校数 (个) 学生数 (人)

城镇 55 2901

镇区 48 2390

乡村 17 691

表6 样本学生基本信息统计

变量名称

性别 户口所在地 就读方式

男 女 城镇 镇区 乡村
父母本
地,本
地上学

父母外
地,本
地上学

父母外
地,外
地上学

父母本
地,外
地上学

人数 (人) 3030 2800 1657 1932 2076 4387 406 516 531

百分比 (%) 52.0 48.0 29.2 34.1 36.6 75.1 7.0 8.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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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样本教师基本信息统计

变量名称 教师数 (人) 百分比 (%)

性别
男 633 31.9

女 1352 68.1

教龄

5年以内 215 10.4

5-9年 223 10.8

10-15年 367 17.7

16-20年 411 19.9

21年以上 853 41.2

年龄

25岁以下 95 4.6

25-29岁 239 11.6

30-39岁 772 37.3

40-49岁 643 31.1

50-59岁 320 15.5

职称

小学一级 (中学二级) 700 33.8

小学高级 (中学一级) 1178 56.9

中学高级 53 2.6

正高级 1 0.0

未评职称 140 6.8

学历

高中 (中师、中专) 64 3.1

大专 875 42.3

本科 1124 54.3

研究生 8 0.4

  注:此处的教龄是指所有参加问卷测试的教师的教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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