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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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组织开展了第二轮国

家义务教育艺术学习质量监测工作。 

本次监测延续 2016 年第一轮国家义务教育艺术学习质量监测的基本设计，

以《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 《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 年

版）》为依据，突出素质教育导向，重点测查学生的艺术学习质量，关注学生艺

术兴趣的培养，强调学生自觉参与艺术活动的意识。监测同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

规定，对学校艺术教学资源、艺术教师状况进行了调查，以反映各地艺术课程的

实施状况与国家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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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7 所小学、2522 所初中开展，共对 116578 名四年级学

生和 79086 名八年级学生进行了测查。全国学生总体抽样误差控制在 1.0%以

内，绝大部分省抽样误差控制在 4.0%以内。此样本能代表全国四年级和八年级

学生的情况。同时，监测还抽取了样本校校长、四年级和八年级的音乐教师和美

术教师参加问卷调查，实际参测的四年级音乐教师为 5821 名，八年级音乐教师

为 3592 名，四年级美术教师为 5935 名，八年级美术教师为 3539 名，小学校

长为 4091 名，初中校长为 2520 名。 

百余所相关机构的音乐和美术课程与教学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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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员等参加了此次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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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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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艺术学习质量监测指标与监测工具 

监测指标 监测工具 

学生音乐表现 
音乐听辨能力、音乐作品赏析能力、音乐基础编创能力 音乐测试卷 

演唱能力 音乐演唱系统 

学生美术表现 
美术基础能力、美术作品赏析能力、美术知识生活运用能力 美术测试卷 

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 美术绘画测试 

学生艺术态度

与活动参与 

对艺术课的兴趣、对艺术教师的喜欢程度、校内艺术活动参

与、校外艺术活动参与 
学生问卷 

学校艺术教育

实施状况 

艺术教师配备、艺术教师培训、艺术教师教研、 

艺术教学资源配备与使用 

艺术教师问卷、 

校长问卷 

学生家庭艺术

环境 
学生家庭艺术氛围 学生问卷 

本次监测主要发现如下： 

一、学生音乐听辨能力、音乐作品赏析能力和音乐基础编创能力与 2016 年

相比总体保持稳定 

本次监测通过纸笔测试的方式测查了学生的音乐听辨能力、音乐作品赏析能

力和音乐基础编创能力。将学生以上三个方面的表现合成学生音乐纸笔测试成绩①

（以下简称“音乐成绩”），该成绩经过等值技术处理，能与 2016 年进行对比。

2019 年全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音乐成绩平均分分别为 503 分、504 分。2016

年全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音乐成绩平均分均为 500 分。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②

显示，2019 年学生音乐成绩与 2016 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 2019 年学生

音乐成绩与 2016 年相比基本稳定。 

分省来看，上海、北京、福建、浙江、吉林四年级学生 2019 年音乐表现较

                                                             
① 监测采用量尺分数反映学生的音乐纸笔测试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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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等值技术处理后，能与上一周期监测成绩进行对比，以反映学生艺术表现的进展变化。 

② 从统计测量学上来讲，要判断不同监测年度学生的成绩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或者要判断不同学生群体

之间的成绩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不能只是依据两次监测的成绩差值或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成绩差值，而要

基于测量误差、各年度的抽样误差和年度间的等值误差，并经过统计学差异检验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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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湖北八年级学生 2019 年音乐表现较好。经统计

学差异检验，上海、浙江、内蒙古、北京、湖南、广东四年级学生 2019 年音乐

表现与 2016 年相比显著提升，浙江、贵州八年级学生 2019 年音乐表现与 2016

年相比显著提升。 

二、七成以上学生的演唱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 

本次监测对学生的演唱能力①进行了测查，并将学生的演唱能力划分为“待

提高、中等、良好、优秀”四个等级。四年级、八年级学生演唱能力达到中等及

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78.5%、77.2%（具体见图 1）。 

 

图 1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演唱能力等级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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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监测还从学生演唱的音准、节奏、流畅性、表现力、歌词表达五个维度

对学生的演唱能力进行了等级评定。四年级学生在以上五个维度上达到中等及以

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73.0%、82.9%、79.8%、77.9%、82.1%，八年级学生

分别为 69.4%、82.1%、80.5%、73.7%、83.1%（具体见图 2）。 

                                                             
① 本次监测演唱测试要求学生演唱一首必唱歌曲和一首选唱歌曲，此处报告的是学生演唱“选唱歌曲”

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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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演唱能力各维度等级分布情况 

三、学生美术基础能力、美术作品赏析能力、美术知识生活运用能力与 2016

年相比总体保持稳定 

本次监测通过纸笔测试的方式测查学生的美术基础能力、美术作品赏析能力

和美术知识生活运用能力。将学生以上三个方面的表现合成学生美术纸笔测试成

绩（以下简称“美术成绩”），该成绩经过等值技术处理，能与 2016年进行对比。

2019 年全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美术成绩平均分均为 504 分。2016 年全国四

年级、八年级学生美术成绩平均分均为 500 分。统计学差异检验结果显示，2019

年学生美术成绩与 2016 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 2019 年学生美术成绩与

2016 年相比基本稳定。 

分省来看，北京、上海、福建、浙江、辽宁四年级学生 2019 年美术表现较

好，上海、北京、浙江、福建、江苏八年级学生 2019 年美术表现较好。经统计

学差异检验，上海、广西、湖南、云南、山西、广东、浙江四年级学生 2019 年

美术表现与 2016 年相比显著提升，浙江、山西、湖南、江西、青海八年级学生

2019 年美术表现与 2016 年相比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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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成以上四年级学生、六成以上八年级学生美术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达

到中等及以上水平 

本次监测对学生的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进行了测查，并将学生的绘画创作与

表达能力划分为“待提高、中等、良好、优秀”四个等级。四年级、八年级学生

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91.5%、65.8%（具体

见图 3）。 

 

图 3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等级分布情况 

四年级绘画测试从绘画作品的创意、形象、色彩、构图、作品命名、作品阐

释六个维度对学生的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进行了等级评定。结果发现，四年级学

生在以上六个维度上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58.2%、91.5%、91.4%、

86.6%、92.1%、92.1%（具体见图 4）。 

八年级绘画测试从绘画作品的主题、创意、形象、色彩、作品命名、作品阐

释六个维度对学生的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进行了等级评定。结果发现，八年级学

生在以上六个维度上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77.0%、58.9%、

50.8%、63.1%、80.4%、80.4%（具体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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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年级学生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各维度等级分布情况 

 

图 5  八年级学生绘画创作与表达能力各维度等级分布情况 

五、学生对中国画、民间手工艺、书法等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形式的喜欢程度

较高，但学生对部分民歌、民族乐器、传统美术作品的辨识和鉴赏能力较弱 

本次监测通过问卷调查了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形式的喜爱程度。结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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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八年级相应的比例分别为 73.3%、70.6%、66.1%，高于其他传统艺

术形式（具体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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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喜欢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形式的情况 

本次监测通过考察学生对民歌、民族乐器、传统美术作品等的辨识与赏析能

力，从而了解学生对传统艺术文化的掌握情况。在民歌方面，四年级学生能正确

辨识维吾尔族民歌、蒙古族民歌、藏族民歌的比例在 21.7%~56.0%之间，八年

级学生在 29.3%~63.1%之间。在民族乐器方面，四年级学生能正确辨识笛子、

二胡音色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 86.7%、81.6%，能正确辨识古筝音色的比

例相对较低，比例为 55.1%。在传统美术作品方面，四年级学生能准确识别敦煌

艺术作品的比例为 64.8%，八年级学生能准确识别《千里江山图》的比例为

55.1%。 

六、八成以上学生喜欢艺术课和艺术教师 

本次监测通过问卷调查了学生对艺术课的兴趣和对艺术教师的喜欢程度。监

测结果显示，四年级学生喜欢音乐课、美术课的比例①分别为 92.8%、93.3%，

八年级相应比例分别为 92.5%、88.6%；四年级学生喜欢音乐教师、美术教师

的比例②分别为 93.2%、92.4%，八年级相应比例分别为 89.4%、85.5%（具

                                                             
① 学生喜欢艺术课的比例是指学生表示“很喜欢”和“比较喜欢”上艺术课的比例之和。 

② 学生喜欢艺术教师的比例是指学生表示“很喜欢”和“比较喜欢”艺术教师的比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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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见图 7、图 8）。 

 

图 7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艺术课的兴趣 

 

图 8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艺术教师的喜欢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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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成绩为 499 分，不太喜欢的学生音乐成绩为 473 分，很不喜欢的学生音乐成

绩为 453 分（具体见图 9、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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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音乐课的兴趣与其音乐成绩的关系 

 

图 10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与其美术成绩的关系 

七、约五成四年级学生和两成八年级学生每周参加校内艺术兴趣学习 

本次监测对学生参加校内艺术兴趣小组或社团的频率进行了测查。监测结果

显示，四年级、八年级学生每周参加 1 次及以上校内音乐兴趣学习的比例分别为

50.7%、26.7%，每周参加 1次及以上校内美术兴趣学习的比例分别为 47.4%、

24.5%（具体见图 11）。还有一部分学生参加了校外艺术兴趣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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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每周参加校内艺术兴趣学习的情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自愿参加各类艺术兴趣学习的学生，艺术成绩相对较高。

以四年级学生参加校内音乐兴趣学习为例，因“自己喜欢”“可以展示自己”“对

以后有用”等原因参加校内音乐兴趣学习的学生，其音乐成绩在 513~523 分之

间，而因“别人参加，我也参加”“家长要求参加”“老师建议参加”等原因参加

校内音乐兴趣学习的学生，其音乐成绩在 450~483 分之间（具体见图 12、图

13）。 

 

图 12  学生参加校内音乐兴趣学习的原因与学生音乐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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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学生参加校内美术兴趣学习的原因与学生美术成绩的关系 

八、艺术教学资源配备情况有明显改善，但部分资源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 

在音乐教学资源配备方面，四年级、八年级音乐相关的各项教学资源的配备

率在 78.2%~95.9%之间，比 2016 年提高了 7.1~35.0 个百分点。在音乐教学

资源使用方面，四年级、八年级音乐相关的各项教学资源的使用率①在

36.5%~82.4%之间，比 2016 年提高了 3.0~14.7 个百分点（具体见表 2），但

四年级音乐教具、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用乐器的使用率仍然较低，相应比例不足

60%。 

在美术教学资源配备方面，四年级、八年级美术相关的各项教学资源的配备

率在 77.7%~93.6%之间，比 2016 年提高了 10.0~29.4 个百分点。在美术教

学资源使用方面，四年级、八年级美术相关的各项教学资源的使用率在

34.4%~75.7%之间，比 2016 年提高了 5.1~16.5 个百分点（具体见表 3），但

四年级和八年级美术专用教室、写生教具的使用率仍然较低，相应比例不足 60%。  

                                                             
① “使用率”是指在配备了相应教学资源的学校中，“经常使用”该资源的艺术教师占该年级全体艺术教

师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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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音乐教学资源的配备与使用变化情况 

音乐相关教学资源 

四年级 八年级 

配备率（%） 使用率（%） 配备率（%） 使用率（%） 

2016 年 2019 年 2016 年 2019 年 2016 年 2019 年 2016 年 2019 年 

音乐专用教室 47.4 82.4 61.0 64.1 70.4 90.5 68.1 71.1 

音乐教具 74.8 90.9 47.2 59.2 88.8 95.9 64.5 69.7 

学生用乐器 53.2 78.2 32.7 40.6 61.7 78.3 32.5 36.5 

音响系统 75.5 89.5 58.3 73.0 80.8 91.7 69.1 82.4 

表 3  美术教学资源的配备与使用变化情况 

美术相关教学资源 

四年级 八年级 

配备率（%） 使用率（%） 配备率（%） 使用率（%） 

2016 年 2019 年 2016 年 2019 年 2016 年 2019 年 2016 年 2019 年 

美术专用教室 48.3 77.7 44.7 54.4 69.3 87.2 48.5 59.7 

绘画工具、材料 74.3 92.3 56.6 73.1 83.6 93.6 60.5 75.7 

手工工具、材料 70.6 89.7 47.9 63.2 75.0 89.2 48.5 62.9 

写生教具 60.1 83.5 27.9 34.4 74.6 88.9 38.1 43.2 

九、艺术专职教师比例有所提高，但农村小学艺术教师①缺口较大 

本次监测通过艺术教师问卷调查了四年级、八年级专兼职艺术教师的数据信

息。结果显示，四年级、八年级专职音乐教师的比例为 41.7%和 78.0%，比 2016

年分别提高了 10.7 个、5.4 个百分点；四年级、八年级专职美术教师的比例为

38.2%和 75.1%，比 2016 年分别提高了 9.0 个、7.1 个百分点（具体见表 4）。 

表 4  四年级、八年级专兼职艺术教师情况 

 

专职教师比例

（%） 

兼职，接受过相关专业

培训的教师比例（%） 

兼职，未接受相关专业

培训的教师比例（%） 

四年级 八年级 四年级 八年级 四年级 八年级 

音乐 
2016 年 31.0 72.6 21.3 10.9 47.7 16.5 

2019 年 41.7 78.0 26.6 12.6 31.7 9.3 

美术 
2016 年 29.2 68.0 17.8 11.0 53.0 21.0 

2019 年 38.2 75.1 25.5 14.4 36.3 10.4 

本次监测通过教师问卷调查了四年级、八年级艺术教师“教师资格证”上的

任教学科和实际任教学科，如二者一致，则判断为教师专业对口。监测结果显示，

                                                             
① 本报告中对农村小学艺术教师的统计，不包含农村小规模学校（学生数小于 100人）的艺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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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八年级专业对口音乐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55.6%、85.6%，专业对口美

术教师的比例分别为 51.1%、83.8%。 

对农村教师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小学艺术教师配备虽有较大改善，但

仍存在不能满足现实教学需求的情况。农村小学校长表示音乐教师数量能满足教

学需求的比例较 2016 年提高了 15.5 个百分点，达到 30.0%；美术教师数量能

满足教学需求的比例较 2016 年提高了 14.2 个百分点，达到 30.3%（具体见图

14、图 15）。 

 

图 14  城乡小学音乐教师数量满足教学需求情况 

 

图 15  城乡小学美术教师数量满足教学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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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艺术教研员配备率较高，但对学校教学活动的指导不足 

本次监测通过艺术教师问卷调查了四年级、八年级艺术教师培训与教研情况。

结果显示，75%以上的艺术教师在监测学年参加过教师培训，其中，四年级、八

年级音乐教师参加过培训的比例分别为 79.3%、89.6%，美术教师参加过培训

的比例分别为 76.7%、86.2%。95%以上的艺术教师认为培训有帮助（具体见

图 16、图 17）。 

 

图 16  四年级、八年级音乐教师对各级培训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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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四年级、八年级美术教师对各级培训的评价 

艺术教研员配备率较高，但对学校教学活动的指导不足。四年级艺术教师报

告所在县配有音乐、美术教研员的比例分别为 89.3%、88.4%，八年级相应比

例分别为 92.2%、89.1%。四年级艺术教师反映音乐教研员、美术教研员指导

过学校相应教学活动的比例分别为 60.3%、54.6%，八年级相应比例分别为

61.4%、57.0%（具体见图 18）。 

 

图 18  教研员配备及教研指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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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四成艺术教师没有参加过教研活动或认为教研效果一般。从四年级教师来

看，23.1%的音乐教师和 23.8%的美术教师没有参加过教研活动，19.7%的音

乐教师和 20.5%的美术教师认为教研完全没有效果或效果一般；从八年级教师

来看，10.9%的音乐教师和 11.4%的美术教师没有参加过教研活动，24.2%的音

乐教师和 25.7%的美术教师认为教研完全没有效果或效果一般（具体见图 19）。 

 

图 19  艺术教研活动效果 

十一、家庭艺术氛围较好的学生，艺术成绩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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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和“总是”与家人交流艺术相关话题的比例之和为 33.9%，一起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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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艺术展演的为 36.1%；八年级学生“经常”和“总是”与家人进行以上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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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家庭艺术氛围状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艺术氛围较好的学生，艺术成绩相对较高。以四年级

音乐为例，家庭艺术氛围较好的学生音乐成绩为 535 分，家庭艺术氛围一般的

学生音乐成绩为 506 分，家庭艺术氛围较差的学生音乐成绩为 487 分（具体见

图 21、图 22）。 

 

图 21  学生家庭艺术氛围与学生音乐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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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学生家庭艺术氛围与学生美术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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