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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的

统筹协调下，2020 年 9 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组织开展了第二轮国

家义务教育德育状况监测工作。 

本次监测延续 2017 年第一轮国家义务教育德育状况监测的基本设计，以国

家德育相关政策、品德课程及相关课程标准等为依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其中，重点测查学生的价值观状况、学生行为规范的日常表现状况、学生对国

情常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状况、学生的法律素养状况。监测还结合国家

相关政策规定，对学校道德与法治课教育教学状况和学校德育工作状况进行调查，

反映全国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实施以及国家德育相关的政策落实状况。 

本次监测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31 个样本

县、市、区的 4012所小学、2523所初中开展，共对 116328名五年级学生和 78856

名九年级学生①进行了测查。全国学生总体抽样误差控制在 1.0%以内，此样本能

代表全国五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情况。同时，监测还抽取了样本学校校长，参测

学生在四年级、八年级时相应的德育教师和班主任教师参加问卷调查，实际参测

的四年级、八年级德育教师分别为 11097名、5761名，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教

师分别为 15943名、19496名，小学、初中校长分别为 4009名、2522名。 

国内外百余所相关机构的德育、儿童发展心理学、教育与心理测量、课程与

教学论、教育政策、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法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各领域

的专家，以及地方教育行政人员、中小学教研员、一线道德与法治教师、校长等

参加了此次德育状况监测的指标选取与工具研发工作。研发过程严格按照标准化

流程和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历经国际测评技术方法研究、学生德育现状与学校德

育工作现状调研、监测指标研制、监测工具研发、多轮次预试与修订等过程。具

体监测指标与工具见表 1。

                                                        

① 依据《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监测对象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由原定的五月推迟至九月举

行，监测对象调整为 2020 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五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但监测内容仍

为四年级、八年级的内容。 



2 

 

表 1   德育状况监测指标与监测工具 

监测指标 监测工具 

学生品德发展状况 
价值观、行为规范、国情常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素养（仅八年级） 

德育测试卷 

学生问卷 

道德与法治课程 

教学状况 

课堂教学、教师队伍 

学生问卷 

道德与法治教师问卷 

校长问卷 

学校德育实践与 

育人状况 
德育实践活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 

学生问卷 

班主任问卷 

校长问卷 

本次监测主要发现如下： 

一、学生普遍具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本次监测测查了学生对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的看法。从全国来看，个人努

力是学生认为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四年级②学生认为获得成功较重要的前三

位因素是个人努力、目标或理想、家庭背景；八年级学生认为获得成功较重要的

前三位因素是个人努力、目标或理想、受教育程度。 

本次监测测查了学生的奋斗观念。从全国来看，学生普遍具有积极向上的奋

斗观，92.6%的四年级学生和 95.0%的八年级学生同意③“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96.5%的四年级学生和 97.1%的八年级学生同意“为梦想奋斗是一件让人觉得幸

福的事情”。 

二、85%以上学生行为规范表现较好，与 2017年相比有所提升 

本次监测通过学生问卷调查的方式，从勤劳节约、诚实守信、团结友善、遵

守公德四个方面来了解学生行为规范的日常表现状况，根据学生作答情况，将学

生以上方面日常表现状况划分为表现好、表现较好、表现有待提高三种类型。监

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学生在勤劳节约、诚实守信、团结友善、遵守公德方面表现

                                                        

② 2020年监测实际参测的学生虽为五年级、九年级学生，但考虑到相关监测内容仍为四年

级、八年级的内容，文中监测结果仍采用“四年级”“八年级”的说法。 

③ “学生同意有关观点的比例”是指选择“比较同意”和“很同意”的人数比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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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分别为 94.6%、94.9%、91.3%、96.9%，分别比 2017年高出

7.1个、5.7个、10.3个、3.3个百分点；八年级相应比例分别为 96.9%、96.5%、

85.9%、98.4%，分别比 2017年高出 1.9个、1.2个、4.8个、1.1个百分点。具体

情况见图 1-图 4。 

 

图1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在勤劳节约方面的日常表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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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在诚实守信方面的日常表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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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在团结友善方面的日常表现分布情况 

 

图4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在遵守公德方面的日常表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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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监测从国家政治常识、地理常识、近现代史常识、时事常识（仅八年级）

等方面来考查学生对国情常识的了解情况。全国来看，2020年四年级、八年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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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学生对国情常识的了解情况平均分均为 200分。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④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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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和 2017 年学生对国情常识的了解情况平均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

2020年学生对国情常识的了解情况与 2017年大体相当。 

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得分与 2017年大体相当；40%以上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价值的理解处于中上水平及以上 

本次监测主要从汉字文化、诗文典故、重要史实、历史古迹、民俗文化、传

统艺术等方面来考查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全国来看，2020 年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平均分分别为 205分、200

分，2017 年全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情况平均分均

为 200分。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显示，2020年和 2017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了解情况平均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 2020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了解情况与 2017年大体相当。 

本次监测还通过表现性测试⑤的方式，测查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与价值的理解。该表现性测试是 2020 年新增题目类型，不能进行年度对比。根

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与价值的理解划分为低水平、

中下水平、中上水平、高水平四类。全国来看，四年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涵与价值的理解方面处于中上水平及以上的比例为 44.0%，八年级学生该比例

为 50.4%。 

五、学生法律素养得分与 2017年大体相当；85%以上学生运用规则的相关

知识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 

本次监测从法律常识、法治意识、法律应用三个方面来考查八年级学生的法

律素养状况。全国来看，2020年八年级学生法律素养平均分为 204分，2017年

全国八年级学生法律素养平均分为 200 分。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显示，2020 年

和 2017年学生法律素养平均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 2020年学生法律素养与

2017年大体相当。 

本次监测还通过表现性测试测查了八年级学生运用规则的相关知识解决生

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该表现性测试是 2020 年新增题目类型，不能进行年度对

                                                        

⑤ 表现性测试是指通过设置与学生真实生活相接近的问题情境，采用主观题测试的方式，

测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及运用相关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现性测试没有

统一的标准答案，由专家根据学生作答的观点是否明确、内容是否合理、提供的分析是否充

分等方面，参照评分标准进行等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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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根据学生作答情况，将学生运用规则的相关知识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划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高水平三类。全国来看，八年级学生运用规则的相关

知识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比例为 87.5%。 

六、80%以上学生喜欢上道德与法治课；90%以上学生喜欢学校开展过的德

育活动 

大部分学生喜欢上道德与法治课。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喜欢上道德与法治课

的比例⑥分别为 91.8%、83.3%。具体情况见图 5。 

 

图5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道德与法治课的喜欢程度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认为道德与法治课对自己有帮助的比例均为 99.1%。在

这些学生中，四年级学生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方面是“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68.5%）”，其次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66.8%）”“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65.4%）”；八年级学生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方面是“知道如何运用法律

维护合法权益（82.2%）”，其次是“学会如何保护自己（81.5%）”“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76.4%）”。 

96.6%的四年级学生、97.7%的八年级学生报告学校开展过各种形式的德育

活动。在报告学校开展过相关德育活动的学生中，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喜欢学校

开展过的德育活动的比例⑦分别为 92.3%、91.7%。具体情况见图 6。 

                                                        

⑥“学生喜欢上道德与法治课的比例”是指学生表示“比较喜欢”和“很喜欢”上道德与

法治课的比例之和。 

⑦“喜欢学校开展过的德育活动的比例”指的是学生选择“比较喜欢”和“很喜欢”学校

开展过的德育活动的比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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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学校开展过的德育活动的喜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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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4.5%）”和“播放学习内容相关视频片段（51.4%）”。具体情况见图 7。 

                                                        

⑧“能满足教学需求的学校比例”指的是道德与法治教师在数量上“比较能满足”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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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四年级、八年级道德与法治教师经常使用的教学方式 

注：图中经常使用的人数比例指的是学生选择教师“大多数课”和“每节课”使用该教

学方式的比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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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主动与学生家长沟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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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关注的内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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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希望家长关注的内容情况 

十、七成以上学生对亲子关系满意；半数左右学生认为家长尊重自己 

本次监测通过学生问卷测查了学生与家长的相处方式和亲子关系。88.5%的

四年级学生、78.0%的八年级学生报告“我对我和家长的关系感到满意”。 

本次监测从家长是否认真回答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观

点、认真倾听孩子讲话等方面调查了家长在尊重孩子方面的表现情况。监测结果

显示，约六成四年级学生、五成以上八年级学生报告家长在以上方面尊重自己。

例如，69.2%的四年级学生、55.7%的八年级学生报告“家长认真回答我提出的各

种问题”。具体情况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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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家长在尊重孩子方面的表现情况 

注：图中比例为学生选择“经常”和“总是”的比例之和。 

本次监测通过学生问卷测查了亲子沟通情况。结果显示，半数以上学生表示

经常与父母交流身边发生的事情。例如，65.0%的四年级学生、53.2%的八年级学

生报告“家长问我学校或班级发生的事情”的频率在每周 1次及以上。具体情况

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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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与家长在亲子沟通方面的情况 

注：图中比例为每周 1 次及以上的比例。 

十一、社区（村）活动场所、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是学校使用较多的校外

德育资源 

本次监测通过校长问卷调查了校外德育资源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所

有样本小学中，使用得较多的校外德育资源是“社区（村）活动场所

（65.0%）”“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52.5%）”和“农业种植基地、养殖园

（48.7%）”；在所有样本初中中，使用得较多的校外德育资源是“烈士陵园、

革命纪念馆（71.5%）”“敬老院、福利院（69.0%）”和“社区（村）活动场所

（64.3%）”。具体情况见图 13、图 14。 

学生安全保障责任大、与社会资源缺乏有效合作机制、社会资源不足是学校

使用校外资源开展德育实践活动遇到的主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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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小学校外德育资源使用情况 

 

图14 初中校外德育资源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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