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明 

为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2021 年修订版）》，在教育部的统筹

协调下，2023 年 5 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组织开展了第三轮国家义

务教育科学学习质量监测工作。本次监测延续 2017 年、2020 年国家义务教育

科学学习质量监测的基本设计，以《义务教育小学科学（3-6 年级）课程标准（实

验稿）》《义务教育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

（2011 年版）》《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义务教育地理课

程标准（2011 年版）》为依据，突出能力导向，重点测查学生的科学理解能力、

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能力，以及学生的科学学习态度与习惯。监测结合国家

相关政策规定，对学校的科学教育教学状况进行调查，以反映各地科学课程的实

施状况与国家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你省”）固原市（以下简称“你市”）

原州区（以下简称“你县”）共抽取 12 所小学的 360 名四年级学生、8 所中学

的 238 名八年级学生。除极少数区县由于样本数量有限之外，县域报告中的数

据结果能够基本反映样本县义务教育质量的整体情况。 

监测旨在诊断、改进、引导教育质量提升。有效发挥监测功能，关键在于建

立结果运用机制。通过监测结果运用，区域能够找到一把“尺子”——评价教育

质量和均衡发展的标准，摸准自己的“位子”——在全国、本省、本市的坐标系

中的相对位置，寻找突破的“口子”——教育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为改进、提升

教育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建议你县督导、基教、教研、财务、人事等相关

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共同认真研读监测报告，深入理解报告内容，读懂报告数字

背后反映的真实问题，按照问题解决涉及的主要层级对问题进行归类，以从区县、

学校等各个层级把握问题全貌，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拿出切

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扎实落实，从而推动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的改进与提升。 

本报告供你县内部参考和使用，未经许可不得对社会公布有关数据和结果。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二〇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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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1. 科学成绩：你县四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平均分为 548 分，高于你市平均

分 18 分，高于你省平均分 35 分，高于全国平均分 37 分，高于 2020 年平均分

68 分，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8 星；八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平均分为 462 分，低

于你市平均分 27 分，低于你省平均分 18 分，低于全国平均分 36 分，高于 2020

年平均分 34 分，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4 星。你县八年级学生的物理成绩平均分

为 183 分，低于你市平均分 15 分，低于你省平均分 10 分，低于全国平均分 18

分，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4 星；生物成绩平均分为 183 分，低于你市平均分 13

分，低于你省平均分 8 分，低于全国平均分 16 分，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5 星；

地理成绩平均分为 185 分，低于你市平均分 13 分，低于你省平均分 8 分，低于

全国平均分 16 分，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4 星。 

2. 科学学业表现：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

例为 92.5%，高于你市 7.3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11.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2.4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19.1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八年级学

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为80.2%，低于你市4.3个百分点，

高于你省 0.8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1.0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17.2 个百分点，

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6 星。你县八年级学生物理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

的比例为 76.5%，低于你市 6.2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1.3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4.0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4 星；生物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

比例为 77.6%，低于你市 5.2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1.2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3.5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5 星；地理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

为 78.8%，低于你市 4.8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0.5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1.9 个

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6 星。 

3. 科学学业均衡：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成绩校间差异为 21.1%，在全国所

处的等级为 4 星；八年级学生科学成绩校间差异为 17.2%，在全国所处的等级

为 6 星。 

4. 科学学习兴趣：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97.8%，低于你市 0.8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1.0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6.1 个百

分点，高于 2020 年 21.5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你县八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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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理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98.4%，高于你市 0.1 个百分点，高于

你省 2.9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0.5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21.0 个百分点，

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八年级学生生物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98.6%，高于你市 0.9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3.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0.4 个百

分点，高于 2020 年 22.1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八年级学生

地理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91.9%，低于你市 0.6 个百分点，高于你

省 4.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3.8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28.1 个百分点，在

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 

5. 科学学习习惯：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习惯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为

91.0%，高于你市 3.6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8.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7.6 个百

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习惯好和较好的比例之

和为 61.8%，低于你市 9.0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3.7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1.2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8 星。 

6. 科学周课时数：你县四年级科学周课时数符合教育部规定（每周2~3节）

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相同，高于你省 0.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0.9 个

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24.2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八年级物

理周课时数超过教育部规定（每周 4 节及以上）的学校比例为 9.6%，高于你市

7.2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15.1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31.3 个百分点，低于 2020

年 33.0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1。 

7. 学生动手实验（科学、物理、生物）或外出考察（地理）：你县四年级学

生在科学课上做过 3 次及以上动手实验的比例为 81.6%，高于你市 0.8 个百分

点，高于你省 4.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7.5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47.4 个

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你县八年级学生在物理课上做过 3 次及以

上动手实验的比例为 69.2%，低于你市 3.0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3.4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19.7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35.1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在生物课上做过 3 次及以上动手实验的比例为 72.6%，高于你市 7.0 个百

分点，高于你省 14.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33.2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44.4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在地理课上有过 3 次及以上外出考察、

实践或调查的比例为 35.4%，低于你市 1.4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7.8 个百分点，

 
1 “物理周课时数超标率”位置越靠前，代表该县物理周课时数超标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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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全国 15.8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28.2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 

8. 教师对学生动手实验的讲解指导：你县四年级科学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

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7.3 个百

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你县八年级物理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

解、有指导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

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生物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

比例为 100%，与你市相同，高于你省 0.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3.5 个百分点，

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 

9. 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你县四年级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高和较高的

比例之和为 91.4%，高于你市 0.1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1.8 个百分点，高于全

国 16.7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58.9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10 星。

你县八年级物理教师探究教学水平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86.0%，低于你市 3.6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0.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3.7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32.3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生物教师探究教学水平高和较高的比例之

和为 83.2%，低于你市 5.3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0.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6.1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45.3 个百分点，在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地理教师

探究教学水平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84.4%，低于你市 2.4 个百分点，高于你

省 3.9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0.7 个百分点，高于 2020 年 58.4 个百分点，在

全国所处的等级为 9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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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科学学业表现状况 

科学学业表现是指学生经过一定阶段的科学学习后，所具有的运用科学知识

和技能的综合能力水平，是学生获得全面发展，适应未来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

要基础。 

本部分主要呈现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的总体表现，学生在科学理解

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能力等指标上的表现，以及八年级学生在物理、

生物、地理三个学科2上的表现状况。 

（一）学生科学学业总体表现 

本次监测采用量尺分数和水平等级两种方式呈现学生的科学学业表现。 

量尺分数是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采用项目反应理论模型得到学生能力分数

后再转换成的测验标准分数。量尺分数具有不受测试题目差异和题目难度影响的

特点，从而使得在同一监测年度中完成不同题本的学生分数具有可比性。同时，

经过等值技术处理，可进行年度纵向比较。 

水平等级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学生分数的具体含义，依据《科学课程标准》《物

理课程标准》《生物课程标准》《地理课程标准》的要求，采用国际通用的程序和

技术方法，将学生科学成绩划分为四个水平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水平Ⅳ（优秀）、

水平Ⅲ（良好）、水平Ⅱ（中等）和水平Ⅰ（待提高）。四个水平等级的内涵见表

1、表 2。 

 
2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深化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改革的指导意见》（浙教办基〔2015〕

81号），浙江中小学科学课程均为合科教学；同时根据学生问卷的调查结果及实际了解，除

浙江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和兵团小学科学课程均为合科教学，中学科学课程以分科（物理、生

物、地理）教学为主。本报告除在学生学业表现部分按照科学测查内容切分为物理、生物、

地理三个学科呈现了全国八年级学生的科学学业表现以外，其他指标在分学科呈现全国状况

时均未纳入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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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业水平等级内涵描述 

 

表2 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水平等级内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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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学生的科学成绩平均分为 548 分，高于你市平

均分 18 分，高于你省平均分 35 分，高于全国平均分 37 分；八年级学生的科学

成绩平均分为 462 分，低于你市平均分 27 分，低于你省平均分 18 分，低于全

国平均分 36 分。 

 

图1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成绩 

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为 92.5%，高于

你市 7.3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11.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2.4 个百分点；达到

良好和优秀水平的比例之和为 65.1%，高于你市 9.2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16.0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6.7 个百分点。你县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

以上水平的比例为 80.2%，低于你市 4.3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0.8 个百分点，

低于全国 1.0 个百分点；达到良好和优秀水平的比例之和为 26.2%，低于你市

12.1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9.5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18.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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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水平分布情况 

注：由于小数点后数值按四舍五入取值，部分指标百分比加总之和可能不等于 100%，

下同。 

（二）学生在科学学业不同指标上的表现 

本次监测的学生科学学业表现包括科学理解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

能力等指标。同时，八年级学生的科学学业表现还将分别从物理、生物、地理三

个学科进行呈现。 

具体而言，科学理解能力是指学生认识科学概念和规律的基本能力，是其解

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科学探究能力是指学生能够基于观察和实验

提出科学问题、形成猜想和假设、设计实验和制定方案、获取和处理信息、基于

证据得出结论并做出解释，以及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交流、评估和反思的

能力。科学思维能力是指学生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抽

象概括建构模型，以及运用推理论证等方法，基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观

点和结论提出质疑和判断，进行检验和修正。 

本次监测将学生在每个科学学业分指标上的成绩也分别划分为四个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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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从高到低依次为：水平Ⅳ（优秀）、水平Ⅲ（良好）、水平Ⅱ（中等）和水平

Ⅰ（待提高）。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理解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能

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94.6%、92.5%、93.2%；八年级学生科

学理解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87.0%、69.9%、79.0%。 

 

图3 四年级学生在科学学业分指标上的表现水平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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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八年级学生在科学学业分指标上的表现水平分布情况 

你县八年级学生的物理、生物、地理成绩平均分分别为 183 分、18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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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八年级学生物理、生物、地理学业表现水平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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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成绩年度比较情况 

2023 年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为

92.5%，高于 2020 年 19.1 个百分点；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

上水平的比例为 80.2%，高于 2020 年 17.2 个百分点。 

 

图7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水平年度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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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科学学业均衡状况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促进教育公平是我国的基本教育政策。教

育公平的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目标就是要切实缩小校

间差异，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办好每一所学校，促进每一个

学生健康成长。 

本部分聚焦学生科学学业的均衡状况，主要呈现县域内校间差异。 

区县层面的学生成绩的总体差异可以分为校间差异和校内差异，它们分别反

映了学校之间和校内学生之间成绩的不平衡状态。本报告采用“校间差异占总体

差异的比例”（以下简称“校间差异”）来反映县域内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均衡状

况。校间差异较小，说明县域内不同学校的学生成绩相差不大，县域内教育质量

均衡状况较好；校间差异较大，说明县域内不同学校的学生成绩相差较大，县域

内教育质量均衡状况较差。 

为了清晰地阐释校间差异与科学学业的关系，本报告呈现了全国参测县3学

生科学学业成绩与校间差异的散点图，其中红色圆点代表你县，黄色圆点代表你

省其他参测县，蓝色圆点代表你省以外的其他参测县。图中横向两条虚线分别代

表所有参测样本县的科学平均成绩上下 1 个标准差；纵向的两条虚线，左边一

条代表校间差异较小的临界值（10%），右边一条代表校间差异较大的临界值

（20%）。这四条线将所有参测县划分为“校间差异较小，学业成绩较高”“校间

差异较小，学业成绩中等”“校间差异较小，学业成绩较低”“校间差异中等，学

业成绩较高”“校间差异中等，学业成绩中等”“校间差异中等，学业成绩较低”

“校间差异较大，学业成绩较高”“校间差异较大，学业成绩中等”“校间差异较

大，学业成绩较低”共 9 个区域。 

 
3 在有效的 811 个参测县中，有 2 个参测县仅抽取一所小学，有 9 个参测县仅抽取一所中

学，无法计算校间差异，因此，四年级呈现 809 个参测县、八年级呈现 802个参测县的校间

差异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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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四年级科学校间差异与科学学业成绩 

 

图9 八年级科学校间差异与科学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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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八年级物理校间差异与物理学业成绩 

 

图11 八年级生物校间差异与生物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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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八年级地理校间差异与地理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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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绩分别为 215 分、210 分、211 分，分别高出学习兴趣低的学生 62 分、

59 分、58 分。 

 

图13 全国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图14 全国八年级学生物理、生物、地理学习兴趣与相应科学成绩的关系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97.8%，低于你市 0.8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1.0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6.1 个百

分点。你县八年级学生物理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98.4%，高于你市

451
476

500
521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科
学
成
绩
（
分
）

兴趣低 兴趣较低 兴趣较高 兴趣高

153 151 153

175 178
188

197 195 201
215 210 211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物理 生物 地理

科
学
成
绩
（
分
）

兴趣低 兴趣较低 兴趣较高 兴趣高



17 

 

0.1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2.9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0.5 个百分点；八年级学生

生物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为 98.6%，高于你市 0.9 个百分点，高于你

省 3.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0.4 个百分点；八年级学生地理学习兴趣高和较高

的比例之和为 91.9%，低于你市 0.6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4.3 个百分点，高于

全国 13.8 个百分点。 

 

图15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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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科学学习自信心 

本次监测主要从学生学习科学的感受，学习科学知识的表现等方面调查了学

生的科学学习自信心，如学生对自己能否学好科学、能否较快地接受科学知识的

自我感受等。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将学生的科学学习自信心划分为四种类型，

分别是：自信心高、自信心较高、自信心较低和自信心低。 

将学生科学学习自信心和科学成绩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科学学习自信

心高的学生，科学成绩相对较高。四年级科学学习自信心高的学生科学成绩为

534 分，高出科学学习自信心低的学生 40 分；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学习自

信心高的学生物理、生物、地理成绩分别为 236 分、228 分、229 分，分别高

出学习自信心低的学生 62 分、64 分、57 分。 

 

图16 全国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自信心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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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全国八年级学生物理、生物、地理学习自信心与相应科学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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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自信心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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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523 分、513 分，分别高出科学学习习惯待改进的学生 39 分、67 分。 

 

图19 全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习惯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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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习惯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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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八年级学生期望从事科学职业的情况 

（五）年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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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年度比较情况 

2. 科学学习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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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自信心年度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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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课时所占比例应在 8%~10%之间，经过核算，四年级每周科学课

时数应为 2~3节，八年级每周物理课时数应为 2~3节，生物课时数应为 2~3节，

地理课时数应为 1~2 节。为客观反映常规教学状况，本次监测通过学生问卷对

四年级科学周课时数和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周课时数进行测查。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科学周课时数符合教育部规定（每周 2~3 节）

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相同，高于你省 0.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0.9 个

百分点。你县八年级物理周课时数超过教育部规定（每周 4 节及以上）的学校比

例为 9.6%，高于你市 7.2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15.1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 31.3

个百分点；八年级生物周课时数符合教育部规定（每周 2~3 节）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相同，高于你省 2.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4.7 个百分点。 

 

图24 四年级科学，八年级物理、生物周课时数分布情况 

你县八年级地理周课时数为 1 节的学校比例为 0%，2 节的学校比例为

100%，3 节的学校比例为 0%，4 节及以上的学校比例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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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八年级地理周课时数分布情况 

（二）学生动手实验（科学、物理、生物）或外出考察（地理） 

本次监测通过学生问卷对四年级学生在科学课上，八年级学生在物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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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51 分；八年级物理、生物课动手实验及地理课外出考察 6 次及以上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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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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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全国四年级学生科学课动手实验的频次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图27 全国八年级学生动手实验或外出考察的频次与相应科学成绩的关系 

注：物理、生物为动手实验的频次，地理为外出考察、实践或调查的频次，下同。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学生在科学课上做过 3 次及以上动手实验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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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你省 14.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33.2 个百分点；在地理课上有过 3 次及以

上外出考察、实践或调查的比例为 35.4%，低于你市 1.4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7.8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5.8 个百分点。 

 

图28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课动手实验或外出考察的频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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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动手实验的讲解指导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有讲解、有指导，有讲解、

无指导，无讲解、有指导，无讲解、无指导。 

将科学教师讲解、指导学生动手实验的情况和学生科学成绩进行关联分析，

结果发现，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教师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学生科学成绩相对

较高。四年级科学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其学生科学成

绩为 516 分，高出无讲解、无指导的学校学生 87 分；八年级物理、生物教师在

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其学生物理、生物成绩分别为 202 分、

200 分，分别高出无讲解、无指导的学校学生 77 分、41 分。 

 

图29 全国四年级科学教师讲解、指导学生动手实验情况与学生科学成绩的关系 

429 423
450

516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科
学
成
绩
（
分
）

无讲解、无指导 有讲解、无指导 无讲解、有指导 有讲解、有指导



31 

 

 

图30 全国八年级物理、生物教师讲解、指导学生动手实验情况与学生相应科学成绩的关系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科学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

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7.3 个百分点。你县八年级物理

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

高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八年级生物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

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相同，高于你省 0.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3.5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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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四年级、八年级教师讲解、指导学生动手实验情况 

（四）科学实验教学资源 

本次监测对学校实验室、实验仪器设备的配备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测查，以了

解中小学校科学实验教学相关资源的配备与使用状况。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配备科学实验室的学校比例为 100%，高于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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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经常使用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比例为 77.3%，低于你市 4.3 个百分点，

低于你省 8.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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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县八年级配备物理实验室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相同，高于你省

0.9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0.6 个百分点；配备物理实验仪器设备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0.2 个百分点。在配备了物理实验教学资

源的学校中，八年级物理教师经常使用物理实验室的比例为 71.1%，低于你市

10.8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1.8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4.3 个百分点；经常使用物

理实验仪器设备的比例为 93.2%，高于你市 1.7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4.7 个百

分点，高于全国 22.1 个百分点。你县八年级配备生物实验室的学校比例为 100%，

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1.3 个百分点；配备生物实验仪器设备的学校比例

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0.7 个百分点。在配备了生物实验教学

资源的学校中，八年级生物教师经常使用生物实验室的比例为 58.8%，低于你

市 12.5 个百分点，低于你省 6.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3.0 个百分点；经常使

用生物实验仪器设备的比例为 74.5%，低于你市 0.8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6.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27.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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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四年级、八年级教师经常使用科学实验教学资源的比例 

（五）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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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和探究教学水平低。 

将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和学生科学成绩进行关联分析，结果发现，探究教

学水平高的科学教师所教学生的科学成绩相对较高。全国四年级科学探究教学水

平高的教师所教学生的科学成绩为 532 分，高出探究教学水平低的教师所教学

生 58 分；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探究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所教学生的成绩分别

为 213 分、207 分、209 分，分别高出探究教学水平低的教师所教学生 55 分、

29 分、28 分。 

 

图33 全国四年级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与学生科学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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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全国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教师探究教学水平与学生相应科学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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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四年级、八年级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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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监测通过教师问卷对四年级科学教师，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教师最

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认为最有帮助的培训、教研形式，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内

容，以及区县科学教研员配备与到校指导的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测查，以了解各地

科学教师培训和教研活动开展的状况。 

1. 科学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科学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排在前三位的

依次是“实验室活动教学”“课程标准”“教育信息技术运用”。 

你县八年级物理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课程标

准”“物理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教学评价”；生物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

内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课程标准”“生物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教学方法”；

地理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课程标准”“教育信息

技术运用”“探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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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四年级科学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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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八年级物理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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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八年级生物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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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八年级地理教师最希望得到培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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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次是“教学观摩”“校际交流学习、参观考察”“实践培训”；生物教师认为

对生物教育教学最有帮助的培训形式，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实践培训”“教学

观摩”“参与式研讨”；地理教师认为对地理教育教学最有帮助的培训形式，排在

前三位的依次是“教学观摩”“实践培训”“校际交流学习、参观考察”。 

 

图40 四年级科学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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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八年级物理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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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八年级生物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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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八年级地理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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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次是“集体备课”“优秀教师观摩课”“上公开课、示范课”。 

 

图44 四年级科学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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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八年级物理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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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八年级生物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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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八年级地理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形式 

15.3

12.3

31.9

14.3

29.5

37.6

13.0

37.8

56.3

42.8

75.3

58.6

16.8

14.6

44.7

16.3

33.7

40.3

20.8

44.7

58.6

47.1

75.5

63.7

7.6

10.2

21.6

9.6

29.3

30.7

7.7

36.0

46.4

43.8

71.5

58.2

6.9

13.7

13.9

4.1

18.0

20.3

0

24.2

58.0

33.2

62.7

63.7

0 20 40 60 80 100

赛课

名师工作室

同课异构

网络远程研修

校际交流

观看名师教学录像

报告、讲座

专题研讨

上公开课、示范课

说课、评课

优秀教师观摩课

集体备课

人数比例（%）

你县 你市 你省 全国



51 

 

4. 科学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内容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科学教师认为对教育教学最有帮助的科学教研内

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教学方法改进”“教科书解读分析”“教学活动设计和

组织”。 

你县八年级物理教师认为对教育教学最有帮助的物理教研内容，排在前三位

的依次是“教学活动设计和组织”“教学方法改进”“学生学习研究”；生物教师

认为对教育教学最有帮助的生物教研内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教科书解读分

析”“教学问题解决”“教学活动设计和组织”；地理教师认为对教育教学最有帮

助的地理教研内容，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教学活动设计和组织”“教学方法改

进”“作业设计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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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四年级科学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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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八年级物理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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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八年级生物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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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八年级地理教师认为最有帮助的教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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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县教研员配备与指导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你县四年级配备了区县科学教研员，四年级报告本学期区县

科学教研员曾到校指导科学教学工作的教师比例为 100%，与你市、你省和全国

相同；八年级配备了区县物理教研员，八年级报告本学期区县物理教研员曾到校

指导物理教学工作的教师比例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1.4 个百

分点；八年级配备了区县生物教研员，八年级报告本学期区县生物教研员曾到校

指导生物教学工作的教师比例为 100%，与你市和你省相同，高于全国 2.8 个百

分点；八年级配备了区县地理教研员，八年级报告本学期区县地理教研员曾到校

指导地理教学工作的教师比例为 100%，高于你市 28.4 个百分点，高于你省

10.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4.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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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四年级、八年级教师报告所在区县科学教研员到校指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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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你县四年级科学，八年级物理、生物周课时数年度比较情况 

2023年你县八年级地理周课时数为1~2节的学校比例为100%，高于2020

年 17.5 个百分点。 

 

图54 你县八年级地理周课时数年度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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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课上有过 3 次及以上外出考察、实践或调查的比例为 35.4%，高于 2020

年 28.2 个百分点。 

 

图55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动手实验或外出考察频次年度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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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生物实验仪器设备的学校比例为 100%，与 2020 年相同。在配备了生物实

验教学资源的学校中，八年级生物教师经常使用生物实验室的比例为 58.8%，

高于 2020 年 9.5 个百分点；经常使用生物实验仪器设备的比例为 74.5%，高

于 2020 年 8.3 个百分点。 

 

图56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教师经常使用科学实验教学资源比例的年度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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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年度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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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县星级评定以样本县结果为标尺，将协议区县各指标的计算结果与该标

尺进行对照，将结果相等或最近似样本县的星级作为该协议县的星级。 

你县科学学习质量的综合状况如下： 

表3 你县四年级、八年级的科学学习质量综合状况 

监测指标 
四年级 八年级 

科学 科学 物理 生物 地理 

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 

学业成绩 
8★ 4★ 4★ 5★ 4★ 

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 

学业表现水平中等及以上的比例 
9★ 6★ 4★ 5★ 6★ 

科学学业均衡 4★ 6★ / / / 

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 

学习兴趣 
9★ / 10★ 10★ 9★ 

科学学习习惯 10★ 8★ / / / 

科学周课时数达标率 10★ / / / / 

物理周课时数超标率 / / 9★ / / 

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课 

学生动手实验或外出考察 
9★ / 9★ 10★ 9★ 

科学（或物理、生物） 

教师讲解指导实验 
10★ / 10★ 10★ / 

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 

教师探究教学水平 
10★ / 9★ 9★ 9★ 

注：1.由于浙江省八年级开设综合科学课程，故八年级各个分科指标的状况中均不包含

浙江省区县。 

2.“物理周课时数超标率”位置越靠前，代表该县物理周课时数超标率越低。 

3.由于全国各省（区县）八年级生物、地理周课时数基本都达到教育部《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规定，故不呈现生物、地理课时达标率的状况。 

指标说明： 

“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学业成绩”是指该县学生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

学业成绩量尺分数的平均值；“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学业表现水平中等及以上的比

例”是指该县学生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学业表现水平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

“科学学业均衡”是指该县科学学业成绩的校间差异占总体差异的比例；“科学（或物理、

生物、地理）学习兴趣”是指该县学生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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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和；“科学学习习惯”是指该县学生科学学习习惯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科学周课时数

达标率”是指该县学校每周开设 2~3节科学课的比例；“物理周课时数超标率”是指该县学

校每周开设 4 节及以上物理课的比例；“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课学生动手实验或外

出考察”是指该县学生在科学、物理、生物课上做过 3次及以上动手实验的比例或地理课上

有过 3次及以上外出考察、实践或调查的比例；“科学（或物理、生物）教师讲解指导实验”

是指该县科学（或物理、生物）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做到有讲解、有指导的比例；“科学

（或物理、生物、地理）教师探究教学水平”是指该县科学（或物理、生物、地理）教师探

究教学水平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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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023 年科学学习质量监测概述 

一、监测内容 

2023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学生的科学学习质量。本

次监测按照标准化流程和相关规范要求开展，监测指标和工具经过反复论证与多

轮次修订，测试流程经过国家监测的实践检验。2023 年科学学习质量监测指标

与工具的具体内容如下： 

表4 科学学习质量监测的指标与工具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工具 

学生科学学业 

表现状况 
科学理解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能力 科学测试卷 

学生科学学业 

均衡状况 
县域内校间差异 科学测试卷 

学生科学学习 

态度与习惯 

科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自信心、科学学习习惯、 

学生从事科学工作的意愿 
学生问卷 

学校科学教育 

教学状况 

科学周课时数、学生动手实验或外出考察、 

教师对学生动手实验的讲解指导、科学实验教学资源、 

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科学教师的培训与教研 

学生问卷 

教师问卷 

校长问卷 

二、你县的监测样本 

基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学生量大、面广的特点，本次监测采取三阶段

分层不等概率方式抽取样本。一是抽取县（市、区，以下简称“县”）：根据各县

的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和教育发展状况，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下简称“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抽取了 337 个县4；

二是抽取学校：根据学校地理位置、学校性质和学校规模，采用按规模大小成比

例的概率抽样（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简称PPS 抽样）

方法，在全国各样本县共抽取了 4176 所小学和 2552 所初中；三是抽取学生：

在每所样本学校的四年级和八年级随机抽取学生，原则上每所学校抽取 30 名学

 
4 按照监测数据采集与统计分析技术标准和国际通行技术规范，全国有 11 个样本县的监测

数据不符合有关技术要求，故本报告所呈现结果(全国均值及相关省份数据)未包含该 11 县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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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测，全国共抽取了 118658 名四年级学生和 76921 名八年级学生。 

本次监测全国学生总体的抽样误差在 1.0%以内，绝大部分省域的抽样误差

在 4.0%以内。此样本能代表全国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情况。监测数据能基本

反映各省、地市和区县的整体情况。监测同时抽取了参测学校校长、四年级科学

教师和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教师参加问卷填答。 

除此之外，有 19 个省的 485 个协议县也参加了测试，包括 5961 所小学的

169851 名四年级学生和 3646 所初中的 107726 名八年级学生。 

本次监测你县有效参测样本的情况如下： 

表5 参测人员情况统计（单位：人） 

年级 
科学参测

学生 
科学教师 物理教师 生物教师 地理教师 校长 

四年级 360 34 / / / 12 

八年级 238 / 36 24 22 8 

合计 598 34 36 24 22 20 

注：由于你县参测的校长人数较少，故本报告中不呈现校长自身状况的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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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2023年国家义务教育科学学习质量监测工作在教育部统筹指导下圆满完成。

国内外百余所相关机构的科研人员、中小学教研员、教师、校长等参与了监测指

标修订、工具研发等工作，为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专业支持；全国 31 个

省和兵团、337 个样本县的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督导部门承担了本地区的测试组

织工作，为监测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科大讯飞在实施进展管理系统、问卷调查

系统的更新和完善过程中给予了技术支持。参加测试和调查的 46 万余名学生，

2 万余名四年级、八年级科学教师，5 万 7 千余名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教师，

以及 1 万 6 千余名校长为反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科学学习质量状况及学校

科学教育教学状况提供了数据信息。 

在此，对以上为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辛勤付出的科研人员、教育行政

与管理人员、中小学教研员、教师、校长和学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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