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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考”又名初中学业水平测试，是用来检测学生是

否具有初中学业水平的测试，常常也是进入高中的“入

场券”。[1] 因此中考对于很多学生和家长也是关键的一

关。伴随着核心素养观念的蓬勃发展，中考不仅仅是知

识的测试，更是能力的测试。数学素养一词最早源于国

外，在进入我国后也引起了热烈讨论。教育部于 2014 年

明确要求“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

标准。[2] 在最近新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

版）》（下称《标准》）中明确提出核心素养的内涵是“三

会“。[3] 可见数学核心素养仍在发展之中，对数学核心

素养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一、试卷结构分析和内容分析

1. 试卷结构分析

试卷共有三种题型。选择题共八道，分值为 24，

占试卷的 20%。填空题共五道，分值为 15，占试卷的

12.5%。解答题共十三道，分值为 81，占试卷的 67.5%。

2. 试卷内容分析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下的陕西省中考试题分析
——以陕西省2021年中考数学试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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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考代表着初中三年时光的结束，但也是高中旅程的起始站，是对学生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的评价方式。基

于数学核心素养的角度分析中考试卷，既有利于完善中考命题，也对核心素养的培养有所启发。因此本文以陕西省

2021年中考试题为研究对象，借助核心素养测评框架分析试题核心素养分布情况。发现试题主要有以下特点：①数

学运算素养贯穿始终。②逻辑推理和直观想象覆盖的题型较广。③核心素养考察水平过低。④数学建模和数学抽象

素养欠缺考察。⑤数据分析素养考查形式单一。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对中考命题和教师教学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核心素养；中考；试题分析

Analysis of the test questions of Shaanxi middle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cor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 Take Shaanxi Province's 2021 mathematics test paper as an example

Yueyue Bi, Li Gao 

Yan'an University, Yan'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716000

Abstract: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represents the end of the three years of junior high school, but it is also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high school journey. It is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method for student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Analyzing the examination pap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hematical core literacy is not only helpful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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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初中的知识分为代数、几何、统计学初步和函数

四大模块，具体分值分布见图一：

图一　试卷内容分值分布表

二、核心素养标定方法

《标准》把初中阶段的核心素养表征归纳9个方面。[3]

其中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是综合性的概念，渗透在其他

各个素养之中，可以视作为培养数学核心素养的结果，

因此不考虑到测评过程中。本文利用张东年核心素养评

价框架中义务教育阶段核心概念和高中六大核心素养的

对应关系 [4]，结合《标准》提到的义务教育阶段核心素

养的主要表现和内涵，构成下图所示的核心素养标定依

据，进而对 2021 年陕西省中考试题中的数学核心素养情

况进行考察。

图二　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核心素养的表现和内涵

标定过程中采取“关键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每道题最多标定三种核心素养，对于超出数量的

核心素养，按照在题目中的关键程度进行取舍。其二，

在赋予分值时，按照各核心素养在题目中的关键程度进

行赋值，遵循关键程度和分值成正比例的原则赋予分值。

三、各类题型考察数学核心素养情况分析

1. 选择题

第一题、第三题只考察了数学运算素养，考察知识

点分别为有理数的乘法和负指数幂的运算。第二题考察

了数学抽象素养，考察知识点为轴对称图形的概念。第

四题、第五题和第七题同时考察了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

两种核心素养，考察内容分别为三角形内角和外角、菱

形的性质和全等三角形的判定。第六题考察了直观想象

和数学运算两种素养，考察内容为一次函数和图形平移

相结合。第八题考察了直观想象素养，考察内容为二次

函数的图形及性质。具体分值分布见图七。

2. 填空题

第九题考察了数学运算素养，考察内容为因式分解。

第十题考察了直观想象和数学运算两种核心素养，考察

内容为计算正多边形内角。第十一题和十三题都考察了

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素养，考察内容分别为有理数的加

法和动圆问题。十二题考察了直观想象素养，考察内容

为反比例函数的性质。具体分值分布见图七。

3. 解答题

第十四题，十五题及十六题都主要考察了数学运算

素养，分别为有理数的计算，解不等式组和解分式方程。

第十七题为一道尺规作图题。需要根据题意推断出

所求点为线段 AB 的中点，再利用垂直平分线求出点 P，

该题考查了逻辑推理素养。

第十八题需要利用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定理和性质。

该题考察了逻辑推理素养。

第十九题考察数学应用能力，以商品销售问题为背

景，需要按照题意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再通过求解得出

答案。该题考察了数学建模和数学运算素养。

第二十题为概率问题，第一问考察简单抽样概率计

算，第二问需要运用树状图或者列表法求概率。该题考

察了数据分析和数学运算素养。

第二十一题利用吊桥作背景，考察特殊三角函数值

以及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并且加入了方程的内容。

该题考查了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素养。

第二十二题是一道统计学题，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为背景，贴近陕西省考生生活。考察了平均数、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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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以及根据样本数据进行预测。该题考察了考生的

数据分析和数学运算素养。

第二十三题关键在于从图像中获取信息。该题以

“猫抓鼠”为背景，第一问根据图像求速度，第二问考

察求函数表达式，第三问在第二问的基础上求函数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该题考察了直观想象和数学运算。

第二十四题是一道关于圆的几何题。第一问求证两

个角相等，证明过程中需要作辅助线，然后利用圆周角

和圆心角定理就可证明。第二问是求线段长度，证明过

程涉及两次相似三角的判定定理，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和

勾股定理。该题考察了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素养。

第二十五题将函数和几何结合起来。第一问求二次

函数与坐标轴的交点坐标，比较简单。第二题需要数形

结合，通过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求得线段的比值，从

而确定点 P。该题考察了逻辑推理，直观想象和数学运

算三种核心素养。

第二十六题是一道几何题，题目第一问是求不规则

图形的面积，比较简单。第二问是一道动点问题，求不

规则四边形面积的最小值以及线段长度。首先需要设所

求线段为未知数，用含有未知数的方程把不规则四边形

的面积表示出来，再利用开口向上的二次函数最小值在

对称轴处产生，求出线段长度和四边形的面积。本题考

察了逻辑推理、直观想象和数学运算素养。具体分值分

布见图三。

通过分析选择题和填空题饼状图可以发现，都各考

察了四种核心素养，核心素养考察不全面。通过对解答

题分析发现有两道试题各考察了 3 种核心素养，综合素

养的考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纵观

整张试卷发现：①数学运算素养是基础。②逻辑推理和

直观想象覆盖的题型较广。我们可以发现在三种题型中

都考察了逻辑推理和直观想象素养，分布较广。③核心

素养考察水平过低，一方面不能体现学生之间核心素养

水平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不能引起教师对素养培养的重

视程度。试卷是教师教学过程中重要的信息资源，中考

试卷直指初中三年的学习，因此中考试卷对于教师教学

具有指导意义。④数学建模和数学抽象素养欠缺考察。

考察分值比例较少，分别占到整张试卷的 5.0% 和 3.3%。

⑤数据分析素养考查形式单一。一方面数学分析素养旨

在解答题中有体现。另一方面都是通过统计学相关题目考

察，没能很好的融入到其他题型或者和其他素养相结合。

四、结论和建议

1. 主要结论

①数学运算素养贯穿始终；②逻辑推理和直观想

象覆盖题型广；④数学抽象和数学建模素养考察权重过

低；④数据分析素养考察形式单一；⑤多种核心素养联

合考察；

2. 教学建议

（1）加强数学运算练习

通过分析试卷可知数学运算能力贯穿始终。中考试

卷中的运算较简单，还没有涉及到设计运算程序，水平

较低，因此还是要将数学运算能力作为基础能力进行培

养。一方面要提高学生对数学运算的重视程度。首先在

日常解题过程中由于数学运算而导致的错误不应该被放

过，应该同样被摘录进错题本或者对运算错误进行标注。

其次教师可以在课堂中渗透关于数学运算的历史故事，

引起学生对数学运算素养的关注。另一方面在于教师对

图三　数学核心素养分布权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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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数学运算素养的态度。首先教师要加强数学运算练习，

既可以融入平时的课堂，也可以专门举行数学运算比赛。

其次对于在数学运算比较好的同学予以奖励。适度的奖

励和竞争可以刺激学生参与性。总而言之，数学运算素

养必须被重视，是发展其他素养的基础。

3. 命题建议

（1）采用多样化的数据分析素养考察方式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数据在很多领

域充当着桥梁的作用，数据分析是一项必备的能力。陈

建明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将数据分析界定为：学生在现

实情境中形成的以统计问题为驱动，以概率与统计知识

为工具，以统计思维为手段，以数据交流为方式的一种

数学素养。[5] 现在大多考题完全没有涉及到统计思维和

数据交流的考察，只是以概率与统计知识解决一些单纯

的数学问题。首先可以设置一些与生活相近的问题情境，

让学生自主设计数据的获取过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其次可以设置一些开放性的题目，比如命题者给予相关

数据，让学生自己从中获取信息和结论，而不是只针对

于有固定答案的问题。

（2）加强数学建模和数学抽象的考察权重

数学抽象表现为获得数学概念和规则，提出数学

命题和模型，形成数学方法与思想，认识数学结构与体

系 [6]。试卷中涉及数学建模素养的试题有两道，按照倪

黎对数学建模素养的水平的划分，两道都处于下游水平，

重点考察利用模型解决实际问题。[7] 因此应当适当提高

数学抽象和数学建模的考察权重。且经过分析可知数学

建模和数学抽象之间密切联系，数学建模就是将现实世

界的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 [8]。因此可以增加关于模型的

建立与解决的相关题目，提高学生的情境抽象能力和思

维抽象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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