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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研究】

关于试题命制的分析与探索

李一婷

　 　 【摘　 要】纸笔测试“如何考”“考什么”是摆在学校和教师面前亟须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为研究、分析试题

的命制策略与改进措施,以一套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四年级数学试题为抓手,分别从内容领域维度、核心素养维

度、试题类型维度对其进行分析与探索,研究试题的整体特征和呈现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优化教学.
　 　 【关键词】小学数学;试题命制;数学核心素养;学业质量评价

　 　 随着教学改革评价的逐步深入,学生学业质量

评价在方式方法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2022 年版

课标”)更是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学业质量标准. 但
丰富的评价方式、多元的评价方法、学业质量标准

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纸笔测试的完全取消,因此,“如
何考”“考什么”就成为摆在学校和教师面前亟须

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本文以一套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四年级数学试题(以下简称“质量监测试题”)为抓

手,分别从内容领域、核心素养、试题类型三个维度

加以分析,研究试题的整体特征和变化情况,以期

为进一步优化命题设计并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提供参考.
一、内容领域维度:均衡各领域题量分配和知识

点覆盖的占比,防止内容失衡

小学数学课程内容由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
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四大领域构成. 苏教版小学数

学四年级上册除“第九单元整理与复习”外,共安排

了八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和三个综合与实践学习内

容. 各领域内容所占的篇幅不同,其中,“数与代数”
和“图形与几何” 这两个领域内容较多,分别占

44. 4%和 29. 3% ,“统计与概率” 领域的内容则占

20. 2% ,“综合与实践”领域内容最少,占整册教科书

的 6. 1% . 下面,再来看这四个领域内容在质量监测

试题中所占比例. 总计 22 题中,有 18 题考查了学生

“数与代数”领域的学习情况,分值占 80% ;有 3 题考

查了“图形与几何”领域的学习情况,分值占 14% ;

“统计与概率”领域仅考查了 1 题,分值占 6% ;“综
合与实践”领域未出题.

虽然从整体来看,质量监测试题考查内容在各

领域的占比结构与教材占比结构基本相似,“数与代

数”领域最多,“图形与几何”领域次之,但从所占比

例来看,教材“数与代数”内容仅占 44. 4% ,质量监

测试题的“数与代数”内容占比高达 80% . 仔细分析

“数与代数”领域的试题,以下两个方面问题有待商

榷:(1)重复考查了同一知识点或相近知识点. 如整

份试卷共有 5 题涉及数量关系,3 题涉及除法计算中

被除数、除数、商和余数的关系. (2)少量重要知识点

未考查. 如本册书的重要学习内容“用列表或画图的

策略解决问题”“简单的周期”“垂线”“角”等相关知

识点均未进行考查.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命题时可能不仅要关

注“各领域考查内容所占比例与其在课程标准中所

占比例大体一致”的要求,具体操作时更要细化每一

领域所需考查的数学知识点,整体统筹试题内容,避
免出现“命题重复、不均衡或遗漏部分重要知识点”
的情况.

二、核心素养维度:全面考查、控制难度,体现综

合性,避免片面化

2022 年版课标明确提出了构成义务教育阶段数

学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即“数学眼光” “数学思维”
和“数学语言”,在小学阶段主要表现为数感、量感、
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几何直观、空间观念、推理意

识、数据意识、模型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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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平教授构建的高中数学关键能力评价模型,将小

学数学核心素养表现分为三个水平,即知识理解、知
识迁移和知识创新,并对水平进行赋分(水平一、水
平二、水平三分别计 1、2、3 分),记录核心素养及相

应水平出现次数,由此形成一个二维细目表. 借助上

述方法,笔者统计了质量监测试题的素养赋分和水

平赋分情况(如表 1).
表 1　 质量监测试题素养赋分和水平赋分双向细目表

核心素养

主要表现
水平一 水平二 水平三

素养赋

分合计

素养赋

分占比

数感 8 1 0 10 15. 9%

量感 4 1 0 6 9. 5%

符号意识 0 0 0 0 0%

几何直观 0 1 0 2 3. 2%

空间观念 1 1 0 3 4. 8%

创新意识 0 0 1 3 4. 8%

运算能力 6 1 0 8 12. 7%

推理意识 1 3 0 7 11. 1%

数据意识 1 2 0 5 7. 9%

模型意识 5 2 0 9 14. 3%

应用意识 2 4 0 10 15. 9%

水平赋分合计 28 32 3 63

水平赋分占比 44. 4% 50. 8% 4. 8%

　 　 从表中可以发现,除符号意识未直接、专门考查

外,质量监测试题较为全面地考查了学生的各项核

心素养,“数学眼光”“数学思维”“数学语言”三方面

的素养赋分占比分别为 38. 1% 、23. 8%和 38. 1% ,较
为均衡. 另外,大部分试题都考查了不止一个核心素

养,体现了“综合性”的命题特征. 例如,问题“根据

888 ÷ 24 = 37,你能直接写出算式 555 ÷ 15 的商吗?
写出你的思考过程”,不仅考查了学生的运算能力,
更通过让学生观察发现、推想运用数学规律,考查学

生的推理意识和创新意识. 从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
质量监测试题的素养水平布局并不合理. 水平一和

水平二赋分占比分别达到了 44. 4% 和 50. 8% ,而水

平三赋分占比仅 4. 8% .
综上分析,一套试卷的编制,应尽可能覆盖所有

核心素养及其相应的三级水平,且水平布局应合理

化. 水平布局可根据测试需求比例有所不同,如平时

的小测试,水平一、二、三的赋分比例可设为 541,
调研测试或期中期末的大型测试,应适当增加水平三

的赋分,可将三级水平的赋分比例调整为 442.
三、试题类型维度:增加主观题和多学科融合试

题,警惕题型单一

2022 年版课标新增了“学业质量”和“学业水平

考试”等相关内容,明确提出了命题的原则、规划要

点和试题编制的具体要求. 如“客观题分值要低于主

观题分值” “要探索命制多学科融合类试题” “要设

计合理的生活情境、数学情境和科学情境,关注情境

的真实性,适当引入数学文化” “要合理设计多层次

任务”等. 根据这些要点和要求,我们可以对质量监

测试题进行试题类型维度的分析.
质量监测试题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和解答题三

部分. 从主客观角度来看,有确定答案的客观题共占

94 分,需要学生说明理由、阐述自我观点的主观题仅

占 6 分,客观题分值远超主观题分值;从情境创设角

度来看,质量监测试题的全部 22 道题目中,以数学

情境呈现的有 10 题,以生活情境呈现的有 12 题,没
有以科学情境呈现的试题,也没有数学文化的引入;
从学科融合角度来看,整张试卷并未命制多学科融

合类试题;多层次任务设计方面,整张试卷并未出现

相应设计. 这部分要求为 2022 年版课标新增,可以

看出,以往的试题命制或许还达不到课标的要求,需
要广大教育工作者摒弃原有的命题习惯,创新试题

类型,编制具有层次性、探究性的问题,设计具有开

放性、融合性的任务,从而真正实现学生数学素养的

综合考查.
我们可以借鉴 2021 年 PISA 测试框架,在考查

某一具体素养时,创设真实的情境,编制三个任务,
分别从三个维度能力(“产生不同想法” “产生创造

性想法”“评价和改进想法”)进行测试. 例如,为考

查学生对“商不变的规律”的理解,可以学校购买一

批童话书为情境设计三个任务,分别考查学生的三

级水平.
任务一:填写表格,并说说发现了什么.
100 元可以购买 20 本童话书,200 元可以购买

20 本,400 元可以购买 80 本,800 元可以购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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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1000 元可以购买 200 本,分别算一算每本童话书

各是多少元,填写表 2.
表 2 童话书数量与价格统计表

总价 / 元 100 200 400 800 1000

数量 / 本 20 40 80 160 200

单价 / 元

　 　 任务二:24 ÷ 8 = 3,(24 + 48) ÷ (8 + 16) = 3,在
这组算式中,为什么被除数和除数加上了一个数,商
也不变? 试用除法商不变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现象.

任务三:在除法算式中,被除数和除数减去怎样

的数,商才能不变? 举例说明.
任务一重点考查“知识理解”情况,通过创设真

实的生活情境,在考查学生运算能力的同时,考查他

们对“商不变的规律”的理解;任务二重点考查“知
识迁移”情况,通过让学生运用“商不变的规律”去

解释“被除数和除数分别加上特定的数,商也不变”,
考查他们能否运用所学合乎逻辑地解释数学的现象

和规律;任务三重点考查“知识创新”情况,考查学生

对规律变式的运用以及推广.
只有好的命题才能真正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

才能推动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 一线教师

应积极探索“应用性、探究性和综合性试题”的命制

途径,可以依据不同年段学业质量的要求尝试制订

多维细目表,科学编制试题;在平时教学中创新试题

类型,编制探究性问题;丰富试题情境,编制多学科

融合问题;设计多层次任务,全面考查不同水平学生

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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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这条规律在小学阶段特别重要,所以人们

单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作“商不变规律” . (板

书规律)
(四)对比观察,完善规律

师:我们现在发现了三条商的变化规律,对比一

下积的变化规律,你觉得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

要完善的?
生:因为 0 不能做除数,所以在除以一个数的时

候还要加一个条件:0 除外.
三、课后反思

(一)在探究过程中感受运算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就是研究“变与不变”的

学问,而本节课就是一次从“变”到“不变”的学习

旅程. 起初,学生发现被除数或除数的单一变化会

造成商的变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变” . 当研究继

续深入下去,原来被除数和除数的“双变”会造成

商的“不变” . 这样的学习经历,让学生深感数学的

奥秘无穷,也为将来函数知识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二)在具体情境中建立规律的联系

为什么除法算式中的商存在着这样的变化规

律? 教学中,我引导学生结合具体情境(猴子分桃

等),讨论规律背后的道理,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
很快感悟到被除数变化,也就是桃子总数变化;除
数变化,是分的份数变化. 因此商的变化与被除数

的变化一致,与除数的变化相反,而被除数和除数

同时做出相同变化时,则相互抵消,商不变. 由此,
沟通了三种变化之间的联系,使“商的变化规律”
不再是孤立、僵化的三条规律,而是动态联系的一

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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