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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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义务教育科学学习质量监测工作。 

本次监测延续 2017 年第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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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测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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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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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监测共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31 个

样本县、市、区的 4012 所小学和 2523 所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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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时相应的科学教师参加问卷调查。实际参测的小学、初中

校长分别为 4009 名、2522 名，四年级和八年级科学教师②分别为 7735 名、725

名，八年级物理教师为 7540 名，八年级生物教师为 5156 名，八年级地理教师为

4902 名。 

国内外百余所相关机构的科学教育教学、教育测量与评价、教育政策、教育

管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以及地方教育行政人员、中小学一线教师、校长、教研员

等参加了此次科学学习质量监测指标与工具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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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课程与教学现状调研、

监测指标研制、多轮次预试与修订等过程。具体监测指标和工具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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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浙江省八年级科学课程为合科教学，此处八年级科学教师指的是浙江省八年级参测

的科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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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科学学习质量监测指标与监测工具 

监测指标 监测工具 

科学学业表现 科学理解能力、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能力 科学测试卷 

科学学习态度与习惯 科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自信心、科学学习方法 学生问卷 

科学教育教学状况 

学生动手实验、教师对学生动手实验的讲解指

导、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科学实验教学资源

的配备与使用 

学生问卷 

教师问卷 

学生从事科学职业的期望 

学生长大以后从事科学职业（包括科学和工程专

业人员、卫生专业人员、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

员、科学技术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员）的意愿 

学生问卷 

疫情对教育教学秩序的影响 2020年上半年实际的教学周数 校长问卷 

本次监测主要发现如下： 

一、学生科学学业表现整体良好，约八成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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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说明学生分数的具体含义，本次监测依据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的

要求，采用国际通用的程序和技术方法，将学生科学学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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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八年级③学生科学成绩全国均值为 508 分、490 分，80.0%的四年级

学生和 79.5%的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15.3%的四年级

学生和 11.7%的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处于优秀水平。具体情况见图 1。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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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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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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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科学学业表现基本相当 

四年级、八年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④（以下简称“随迁子女”）科学学业

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87.6%、83.1%。经统计学差异检验发现，

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的科学学业表现没有显著差异。具体情况见图 2。 

 

图2    四年级、八年级随迁子女和城市本地儿童科学学业表现水平分布情况 

                                                   

④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指户籍登记在外省（区、市）或本省外县（区）的乡村，随务工

父母到输入地的城区、镇区（同住）并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学生是否随迁子女”

信息来自样本学校上报内容。本报告只选取了学校所在地在城市和县镇的随迁子女和本地儿

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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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科学学习兴趣较高，但科学学习自信心有待提高，科学学习方法有

待改进 

本次监测主要从学生对科学课程、科学教师、科学实验和科学观察的喜爱程

度来调查学生的科学学习兴趣。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将学生的科学学习兴趣划

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兴趣高、兴趣较高、兴趣较低和兴趣低。监测结果显示，

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高或较高的比例为 86.0%；八年级学生物理、生物、地

理学习兴趣高或较高的比例分别为 82.3%、80.9%、71.1%，较 2017 年上一轮科

学监测均有所提高。具体情况见图 3。 

 

图3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分布情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科学学习兴趣高的学生，科学成绩相对较高。四年级科学

学习兴趣高的学生科学成绩为 521 分，高出兴趣低的学生 59 分。八年级物理、

生物、地理学习兴趣高的学生科学成绩分别为 216 分、214 分、210 分，分别高

出兴趣低的学生 67 分、60 分、43 分。具体情况见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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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四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图5    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兴趣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本次监测主要从学生学习科学的感受（如自己能否学好科学），学习科学知

识的表现（如能否较快地接受科学知识）等方面调查了学生的科学学习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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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学生科学学

习自信心高或较高的比例为 68.6%；八年级学生物理、生物、地理学习自信心高

或较高的比例分别为 45.1%、62.0%、53.1%，较 2017 年均有所提高。具体情况

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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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自信心分布情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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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 分，高出自信心低的学生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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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分、236

分、229 分，分别高出自信心低的学生 75 分、68 分、46 分。具体情况见图 7、

图 8。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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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自信心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本次监测主要从学生学习科学知识、解决科学问题时采取的方式（如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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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的应用等方面调查了学生的科学学习方法。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将学生

的科学学习方法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方法好、方法较好、方法一般、方法

待改进。49.1%的四年级学生和 37.6%的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方法好或较好。具

体情况见图 9。 

 

图9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方法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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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科学学习方法好的学生科学成绩分别为 536 分、537 分，分别高出方法待改

进的学生 52 分、130 分。具体情况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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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方法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四、近两成八年级学生期望长大后从事科学职业 

全国有 18.8%的八年级学生期望长大以后从事科学职业。其中，5.7%的学生

期望成为科学和工程专业人员，10.5%的学生期望成为卫生专业人员，2.3%的学

生期望成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0.3%的学生期望成为科学技术人员和助理

专业人员。具体情况见图 11。

图11  八年级学生期望从事科学职业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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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职业的比例为 30.9%，高出科学学业表现处于待提高水平的学生 18.9 个百

分点。具体情况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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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业表现与期望从事科学职业的关系 

物理、生物、地理学习兴趣、自信心高的学生，期望长大以后从事科学职业

的比例相对较高。以物理学习自信心为例，学习自信心高的八年级学生中，期望

长大以后从事科学职业的比例为 29.0%，高出学习自信心低的学生 17.1 个百分

点。具体情况见图 13。 

 

图13  八年级学生科学学习态度与学生期望从事科学职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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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教学水平低的教师所教的学生 13.4 个、10.1 个、6.9 个百分点。具体情况见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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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八年级教师探究教学水平与学生期望从事科学职业的关系 

五、学生在科学课上动手实验的比例较高，且有所提升 

本次监测对四年级学生在科学课上，八年级学生在物理、生物课上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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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学生在物理、生物课上动手做实验的比例分别为 82.5%、69.8%，较 2017 年

分别提高了 6.3 个、17.0 个百分点。具体情况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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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动手实验的学生 42 分；八年级在物理、生物课上动手实验频次在 6 次及

以上的学生，其成绩分别为 217 分、214 分，分别高出从来没有动手实验的学生 30

分、18 分。具体情况见图 16、图 17。 

 

图16  四年级学生在科学课上动手实验的频次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图17  八年级学生在物理、生物课上动手实验的频次与科学成绩的关系 

六、科学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比例较高 

本次监测对四年级科学教师，八年级物理、生物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之前讲

解实验设计思路，在学生动手实验过程中进行指导的情况进行了测查，进而了解

学校的实验教学状况。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将教师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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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结果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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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八年级物理、生物教师在学生动手实验时有讲解、有指导的学校比

例分别为 87.2%、66.7%。具体情况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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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四年级、八年级科学教师讲解、指导学生动手实验情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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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科学成绩为 522 分，高出无讲解、无指导的学校学生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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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物理、生物成绩分别为 202 分、

206 分，分别高出无讲解、无指导的学校学生 32 分、22 分。具体情况见图 19、图

20。 

 

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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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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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八年级物理、生物教师讲解、指导学生动手实验情况与学生科学成绩的关系 

七、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有较大提升，但仍有改进空间 

本次监测通过学生问卷从科学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指导学生设计实验或活动，

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将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等方面的做法调查了四年级科学教师，

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教师的探究教学行为。根据学生报告的科学教师探究教

学行为状况，将科学教师的探究教学水平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探究教学水

平高、探究教学水平较高、探究教学水平较低和探究教学水平低。 

监测结果显示，四年级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高或较高的比例为 52.4%，较

2017 年提高了 15.4 个百分点；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教师探究教学水平高或

较高的比例分别为 58.7%、48.7%、41.4%，较 2017 年分别提高了 19.8 个、24.2

个、22.0 个百分点。具体情况见图 21。 

170 
184 189 198 

184 186 
202 20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物理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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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图21  四年级、八年级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分布情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究教学水平高的科学教师所教的学生科学成绩相对较高。

四年级科学探究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所教的学生科学成绩为 540 分，高出探究教学水

平低的教师所教的学生 57 分；八年级物理、生物、地理探究教学水平高的教师所

教的学生成绩分别为 212 分、211 分、208 分，分别高出探究教学水平低的教师所

教的学生 51 分、36 分、20 分。具体情况见图 22、图 23。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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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八年级科学教师探究教学水平与学生科学成绩的关系 

八、学校科学实验教学资源配备状况较好，但部分资源使用状况不佳 

本次监测通过教师问卷对学校实验室、实验仪器设备、实验耗材的配备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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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配备了科学实验室、实验仪器设备、实验耗材的学校

比例分别为 92.8%、95.3%、93.0%；八年级配备物理、生物实验室的学校比例分

别为 98.7%、97.3%，配备物理、生物实验仪器设备的学校比例分别为 99.5%、

98.6%，配备物理、生物实验耗材的学校比例分别为 97.7%、96.3%。具体情况见

图 24。 

 

图24  四年级、八年级实验教学资源配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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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备了科学实验教学资源的学校中，四年级科学教师经常使用各项科学实

验教学资源的比例在 46.4%~58.4%之间；八年级物理、生物教师经常使用各项科

学实验教学资源的比例分别在 56.5%~76.2%、35.1%~42.8%之间。具体情况见图

25。 

 

图25  四年级、八年级科学实验教学资源使用情况 

九、虽受疫情影响，超过九成的中小学仍完成了常规教学任务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亿万中小学生通过在线教

学实现了“停课不停学”，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环境因此发生了较大变化。监

测结果发现，中小学较好地应对了这个变化。 

本次监测通过校长问卷对学校教学周的完成情况进行了测查，以了解中小学

校在疫情影响下的常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根据《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

中小学校每学年上课时间 35 周，学校机动时间 2 周，复习考试时间 2 周。监测

结果显示，2020 年上半年，92.4%的学校四年级和 94.8%的学校八年级实际开展

教学的总周数在 17 周及以上；36.6%的学校四年级和 43.2%的学校八年级实际开

展教学的总周数在 20 周以上。可见虽然受疫情影响，但绝大多数的学校依然完

成了常规教学周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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