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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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义务教育语文学习质量监测工作。 

本次监测延续 2016 年第一轮国家义务教育语文学习质量监测的基本设计，

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语文课程标准》”）为依

据，突出素质教育导向，重点测查学生的语文学习质量，关注学生的语文学习态

度与阅读习惯。监测同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学校的语文教育教学状况、

学生课业负担状况和班主任工作负担状况进行了调查，以反映各地语文课程的实

施状况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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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还抽取了样本学校校长、四年级和八年级的语文教师及

班主任参加问卷调查，实际参测的四年级语文教师为 15766 名，八年级语文教

师为 12681 名，四年级班主任为 16326 名，八年级班主任为 20632 名，小学

校长为 4091 名，初中校长为 2520 名。 

百余所相关机构的语文教育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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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此次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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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学习质量监测指标与监测工具 

监测指标 监测工具 

语文学业表现 

识字写字能力（四年级）、古诗文诵读能力、经

典名著欣赏能力（八年级）、文学类文本阅读能

力、实用类文本阅读能力、书面表达能力 

语文测试卷 

语文学习态度 语文学习兴趣、语文学习自信心、语文学习习惯 学生语文问卷 

阅读习惯 课外阅读时间、课外阅读种类数量、阅读策略 学生语文问卷 

语文教育教学 语文教师教学理念、教学行为、多媒体使用 语文教师问卷 

学生课业负担 学生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全部家庭作业时间 学生语文问卷 

班主任工作负担 

班主任每天在校时长、每天开展的工作事项及花

费的时间、班主任是否具有足够的时间备课和提

高专业化水平、班主任最希望减轻的工作负担 

班主任问卷 

本次监测主要发现如下： 

一、全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业表现良好，与 2016 年相比总体保持

稳定 

本次监测采用量尺分数和水平等级两种方式呈现学生的语文学业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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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经过等值

技术处理，可与 2016 年的结果进行年度纵向比较。 

水平等级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学生分数的具体含义，依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

求，采用国际通用的程序和技术方法，将学生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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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学生语文成绩全国均值为 504 分、503 分，81.7%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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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生和 79.3%的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业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经统计学差

异检验①发现，语文成绩全国均值和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学生比例与 2016 年

相比均无显著变化。23.1%的四年级学生和 24.1%的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业表现

处于优秀水平；经统计学差异检验发现，与 2016 年相比，四年级处于优秀水平

的学生比例显著提升，八年级无显著变化。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业表现水

平分布情况见图 1。 

 

图 1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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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业表现基本相当 

四年级、八年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②（以下简称“随迁子女”）语文学业

表现达到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分别为 89.6%、85.8%（具体见图 2），经统计

学差异检验发现，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在该比例上无显著差异；与 2016 年

相比，八年级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在该比例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四年级没有

发生显著变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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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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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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年级、八年级随迁子女和城市本地儿童语文学业表现水平分布情况 

三、近三成家庭处境不利学生在语文学业表现上实现“逆袭” 

在全国家庭处境不利①学生中，四年级、八年级分别有 27.8%、26.2%的学

生属于“抗逆学生”，即虽家庭处境不利但却能克服不利成长环境取得较好成绩②的

学生。“抗逆学生”在语文学习兴趣、语文学习习惯等方面的表现好于全国均值。

具体来看，四年级、八年级“抗逆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分别

高出全国均值 1.8 个、2.9 个百分点，语文学习习惯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分别高

出全国均值 0.8 个、1.9 个百分点。八年级“抗逆学生”语文学习自信心高和较

高的比例之和高出全国均值 3.3 个百分点，阅读策略运用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高

出全国均值 3.5 个百分点，课外阅读时间 15 分钟以上的比例高出全国均值 1.6

个百分点（具体见图 3）。 

                                                   

① 家庭处境不利是指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由父母职业、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拥有物等指标合成）处于全国后 1/4。 

② 较好成绩是指学生的语文学业成绩根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整后处于全国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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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四年级、八年级抗逆学生的语文学习态度和阅读习惯 

注：图中“学习兴趣”比例指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学习自信心”

比例指学生语文学习自信心高和较高的比例之和，“学习习惯”比例指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好

和较好的比例之和，“阅读策略”比例指学生阅读策略运用好和较好的比例之和，“课外阅读

时间”比例指学生课外阅读时间在 15分钟以上的比例。 

四、学生语文学习兴趣较高，但语文学习自信心有待提高，语文学习习惯有

待改进 

本次监测主要从学生对语文课、语文教师、语文课相关活动、课外阅读的喜

爱程度来调查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将学生的语文学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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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的四年级学生和 88.9%的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高或较高（具

体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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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兴趣分布情况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语文学习兴趣高的学生，语文成绩相对较高。四年级、

八年级语文学习兴趣高的学生语文成绩分别为 514 分、515 分，分别高出语文

学习兴趣低的学生 68 分、75 分（具体见图 5）。 

 

图 5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与语文成绩的关系 

本次监测主要从学生对解决语文问题的感受、完成语文任务的表现等方面调

查了学生的语文学习自信心。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将学生的语文学习自信心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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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的四年级学生和 49.1%的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自信心高或较

高（具体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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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自信心分布情况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语文学习自信心高的学生，语文成绩相对较高。四年

级、八年级语文学习自信心高的学生语文成绩分别为 558 分、560 分，分别高

出语文学习自信心低的学生 127 分、178 分（具体见图 7）。 

 

图 7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自信心与语文成绩的关系 

本次监测主要从学生课内外语文学习行为调查学生的语文学习习惯，如上课

或读书时做笔记、主动查阅资料、写日记等方面的行为。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

将学生的语文学习习惯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习惯好、习惯较好、习惯一般

和习惯待改进。监测结果显示，67.2%的四年级学生和 62.2%的八年级学生语文

学习习惯好或较好（具体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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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习惯分布情况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语文学习习惯好的学生，语文成绩相对较高。四年级、

八年级语文学习习惯好的学生语文成绩分别为 542 分、526 分，分别高出语文

学习习惯待改进的学生 130 分、147 分（具体见图 9）。 

 

图 9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学习习惯与语文成绩的关系 

五、学生具有较好的课外阅读习惯 

监测结果显示，71.7%的四年级学生和 70.6%的八年级学生每天课外阅读时

间在 15分钟以上（具体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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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课外阅读时间分布情况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课外阅读时间 15 分钟以上的学生语文成绩相对较高。

四年级语文课外阅读时间在 15 分钟以上的学生语文成绩在 520 分及以上，高出

从不阅读的学生 103 分及以上；八年级语文课外阅读时间在 15 分钟以上的学生

语文成绩在 509 分及以上，高出从不阅读的学生 95 分及以上（具体见图 11）。 

 

图 11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语文课外阅读时间与语文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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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显示，64.8%的四年级学生和 77.1%的八年级学生课外阅读种类在 3种及

以上（具体见图 12）。 

 

图 12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课外阅读种类数量分布情况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课外阅读种类丰富的学生，语文成绩相对较高。四年

级、八年级课外阅读种类为 6 种及以上的学生语文成绩分别为 559 分、532 分，

分别高出阅读种类仅为 1 种的学生 123 分、108 分（具体见图 13）。 

 

图 13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课外阅读种类数量与语文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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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足。监测结果显示，55.3%的四年级学生和 58.7%的八年级学生阅读策略

运用好或较好（具体见图 14）。 

 

图 14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阅读策略运用分布情况 

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阅读策略运用好的学生，语文成绩相对较高。四年级、

八年级阅读策略运用好的学生语文成绩分别为 546 分、535 分，分别高出阅读

策略运用不足的学生 98 分、131 分（具体见图 15）。 

 

图 15 四年级、八年级学生阅读策略的运用与语文成绩的关系 

六、语文教师教学行为改善明显 

本次监测主要从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尊重学生差异，鼓励学生表达，引导

学生提出问题、开展合作，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审美情趣等方面调查教师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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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师为中心、介于以教师与以学生为中心之间、以学生为中心。监测结果显示，

43.3%的四年级语文教师和 31.8%的八年级语文教师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较 2016 年提高了 20.0 个、11.3 个百分点（具体见图 16）。 

 

图 16 四年级、八年级语文教师教学理念类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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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比例较高的县，其学生语文成绩分别为 547 分、528 分，分别高出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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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四年级、八年级语文教师教学理念与学生语文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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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监测主要从语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对学习内容的设计、预留给学生的讨

论时间、提供给学生的学习资料、指导学生制定探究计划、引导学生分组讨论等

方面调查教师探究性教学行为的使用情况。根据教师的作答情况，将语文教师探

究性教学行为使用情况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使用频率较高、使用频率一般

和使用频率较低。监测结果显示，43.3%的四年级语文教师和 32.7%的八年级

语文教师探究性教学行为使用频率较高，较 2016 年提高了 24.9 个、17.1 个百

分点（具体见图 18）。 

 

图 18 四年级、八年级语文教师探究性教学行为使用频率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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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四年级、八年级语文教师探究性教学行为使用情况与学生语文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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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四年级、八年级语文教师多媒体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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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四年级、八年级语文教师多媒体教学设备使用情况与学生语文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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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当（四年级、八年级分别为 10.01 小时、11.47 小时）。 

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平均每天用于各类非教学性事务工作（学校管理工作、

完成各类检查、考核、评估等活动，与教育教学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及其他工

作）的时间分别为 3.68 小时、3.53 小时（具体见图 22），班主任中的语文教师

该类工作时间更长一些，分别为 3.72 小时、3.70 小时。 

 

图 22 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每天开展的工作事项及其花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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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别为 53.3%、53.6%）（具体见图 23）。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中的语

文教师最希望减轻的工作负担居于前三位的内容相同，具体排名略有差异。 

 

图 23 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最希望减轻的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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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平均每天用于备课的时间仅为1.49小时和1.74小时，

用于提高专业化水平的时间仅为 0.76 小时和 0.75小时（具体见图 22）。39.5%

的四年级班主任和 48.0%的八年级班主任表示备课的时间完全不够或不太够，

53.5%的四年级班主任和 64.9%的八年级班主任表示提高专业化水平（教研、

培训、进修、继续教育等）的时间完全不够或不太够（具体见图 24）。班主任中

的语文教师备课和提高专业化水平时间更为不足，41.6%的四年级和 52.7%的

八年级班主任中的语文教师表示备课的时间完全不够或不太够，55.4%的四年

级和 70.2%的八年级班主任中的语文教师表示提高专业化水平的时间完全不够

或不太够。 

 

图 24 四年级、八年级班主任是否具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备课、提高专业化水平的人数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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