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5 月溧阳市小学数学四年级学业质量检测分析	

一、测试目的：	

	 	 	 	 	 学业质量监测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推进新课程的重要措施。为了调研全

市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情况，在期中测试后一个月左右，采用提前一天通知、第

二天测试的常态化调研方式，通过客观分析，从学生考试结果找出学生存在的问

题，归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发现教师教学中的优缺点，进一步加强教学研

究，为下阶段的教学改进提供依据及方向。	

二、测试时间：2021年 5月 8日上午 8：30-9：10	 	 	 	 	 	 	 	 	 	 	 	

三、试题结构及指向：	

本试卷分为五大类：分别为：计算题、	 填空题、选择题、操作题和解决实

际问题。试题以本册数学书本只是为本，关注知识技能和过程理解。如操作题是

数学书上的原题、计算题中 2道竖式计算，就是数学书本例题类型、填空题第 3
题及选择题第 3题，在具体情境和实际运用中对运算率的理解和运用；试题指向

学生核心能力，如填空题第 5题需要学生自觉调用画图策略才能正确解决实际问

题、解决实际问题第 1题自觉选择估算的方法解答实际问题；渗透了江苏省质量

抽测和常州市运算能力抽测的方向。主要在两方面渗透，一方面是题量；第二方

面是内容，最典型的是选择题最后一题、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后一题都是 2020 年

省测中的原题。	

四、逐题得分率统计 

题号 
一 二	

1 2 3 合计 1 2 3 4 5 6 合计 

应得

分 
26196 26196 39294 91686 13098 19647 6549 13098 6549 13098 72039 

实得

分 
25227 23367 35522 84116 10544 13340 1172 10753 2318 9508 47635 

得分

率% 
96.3 89.2 90.4 91.7 80.5 67.9 17.9 82.1 35.4 72.6 66.1 

 

题号 
三 

四 
五	

1 2 3 4 5 合计 1（1） 1（2） 2 3 合计 

应得

分 
6549 6549 6549 6549 6549 32745 

2619

6 
19647 19647 26196 

3929

4 

10478

4 



实得

分 
5839 5697 5558 4654 2965 24713 

1925

4 
18212 17348 24048 

2078

6 
80394 

得分

率% 
89.2 87.0 84.9 71.1 45.3 75.5 73.4 92.7 88.3 91.8 52.9 76.7 

五、典型错误及分析 

题号 典型错误 错误分析 

一、计算题 

1. 直 接 写

出得数 

 

 得分率为 96.3%，整体还不

错。630+70 有个别同学写成 800，

进位错了。300÷50 极个别同学没

有使用商不变的规律。其中 7×26

错的最多，表现为口决错误或进

位错误。 

2. 列竖式

计算 

 

 

 

 

 

 

 

 

 

得分率 89.2%，不算太高。 

69×185 错误较多，有个别同

不只算了一步，或连续进位错误

或者乘对了最后即加错了。这部

分同学对三位数乘两位数的计算

算理及连续进位还存在问题。 

 

805×20 这题错误很少，乘数

末尾有 0 的乘法说明学生掌握得

比较好。有部分错误是没有细心，

或者是得数上忘记写 0，或者是计

算错误。 
3. 简 便 计

算。 

 
 

 

   2 道简便计算都是平时经常训

练的题目。得分率为 90.4%。 

错误主要集中在 347-（68 

+47）。这题考查学生运用减法的

运算性质。主要是没有连续减，

把括号去掉后没有把“+”号改成

“-”号，或者是根本没有用简便

计算，说明这部同学对减法的运

算性质掌握得不好。 

87×12+13×12 考查学生乘法

分配律的运用情况，因为这是典



 

 

型的题目，正确率较高。错误的

是极个别同学没有看出可以用简

便方法计算。还有的就是没有理

解。 

 

二、填空题 

 

 

 

 

 

 

 

 

 

 

 

 

 

 

 

 

 

 

 

 

 

 

 

 

 

 

 

 

 

 

 

 

 

 

 

 

第 1题的得分率为 80.5%。24
的 30 倍是（	 	 	 ）。几乎没有错

误。学生能明确一个数的几倍是

多少？用乘法计算，并能正确口

算。	
要使¨96×25 的积是四位

数，¨内最大填（	 	 	 ）。这题考

查的是学生有没有估算意识，如

果想着最小的四位数是 1000，
25×400=1000，那么¨肯定填 3。
有很多人填 4、5及其它的数。这

些同学肯定没有正确运用估算方

法。想着 4 可能差不多，没有考

虑到后面有进位，填了后也没算

一下，所以会出现各种答案。	
 

    第 2 题的总体得分率为

67.9%，第（1）题正确率很高，

但是也有少数学生填成（14 亿）

亿，将单位重复写了。第 2题（2）
1000粒大米重 30克，如果每人每

天节省 1 粒大米，全国一天大约

能节省（	 	 	 ）吨大米。这题考查

学生的推算能力，错误非常多，

得分率很低。有同学就只用了

“1000粒大米重30克”这个条件，

可能就算 1 亿粒大米的重量；还

有同学，计算结果末尾的 0 个数

不对，可能计算粗心，也可能单

位之间的进率不清楚。	
	
	

第 3 题，得分率很低，只有

17.9%，说明对运算律本质的理解

还有欠缺。很多同学没有认真看

题，这一步的意思指向不清，有



 
 

 

 

 

 

 

 

 

 

 

同学看到题目是典型的乘法分配

律的形式，就不加思索填了乘法

分配律；有同学对于加法交换律

和结合律概念不清，不能从本质

上区分，因而只考虑到一种运算

定律。还有同学居然写乘法交换

率和结合率。另外，学生的错别

字还应多关注。“合、律”出现

很多错别字。	
	
第 4题，得分率为 82.1%。学

生能知道速度、时间、路程之间

的数量关系，并能根据数量关系

正确求出速度。但速度的单位有

各种错误，还有用文字表达的。

可能平时教学中老师对这类单位

强调的不够。另外，数量关系简

单几个字，错别字却层出不穷。

也有少数同学关系不清，不会填

或者填错。如：速度÷时间=路程、

速度×时间=路程等。	
	

第 5题，得分率为 35.4%，学

生不能从“面积 49平方米”，推

算出边长是 7米，因而无从下手，

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还有部分同

学直接空着。学生如果不画图很

难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就要求学

生必须养成画图的良好习惯。	
	 	 	 第 6 题，得分率为 72.6%。说

明大部分孩子善于观察数字，能

找出规律正确填写，但第 2 问的

错误比第 1 问要多一半，原因是

第 1问顺着前面的规律写的，第 2
问要求学生反过来根据结果填算

式，要求学生对规律理解得十分

透彻才能做对，难度要大一点。	



三、选择

题 

 

 

 

 

 

 

 

 

 
 

 

 

第 1题，得分率为 89.2%，这

题主要考查学生对轴对称图形的

理解，大多数同学对轴对称图形

掌握较好。有7.02%的同学选择 A，

说明还有一个轴对称图形没找

到。 

   第 2 题，得分率为 87.0%。这

一题主要考查学生在具体情境中

对算理的理解。按道理应该掌握

得很好，但是还有同学选错，有

4.98%的同学选择B，10箱饮料125

元。不理解这里的 125 表示 125

个 10，是 1250。说明这些同学只

是会列竖式计算，并没有掌握在

情境中理解算理。 

   第 3 题，得分率为 84.9%。这

一题考查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对乘

法分配律的理解。这个得分率也

不是很高，刚刚学习乘法分配律，

按理如果直接让学生计算都会做

的，但是结合具体情境有的同学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第 4 题，得分率为 71.1%。这

一题考查学生对近似数的理解。

还有 16.9%的同学选择了 C，

199999，他们对于四舍五入求近

似数的取值范围掌握得不是很

好。 

第 5题，得分率为 45.3%。这

一题考查学生的推理能力。这是

一道省测原题，题目长，信息量

大，如果学生之前没有训练过，

要正确推算的话需要一定的时

间。所以得分率低。还有 35.8%

的同学选择了 D,4 年多。是因为

8 × 365=2920 ， 2920×3=8760 ，

2920×4=11680，所以他们认为是 4

年，但是没有看到“多”这个字，

还是要加强仔细审题教育。 



四、实践

与操作 

 

   
这题的得分率为 73.4%，这是一

道书上的原题，主要考查学生对

平移、旋转的实际操作能力。旋

转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难点，这题

要旋转的三角形不是直角三角

形，难度又加强了一点，有的同

学在把斜边逆时针旋转 90 度后，

不知道转到哪里了。还有绕 A 点

旋转，旋转点画错。 

有同学没有仔细读题，先平移，

再旋转或者没有旋转。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及图形空

间观念需加强。 

五、解决

实际问题  
 

 

 

 

第 1题第（1）小题的得分率

为 92.7%，学生能较好地分析数量

关系，根据“总字数÷时间=每分

钟演讲的字数”，少部分同学是

因为计算错误，得数有“250、220、

226、255、240”等。极少部了分

同学列式为“900×4”，没有理解

题目的意思。 
第（2）小题的得分率为

88.3%。这道题考查学生的估算能

力，只要把 57≈60，60×15=900，
所以 57×15<900。但是绝大部分同

学没有估算意识，都没有估算，

而是列竖式计算 57×15，或是

900÷57，但是又有很多计算错误，

进位加忘记相加，错误结果有

“835、845、865”等。 

第 2题，得分率为 91.8%。本题从

学生熟悉的现实情境出发，考查

了路程、速度和时间的关系，本

题得分率较高，大部分学生掌握

得很好。但是本题是追及问题，

要用速度差×时间=路程差，但是



 

 

 

有的同学没有读懂题目，错误地

计算成速度和×时间=路程和 

 

 

 

第 3 题，得分率为 52.9%。这题是

省测的原题，和书上的题目也差

不多，只改了个数字，考查了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能调用

已学的解决问题的策略，灵活地

运用相关策略来解决问题。本题

如果学生用画图的策略，思路就

十分清晰。但是发现有好多同学

没有画图或图画得不正确，或者

图画正确后表述不清，黄色和红

色混淆，或者计算不正确，或者

只算一个方阵，没有算 5个方阵。 

 

 

 

六、教学改进建议： 

1.培养估算意识，提高估算能力 

    本张试卷有部分同学来不及做，是因为有的题目他们不会巧算，填空题

第 1题的第 2问，要使¨96×25 的积是四位数，¨内最大填（	 	 	 ），这题如

果学生有估算意识，用估算的方法来解决就会很快，但是如果没有估算意识，

靠死算，又费时而且不容易做对。再比如解决问题的第 1题的第（2）小题，	
如果学生会用估算，把 57 估计成 60，很快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绝大多数同

学都是列竖式算的，费时又做错。这两题如果估算用得好，可以少花几分钟。

就不会出现来不及做的现象了。 

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教学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认识到估算的重要性，培养估算意识。教师在引导小学生重视估

算重要性的过程中，应结合生活例子对小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使用估算解决

生活中的数学知识中，认识到估算具有简化计算的作用，从而使学生体会到使

用估算的便捷性。 



（2）教给学生估算的方法，提高估算能力。要使学生对估算有正确的、

系统的认识，只有这样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才更喜欢使用估算去解决数学问

题。教师应在估算课程的教授过程中，带领学生对估算方式进行系统的学习，

为学生灵活的使用估算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学生的估算能力。 

（3）正确运用估算方法，提高估算兴趣。 

估算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加快学生的做题速度，还可以使学生在考试

的过程中快速检查题目是否正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的错题率，从而提高

学生的考试成绩。另外，教师应正确地引导学生在实际中使用估算知识，激发

学生使用估算知识的兴趣，将生活中出现的数学问题用估算的方式进行解决，

培养学生使用估算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2. 灵活调用策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到现在为止，四年级学生已经学过好多策略，比如画图、列表、举例、

从条件想起、从问题想起等等。要求学生要真正掌握这些策略，并且在具体

情境中要能灵活选择最优的策略来解决问题。 

本卷最后一题，书上是告诉学生用画图的方法，而且只要画一个方队，

再根据一个方阵的情况算出 5个方队。但是这里只给了一点小提示（请用算

式、画图或者其他你认为好的方法解决，让老师能看懂你的思考过程。）有

的同学就不知道用画图的方法是最直观最好的方法。所以有的人没有画图直

接列算式，但是又算不清；有的人虽然想到画图了，但是又画得不对等等，

所以导致老师本以为很简单的题，结果学生做下来却不尽如人意。 

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 

（1）培养策略意识 

（2）加强策略教学 

（3）加强策略运用 

（4）灵活调用策略 

3. 加强思维教学，培养逻辑推理能力 

      本张试卷有两道推算题，分别是填空第 2 题的第（2）小题，1000 粒大米

重 30 克，如果每人每天节省 1粒大米，全国一天大约能节省（  ）吨大米。 

     还有就是选择题的第 5 题，如果一天练习 8 小时，练习 1 万小时需要（）

年多。 

这两道题学生普遍反映最费时，而且正确率极低。说明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必须加强。 

在数学学习过程中，逻辑推理能力是学生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也是核心素

养之一。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把握数学本质，然后以此为基础，培

养学生对事物的观察、分析、比较等综合能力，让学生从中把握逻辑推理的方法。 

（1）创设推理情境，激发学生的推理兴趣 

（2）讲授推理方法，提升学生的推理能力 

（3）展示推理过程，培养学生的推理思维 



4.以省测卷为导向，培养数学综合能力 

我们要认真研究学习省测卷反映出来的教学导向，以数学课程标准为依

据，以教材为依托，渗透新理念。让学生通过操作、实践、探索等活动充分地感

知，使他们在经历和体验知识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获取知识、形成能力。只有

这样他们才能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活用”知识，达到举一反三、灵活应用的水

平。还要引导学生通过观察生活现象，学会数学思考，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而促进学生发展，推进课程改革。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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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科学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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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