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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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溧阳市周城小学_ 学校代码：_ 22 抽测学科：__数学 _

抽测时间： 2023.12.13 抽测班级：_ 六年级

任课教师：_张志豪、万蕾、王菊平、陈桂荣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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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155 155 155 155 155 930

实得分 114 104 67 133 132 39 589

得分率% 73.5% 67.1% 43.2% 85.8% 85.2% 25.2% 63.3%

题 号
二、填空题

1 2 3 4 5 6 7 合计

应得分 155 465 155 155 310 310 620 2170

实得分 118 366 124 55 223 242 360 1300

得分率% 76.1% 78.7% 80% 35.5% 71.9% 78.1% 58.1% 59.9%

题 号
三、计算题 四、图形与操作

1 2 3 4 合计 1 2 合计

应得分 620 620 620 620 2480 310 310 620

实得分 520 509 512 600 2141 217 291 508

得分率% 83.9% 82.1% 82.6% 96.8% 86.3% 70% 93.9% 81.9%

题 号
五、解决实际问题

1 2 3 4 合计

应得分 1085 775 620 620 3100

实得分 933 664 219 312 2128

得分率% 86% 85.7% 35.3% 50.3%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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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型错误分析

一、选择题

答题情况：错误率 56.8%

错因分析：

1. 学生空间观念有待加强，没有想到把平行四边形的知识与三角形相联系。可以借助

画辅助线的形式来解题。

2. 学生对三角形的应用意识薄弱，两个三角形之间底与高的关系没把握好。

3. 化解比的时候有问题。有的学生没有注意到比的顺序。

答题情况：错误率 74.8%

错因分析：学生对于商不变规律的理解较为薄弱，运算能力有待加强，对于除法的意义

的掌握也要提升。

二、填空题

答题情况：错误率 64.5%

错因分析：

1.很多学生得到的答案是
��
��
,对于倒数的定义以及应用掌握不牢。

2.平时学习中加强学生的符号意识，抽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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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情况：错误率 41.9%

错因分析：

1.学生的几何直观弱，抽象能力、模型意识、推理能力、归纳规律要加强。

2.学生数小正方体的错误较少，算表面积的错误较多，空间观念意识薄弱，上面的面积

计算方法没掌握。

三、计算

答题情况：错误率 16.1%、17.9%、20%

错因分析：

1. 运算能力不强，部分学生对于五年级的异分母分数加减法掌握不好，不会通分。

2. 运算律掌握不好，不会用简便计算

3. 运算顺序的掌握不牢。

4. 解方程计算时，对于等式的基本性质掌握不好，约分错误率高，
�

��
一些同学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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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形与操作

答题情况：错误率 20%

错因分析：

1. 审题不认真，部分学生把三角形画成了长方形。

2. 学生对于三角形的面积掌握存在一定的问题，乘 2还是除 2分不清。

五、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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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情况：错误率 64.7%

错因分析：学生审题不认真，其实已经算出部分答案了，把题目理解成了，白菜、面粉、

猪肉各 12千克了。由于平时这种类型的练习写的较多。

答题情况：错误率 49.7%

错因分析：

1. 运算能力差，很多同学已经算到 9×6×6这一步了，可还是粗心算错了。

2. 几何直观弱，露在外面三个面不能理解，误以为露在外面四个面。

3. 面积、体积、棱长总和知识点、概念混淆。把 144平方分米当体积来计算。144÷（6

×6）得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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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效分析

一、整体分析

本次试卷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和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本校

共有 155 名学生参加考试，及格人数为 127 人，及格率为 81.9%，优秀人数为 57，优

秀率为 36.8%。成绩总体情况较为稳定。

二、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存在的问题

1．次考试主要考察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这既需要学生牢固掌握基础知

识，同时也要知道如何运用，而很多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

2．不会审题。不会抓住题目重点，不知道如何根据题目找到知识点。

3．学习态度不端正。到了毕业阶段了，仍有部分学生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上课散漫，注意力不集中。

(二)教师教学存在的问题

1．在教学中，对学生自学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不够，未让学生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

2．在平时上课中，有时会忽视后进生。以问题能力的培养不够，未让学生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

3．平时对题目的训练度不够。导致学生有不会审题、审题不认真等情况。

三、今后改正措施

1．严抓学生的学习习惯。包括学生的听课习惯、完成作业的习惯等。要求学生上课

紧跟老师思路，错题及时订正，做到今日事今日毕。

2．不断钻研教材和课标。掌握每一课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的讲解知识，并且合理

利用时间。教材和课标都是教师上课最好的参考，因此，作为教师我们要深入挖掘

课标，吃透教材。

3．多观摩其他教师的课。每个老师都有每个老师的教学长处，学习其他教师好的教

学模式和与学生相处的方法，帮助自己增进与学生的情感沟通。

4．分层次布置作业。每个学生之间的学习水平是不同的，布置不同层次的作业，既

可以提高学困生的积极性又可以帮助优生扩展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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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命题质量反馈

试卷总体评价:

知识内容覆盖面广，对每一部分内容均有涉及，符合教学大纲，全面考察了学生的

知识和能力。

试卷题量适中，题型以省测题型来命题，难易适中，注重知识的开放性，分值分布

合理。试题亮点:

试题新颖，能从各个层面上反馈学生了解知识的情况，对今后的教学有很大的指导

作用。

反映出学生的问题:

1、从整体上看，学生书写的不够规范，不够整洁;

2、基础知识不扎实，遗忘较多;

3、不会审题，判断题意的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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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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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