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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小学阶段学业质量常规抽测 数学 学科质量分析

(学校用)

一、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溧阳市外国语小学_学校代码：__44 _抽测学科：_数学_

抽测时间：_2023.12.20_抽测班级：_六_任课教师：__ _

二、逐题得分率统计

题

号

一、选择题

1 2 3 4 5 6 合计

应得分 555 555 555 555 555 555 3330

实得分 452 415 276 511 485 234 2373

得分率% 81.4% 74.8% 49.7% 92.1% 87.4% 42.2% 71.3%

题

号

二、填空题

1 2 3 4 5 6 7 合计

应得分 555 1665 555 555 1110 1110 2220 7770

实得分 456 1261 454 279 858 1002 1401 5711

得分率% 82.2% 75.7% 81.8% 49.7% 77.3% 90.3% 63.1% 73.5%

题

号

三、计算题

递等式 1 递等式 2 解方程 1 解方程 2 合计

应得分 2220 2220 2220 2220 8880

实得分 1927 1831.5 1964 2130 7852.5

得分

率% 86.8% 82.5% 88.5% 95.9% 88.4%

题 四、图形操作



2

三、典型错误分析

一、选择题。

本题得分率较低，还不到 50%，学生的第一感觉是和 2、3有关，但具体是选 A还

是 B，绝大部分学生不能说出理由。导致这样的原因是学生欠缺演绎推理的能力，平时

对于这类问题训练较少，弄不清楚面积与底和高之间的关系。

本题的错误率也比较高，从学生的答案来看错误的都选的 A或者 B，很少有人选 D，

从和学生的交流中我们发现，选 A的同学是根据分数除法的算法来的，没有进行深入的

思考，选 B的同学，一般会认为第二种和第四种错误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学生没

号 图形操作 1 图形操作 2 合计

应得分 1110 1110 2220

实得分 850 1078 1928

得分

率% 76.7% 97.1% 86.8%

题

号

五、解决实际问题

解决问题 1 解决问题 2 解决问题 3 解决问题 4 合计

应得

分
3885 2775 2220 2220 11100

实得

分
3458 2108 976 1333.5 7875.5

得分

率% 89.7% 76.0% 44.0% 60.1%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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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本质上理解分数除以分数，可以用分子除以分子，分母除以分母。教师在教学时，

往往会比较关注商不变的规律和算法，会忽视分数乘分数到分数除以分数的迁移，因此

学生不能判断第二和第四种情况的对错。

二、填空题。

填空题第四题的得分率是第二低的，这是我们老师们万万没想到的，在单元练习中

学生有接触过这种类型的问题，但是接触得少，间隔时间长，导致学生遗忘严重，拿到

题目无从下手，导致本题的错误五花八门。

找规律一直是学生的薄弱项，它对学生的推理意识和推理能力有较高的要求。从学

生的答题情况来看，前两竖空学生较容易答对，错误主要集中在后两竖空上。通过和学

生的交流，我们可以发现错误原因，主要是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不够，欠缺把分散的面

集中转化为一个大面的能力，并且在本题的答题上学生容易投入过多的时间，导致后续

存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

三、计算题。

计算题整体情况较好，得分率最低的是第二题的简便计算。错误原因主要是：1.缺

乏简便意识，题目的要求只是说计算下面各题，没有明确的说明能简便的要简便，这与

学生平时的练习不符，教师也没有明确指出能简便地要简便。2. 学生计算错误

得 到 ，不约分。3.学生对于带分数理解有误，有部 分学生认为答

案是 二又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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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形操作。

图形操作题的第二小题错误很少，错误主要体现在第一题上，这道题既联系了比的

知识，又联系了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对学生来说比较困难。部分同学能保证面积是 12，

却不能保证底和高之比，也有部分同学能保证底和高之比，却算不到正确的面积，学生

的数学思维不够全面周到。

五、解决实际问题。

解决问题中，学生错误最高的是第三题。其中第一小问又是错误的重灾区，这题与

我们平时训练的教科书上的黄沙水泥石子的问题有较大的变化，变成了根据三者之比来

计算整体的数量，从中体现出思维的灵活性不足。同时学生缺乏包饺子的生活经验，当

然本题也出得不够严谨，导致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该如何去求水饺的质量。

解决问题中的第四题，得分率相对来说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有 1.学生把露在外面的

面积当成了体积。2.时间上来不及。

四、成效分析

（一）学生方面

1.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较好，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般问题。

2.学生数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较好。数学核心素养具体表现为数感、运算

能力、模型意识、几何直观、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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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理意识、问题解决、考试心理有所欠缺。

（二）教学方面

经过数据统计与学生解题情况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学生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方面表现良好的同时，在“逻辑推理”“问题解决”“考试心理” 等方面存在不足。

以上分析的学生学习问题，归根到底是教师教学的问题。

教师忽视学生的数学知识形成过程，过分关注学习的结论，比如教师在教学计算时

会重算法轻算理。

教师没有帮助学生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特别对于数量关系较为复杂的问题，学生

不具备从题干中抽象概括出简易数量关系的意识和能力，教师在这方面的教学上有所欠

缺。

教学中教师缺乏对学生考试心理的关注和指导，学生遇到难题，心理会出现急躁，

最后导致不能完成后续的题目。

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关注以下这些：

（1）关注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

（2）关注解决问题过程中数量关系的分析。

（3）关注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4）关注数学基础知识。

每位教师要关注自我提升，要结合自己的数学教学和本班学生的实际进行针对性地

学习，学习后要有行动，在行动中不断反思总结。

五、命题质量反馈

本张调研卷有机融汇了“双基”的考查与数学思想及综合应用的考查，使学 生学

数学、做数学，既考察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也考察他们综合应

用知识与技能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对基础知识的考核也体现了迁移性、灵活性，

体现了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核，有利于教法和学法的引导和培养，促进区域教育

发展，是一份质量很高的常规调研卷。同时，我们也发现，本张调研卷题量大，对学生

思维的灵活性要求高，学生答题时间短，如果能够再给学生10分钟，我们相信作答结果

更能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

注:质量分析侧重围绕下面三个方面进行：(1)从典型错误分析入手，剖析学生的思维过程，分析学

生的学习困难，设计最合理的思维策略和思维路径。(2)加强对比，注重交流，剖析老师的教学过程，

寻找教师教学中的盲点，共同厘清教材知识结构，探寻教学策略。(3)全面反思教学质量研究提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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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析质量管理过程，分析管理过程的得失，改进教学质量研究提升的方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