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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遵照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９６１年９月３０日开始实施）在巴黎签署的公约第一条规定，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应当推进以下既定政策：

———使成员国实现最佳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水准，同时保持财政稳

定，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促进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健康的经济扩展；

———遵循国际规范，促进世界贸易在多边、非歧视的基础上扩展。

ＯＥＣＤ初始成员国是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

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接着，下列国家也陆续成

为成员国（括号中是加入时间），它们是：日本（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８日）、芬兰（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８日）、澳大

利亚（１９７１年６月７日）、新西兰（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９日）、墨西哥（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８日）、捷克（１９９５年

１２月２１日）、匈牙利（１９９６年５月７日）、波兰（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２日）、韩国（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和

斯洛伐克（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参与ＯＥＣＤ的工作（ＯＥＣＤ公约第１３条）。

本书原始英文版和法文版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如下标题出版：

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犳狅狉犜狅犿狅狉狉狅狑狊犠狅狉犾犱：犉犻狉狊狋犚犲狊狌犾狋狊犳狉狅犿犘犐犛犃２００３

犃狆狆狉犲狀犱狉犲犪狌犼狅狌狉犱犺狌犻，狉é狌狊狊犻狉犱犲犿犪犻狀：犘狉犲犿犻犲狉狊狉é狊狌犾狋犪狋狊犱犲犘犐犛犃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犗犈犆犇．

版权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

中文版由ＯＥＣＤ授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翻译出版，２００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文版本的质量以及与原版的一致性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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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经济和社会都迫切需要提高教育水平，这一直是促使政府提

高教育服务质量的动力。当今世界，国家（地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源

于其人力资本，而个人需要终其一生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才能

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获得成功。各国（地区）的教育系统需要为此奠定

坚实的基础，培养年轻人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离开学校后继续学习

的能力和动力。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父母、学生、那些从教和管理教育体系的

人、广大公众，都需要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教育系统是如何帮助学生为生

活做准备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国家（地区）都对学生的

学习进行监测。评估和评价———再加上恰当的激励———能使学生学习

更好，使老师教学更有效率，也使学校更有支持性、更富效能。通过国

际比较分析，我们能为各国（地区）测评结果提供更广阔的背景，这是对

各国（地区）情况的扩展和丰富；国际比较能够提供信息，帮助各国（地

区）判断自己相对较强和较弱的领域，同时监测其进展状况。国际比较

分析还能激励各国（地区）提高自身期望值。而且，国际比较分析还能

提供例证，指导各国（地区）制定与学校课程、教学工作和学生学习有关

的政策。

１９９７年，为应答学生学业成绩的跨国比较研究需要，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ＯＥＣＤ）启动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ＰＩＳＡ）。ＰＩＳＡ显示了政府的

职责所在，即定期地，在国际普遍接受的框架内，用学业成绩来监督教育

系统结果。其目的在于运用一种反映成年人生活所需技能的创新模式，

为政策对话、为制定和执行教育目标中的合作提供新的基础。ＰＩＳＡ第一

轮于２０００年启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关注阅读能力，结果表明国家（地区）间存

在广泛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国家（地区）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使年轻

人接触、掌握、整合、评价并反思书写的信息，以发展他们的潜能，并进一

步扩展视野。对一些国家（地区）来说，结果令人失望。虽然一些国家（地

区）学校教育年限与其他国家（地区）相同，还有些国家（地区）教育投入很

大，但是他们１５岁孩子的学业仍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地区）。另外，ＰＩＳＡ

２０００也强调学校成绩的显著差异，更加关注学习机会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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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０年以后ＰＩＳＡ有哪些变化呢？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关注数学，这

份报告中是该测试的首批结果。本报告表明，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都

进行测量的两个数学内容领域［１］中，数据可比的２５个ＯＥＣＤ国家平均

成绩在其中一个领域均有所提高，而在科学、阅读和数学这三个可比的

领域，成绩基本没有变化。然而，各国（地区）之间学业成绩的变化并不

相同。芬兰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阅读成绩最高的国家，２００３年的阅读成绩仍

然在所有参与国（地区）中保持最高，同时，芬兰也进一步提高了数学和

科学成绩，这次与东亚国家（地区）处于同一高度。而在前一次，东亚国

家（地区）的数学和科学成绩没有国家（地区）可以相匹敌。对于墨西哥

这个２０００年ＰＩＳＡ测评中成绩最差的国家，２００３年三个领域的测量成

绩都有所下降，原因之一可能是墨西哥扩大依然有限的中等教育入学

规模所带来的压力（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

然而，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对各国（地区）在数学、科学和阅读科目上相

对名次的研究。它同时也关注更大范围的教育成果，包括学生的学习动

机，自我信念及学习策略。而且本报告还研究了不同性别、不同社会经济

群体学生间的成绩差异。另外，本报告深入分析一些与学校内和家庭中

发展知识技能相关的因素，探讨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其对政策制

定的启示。最重要的是，本报告说明一些国家（地区）既能取得高标准成

绩又能公平分配学习机会。这些国家（地区）的测试结果展示了教育可能

达到的目标，这对其他国家（地区）提出了挑战。

这份报告是ＰＩＳＡ参与国（地区）、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框架内工作的

专家和机构，以及ＯＥＣＤ共同合作的产物。报告由ＯＥＣＤ教育司起草，

主要由Ａｎｄｒｅａｓ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ＣｌａｕｄｉａＴａｍａｓｓｉａ和ＭｉｙａｋｏＩｋｅｄａ完成。在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ＡＣＥＲ）ＲａｙｍｏｎｄＡｄａｍｓ的指导下，由ＰＩＳＡ

专业协作组织准备了ＰＩＳＡ的测评工具和报告的数据；ＲａｙｍｏｎｄＡｄａｍｓ，

ＣｏｒｄｕｌａＡｒｔｅｌｔ（构建了第三章的模型），ＡｌｌａＢｅｒｅｚｎｅｒ，ＪｕｄｅＣｏｓｇｒｏｖｅ，

Ｊｏｈｎ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ＤｏｎａｌｄＨｉｒｓｃｈ，ＹｕｋｏＮｏｎｏｙａｍ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ｏｎｓｅｕｒ，

ＣｌａｕｄｉａＲｅｉｔｅｒ，ＷｏｌｆｒａｍＳｃｈｕｌｚ，ＲｏｓｓＴｕｒｎｅｒＳｏｐｈｉｅＶａｙｓｓｅｔｔｅｓ提供了

建议和分析方面的支持。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完成也得益于ＪａａｐＳｃｈｅｅｒ

ｅｎｓ和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ｉｌｌｍｓ根据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背景所做的分析工作。

［１］２００３年，对数学进行了详细的测评，结果分四个内容量表进行报告。２０００年，对数学进行了少量

测评，仅报告一个量表，但测评包括ＰＩＳＡ数学框架两个内容领域，分别是空间和形状以及变化和关

系（见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为了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结果进行比较，对２０００年这两个内容领域分别重构了

独立的报告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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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ＲｙｏＷａｔａｎａｂｅ（日本）为主席的ＰＩＳＡ管理委员会领导整个报告的

工作。报告的附录Ｃ列举了各ＰＩＳＡ团体成员名单，以及对这份报告和

整个ＰＩＳＡ作出贡献的专家和顾问。

本报告由ＯＥＣＤ秘书长负责出版。

犚狔狅犠犪狋犪狀犪犫犲

ＰＩＳＡ管理委员会主席
　　　　　　　

犅犪狉狉狔犕犮犌犪狑

ＯＥＣＤ教育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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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是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是政府教育管理

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校提高教学工作质量和效能的重要工

作平台。

当前，我国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追

求均衡和优质的新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逐步把工作的重

心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并大力加强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价工作。教育部

建立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和义务教育监测办公室，在全国选择了７２

个县约８０００所中小学校进行重点监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成立了“建立国家中小学生学习质量分析与制导系统”项目组，在辽

宁、北京、上海等地开展了学生学习质量监测试点。浙江成立了省级教育

质量监测中心，甘肃、贵州等地在国际机构的帮助下也开展了教育质量监

测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上海从２００６年开始了基础教育质量测评的试点工作。在实践过程

中我们体会到，教育质量评价很重要也很复杂，需要依托专业的机构、扩

大专业的队伍、普及专业的知识、开发科学的工具。要建立以科学评价为

基础的教育质量监测体系还任重道远。我们有必要加强与国际机构的联

系和合作，学习先进的教育评价理念和评价方法。这有利于真实反映学

生的学习能力，有利于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科学化管理，提高教育决策的科

学性，也有利于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

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成立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ＰＩＳＡ）研究中心，积极参与ＯＥＣＤ的ＰＩＳＡ研

究。ＰＩＳＡ是到目前为止参与国家和地区最多的学生能力国际比较项目

（据截至２００７年底的资料，ＰＩＳＡ２００９将有６８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它有

以下几个主要特点：（１）它是前瞻性的评估，着重于评价年轻人运用知识

和技能迎接现实生活挑战的能力，而不是看他们掌握特定学校课程的程

度；（２）它采用科学的能力水平测试，能够多维度地分析学生素养，而不是

单纯地考核或选拔学生；（３）它是目前最全面最严格的国际比较项目，采

用严格的质量保证程序，全面收集与成绩差异有关的学生、家庭和学校的

数据，科学地分析影响学生学习质量的因素，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改革提供

依据；（４）它凝聚了多国教育专家的智慧，ＯＥＣＤ、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各

国专家共同参与测试工具的开发和数据分析过程，采用了各种先进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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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测量方法和技术，是国际合作研究的典范。

为了给关心和参与ＰＩＳＡ研究的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一套完整的参

考资料，同时也为了向广大教育行政人员、校长和教师以及关心教育质量

的公众介绍ＰＩＳＡ，扩大和加深人们对该评估的了解，我们决定组织翻译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报告》。目前

该报告已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希望中

文版的发行能够为ＰＩＳＡ以及教育质量评价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２００８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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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犐犛犃———概要

２００３年，ＯＥＣＤ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ＰＩＳＡ）对学生知识和技能进行

了第二轮为期三年的调查。这份报告就是对这些结果的总结。

ＰＩＳＡ希望能够测量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１５岁青少年准备好迎接今

天这个知识社会挑战的程度。评估是具有前瞻性的，着重于年轻人运用

知识和技能迎接现实生活挑战的能力，而非仅仅看他们掌握特定学校课

程的程度。这一取向反映了学校教育目标本身的变化，即越来越多地关

注学生运用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内容能做什么，而不单单看他们能否重

现所学的内容。

推动ＰＩＳＡ发展的主要特征包括：

■ 它的政策导向：根据政府制定政策的需要进行设计和报告，以提供

政策借鉴；

■ 独创的“素养”概念：即有关学生在主要学科领域应用知识和技能

的能力，分析、推理和有效交流的能力，以及在不同的情境中解决

和解释问题的能力；

■ 它与终生学习的相关性：ＰＩＳＡ不仅评估学生的学科及跨学科能力，

同时也要求学生报告自己的学习动机、对自我的信念和学习策略；

■ 它的定期性：使各国（地区）能够监督学生在达到关键学习目标中

的进步；

■ 覆盖国家（地区）众多以及其合作性质：至今已有４９个国家（地区）

参与了ＰＩＳＡ评估，而且另有１１个国家（地区）将加入ＰＩＳＡ２００６

年的评估，这次评估可以代表世界人口总数的１／３，将近９０％的全

球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１］。

ＰＩＳＡ评估学生成绩，并收集那些可用于解释成绩差异的学生、家庭

和学校的数据，在这方面，它是最全面、最严格的国际项目。评估的范围

和性质以及需要收集的背景资料，是由参与国家（地区）的著名专家决定，

并由各国（地区）政府基于他们共同关注的、政策驱动的问题共同决定其

方向。为使测评材料达到文化和语言上的广泛和平衡，各国（地区）都付

出了很大的努力，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翻译、抽样和数据收集上都采用

了严格的质量保证机制。因此，ＰＩＳＡ的结果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能显

著改进对世界最发达国家（地区）教育结果的理解，以及对数量越来越多

的、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国家（地区）教育结果的理解。

首次ＰＩＳＡ调查于２０００年在３２个国家（地区）实施（包括２８个ＯＥＣＤ

　　ＰＩＳＡ希望评估

１５岁青少年准备好

接受生活挑战的程

度。

　　ＰＩＳＡ是政府间

为在全球框架下监测

学生进步而合作开展

的项目……

　　……它是一项由

著名专家制定的有效

的跨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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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犘犐犛犃参与国家（地区）分布图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捷克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卢森堡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拉脱维亚

列支敦士登

中国澳门

俄罗斯

塞尔维亚和黑山

泰国

突尼斯

乌拉圭

参与其他犘犐犛犃测评的

伙伴国家（地区）

阿尔巴尼亚

阿根廷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

智利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

以色列

约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立陶宛

马其顿

秘鲁

卡塔尔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中国台湾

　　注：本书英文、法文原版出版时，中国大陆尚未参加ＰＩＳＡ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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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２００２年又在１１个新的伙伴国家（地区）进行。整个评估２／３为阅读，其余１／３是

对数学和科学成绩的概要评估。第一批结果于２００１年（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和２００３年

（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ｃ）公布，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对该测试结果各方面深入分析的主题报告［２］。

本报告所指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在４１个国家（地区）实施，其中包括３０个

ＯＥＣＤ成员（图１．１）。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包括对数学的深入评估，以及对科学、

阅读和问题解决略微概括的测评。下一个为期三年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６调查重

点会放在科学上，２００９年又将回到阅读。［３］

ＰＩＳＡ最初是由ＯＥＣＤ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来的，然而现在它

已经变成了很多其他国家（地区）和不同经济体制地区的主要政策工具。

ＰＩＳＡ在世界范围内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政策作用，许多ＯＥＣＤ伙伴国家

（地区）已经开始或正在计划实施ＰＩＳＡ调查，包括东南亚（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东欧（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

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罗马尼

亚、俄联邦、塞尔维亚［４］和斯洛文尼亚），中东（约旦、以色列和卡塔尔），

南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及北非（突尼斯）。世

界范围内，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ＰＩＳＡ结果来实现以下目标：

■ 通过与其他参与国（地区）比较，评估本国学生的素养技能；

■ 为教育改进确立基准线，比如，其他国家（地区）的平均分数，或者这

些国家（地区）提供高度公平的教育成果和教育机会方面的能力；

■ 理解自己教育系统中相对的强项和弱项。

国家（地区）对ＰＩＳＡ的兴趣可以从很多参与国（地区）撰写的报告，

以及世界范围公众争论和媒体对ＰＩＳＡ结果无数的引用中看出来（具体

例子可参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最初结果的报告分为两册。这份报告是第一册，总结了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学生的成绩，并运用所收集的信息分析了有助于促进教育取

得成功的各种因素。第二册《面向明日世界的问题解决———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对跨学科能力的首次测量》（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ｄ）报告了新的跨学科问题解决评

估，《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则解释了ＰＩＳＡ采用的方法。

除了报告学生、学校和国家（地区）三个层面的数学、科学和阅读成

绩，这份报告还运用学生、学校和教育系统的背景信息，研究与不同成绩

水平相关的一系列因素。通过显示不同国家（地区）学生能力水平的模式

和有关学生特征和经历的信息，ＰＩＳＡ提供了一个有助于理解促进教育成

功因素的强有力工具。这章其余部分将依次关注下列问题：

■ＰＩＳＡ测量的内容（整体和各个评估领域）、使用的方法和涉及的目

标人群；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在４１个

国家（地区）实施，其中大

部 分 也 参 加 了 ＰＩＳ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关注重点

从２０００年的阅读转到了

数学。

　　ＰＩＳＡ是由ＯＥＣＤ

国家提出来的，但现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始实施ＰＩＳＡ。

　　这份报告关注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的学生

成绩以及与教育成功

相关联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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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独特之处，包括ＰＩＳＡ调查在多大程度上在经过一段

时间后可以重复调查；

■ 这份报告如何组织。

犘犐犛犃测量的内容和方法

ＰＩＳＡ每个评估领域的框架和概念是由参与国（地区）及其下设顾问

团的国际专家设计，并征得了参与国家（地区）政府的同意之后确定的

（ＯＥＣＤ，１９９９ａ及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框架首先提出“素养”的概念，即学生

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分析、推理和进行有效沟通，解决和解释各种不同

情境中问题的能力。

ＰＩＳＡ中“素养”的概念比以前“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概念更为宽泛。

它是在一个连续体上进行测量的，而不是像那种测量一个人具有或不

具有某种特质的方法。出于某些目的，有必要也有需要在读写能力这

个连续体上选取一点作为标准，低于这一点就说明能力水平不够，但隐

含其中的差异性也很重要。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有一系列能力，而

且在一个具有完全读写能力和不具有读写能力的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区

分线。

素养的获得是一个终生的过程，它并不仅仅发生在学校里、必须经

过正规的学习才能获得，它还可以通过与同伴、同事及更广泛社交圈子

的交往获得。不能指望１５岁的青少年已经学到了所有他们成年后需

要知道的一切，但他们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领域应当有一个扎实的知

识基础。为了能在这些学科领域内继续学习，并将他们的所学应用到

现实世界中，他们还需要理解基本的过程和原则，并在不同的情境中灵

活地运用。因此，ＰＩＳＡ所测量的是完成与真实生活相关任务的能力，

它取决于对关键概念大致的理解，而不是将评估限制在特定学科知识

的获得上。

在测评三个主要领域能力的同时，ＰＩＳＡ希望逐步研究跨学科的能

力。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开了个头，询问学生关于他们动机和其他学习态度方面

的情况，他们对电脑的熟悉程度及在“自我管理学习”标题下学生管理和

监督自身学习策略的各个方面。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进一步发展和补充了这些内

容，测查了问题解决的知识和技能。在接下来的ＰＩＳＡ调查中，更深层次

的跨学科能力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会越来越重要。

犘犐犛犃的素养：测量内容

ＰＩＳＡ测评领域的界定包括以下三方面：

　　ＰＩＳＡ基于国际

认可的评估框架来测

量“素养”……

　　……素养被视为

一种广义的学生能力

连续体。

　　素养获得终生都

在进行，它们应用于

真实的情境……

　　……并且素养不

限于学科训练，它关

注更宽泛的学习者特

征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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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１■犘犐犛犃２００３评估的关键特征

内容

■ 这项调查包括数学（２００３年的重点）、阅读、科学及问题解决。ＰＩＳＡ并不孤立地看待学

生在这些领域内的知识，而是将其与学生对知识经验的反思及实际应用能力联系在一

起。ＰＩＳＡ强调的是对过程的掌握，对概念的理解，及在各测评领域的不同情境中的作

用能力。

■ＰＩＳＡ把对特定学科知识的测评与跨学科的能力整合在一起。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中，学

生评估自己作为学习者的特征。２００３年的调查还首次评估了更广泛的学生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

方法

■ 每个参加的学生完成２小时的纸笔测试。

■ 要求学生自己组织语言回答的问题与多项选择题结合在一起。题目通常以单元形式组织，

每个单元包含一段文字或一个图表，都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 测评题目总共需要６个半小时，不同的学生接受不同的测评题目组合。其中数学的测评时

间为３个半小时，阅读、科学和问题解决各为１小时。

■ 学生完成一份３０分钟的问卷，主要涉及他们的背景、学习习惯和对学习环境的认知，以及他

们的参与学习程度和动机。

■ 学校校长完成一份有关他们学校的问卷，包括学校的人口分布特征及对学校学习环境品质

的评价。

结果

■２００３年１５岁青少年知识和技能的概况。

■ 将学业成绩与学生特点、学校特点联系起来的背景指标。

■ 政策分析和研究的知识基础。

■ 首次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在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两次测评间的变化情况进行评估。

样本大小

按照科学概率取样，测评样本超过２５万学生，代表了４１个参与国（地区）的２３００万１５岁在

校生。

未来的测评

■ＰＩＳＡ２００６测评的重点将是科学，ＰＩＳＡ２００９又将回到阅读。

■ 未来测评有一部分会要求学生使用电脑，扩展测评的能力范围，反映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作为

现代社会媒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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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测评领域中学生需获得的知识内容或结构（比如，对数学概

念的熟悉度）；

■ 需要进行的过程（比如，进行一个特定的数学证明）；

■ 学生遇到数学问题并应用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情境（比如，做出与个

人生活有关联的决定，或者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数学、科学和阅读三个领域具体包含的内容将在第２章和第６章重

点分析，并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测评框架：数学、阅读、科学及问题解决的知识

和技能》（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图１．２概括了每个素养领

域的核心定义及各个领域三个维度的发展。

图１．２■ 本书包含的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测评领域概况

测评领域 数　　学 科　　学 阅　　读

定义及其特征 “明确数学在世界上的作用，并

能理解其作用，能做出理由充

分的判断，利用并运用数学满

足作为一个有建设性的、关心

社会、善于思考的公民的生活

需要。”（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

与更广义的、功能性的数学运

用相关联，数学运用需要识别

出各种情境下的数学问题并能

用公式表达。

“利用科学知识、识别科学问题

并能得出有根据的结论，以便

能理解自然界及人类活动造成

的变化，并有助于做出相关的

决策”（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

要求理解科学概念，运用科学

的视角并能科学地看待证据。

“理解，使用和思考书面文本的能

力，以达到个人目标，增长知识、

发挥潜力并参与社会”（ＯＥＣＤ，

２００３ｅ）。

阅读的内容要比解码和文字理解

更多，还涉及理解和反思，以及使

用阅读实现个人生活目标的

能力。

内容维度 相关的数学领域群和概念群：

● 数量；

● 空间和形状；

● 变化和关系；

● 不确定性。

科学知识和概念的各类领域，

比如：

● 生物多样性；

● 力和运动；

● 生理变化。

阅读材料的形式：

● 连续文本包括不同种类的散

文，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 非连续的文本包括图表，表格，

目录。

过程维度 “能力群”定义数学所需要的

技能：

● 再现（简单的数学运算）；

● 连接（运用多个观念解决直

接的问题）；

● 反思（更广泛的数学思维）。

与这些过程相关的任务难度一

般会不断增加，但每个群的任

务评分有重叠的部分。

使用科学知识及理解的能力，

获得、解释和处理证据的能力：

● 描述、解释和预测科学现象；

● 理解科学研究；

● 解释科学证据和结论。

阅读任务或过程的类型：

● 提取信息；

● 解释文本；

● 对文本进行反思和评价。

ＰＩＳＡ的重点是为了学习而阅读，

而不是为了阅读而学习，因此并

没有对学生最基本的阅读技能进

行测评。

情境维度 情境按其与个人生活的距离不

同而变化，由近及远分别有：

● 个人的；

● 教育和职业的；

● 当地的和更大社区的；

● 科学的。

科学的背景，关注科学在以下

几方面作用：

● 生命与健康；

● 地球和环境；

● 技术。

文本的使用场合：

● 私人的（比如，私人信件）；

● 公共的（比如，官方文件）；

● 职业的（比如，报告）；

● 教育的（比如，与学校相关的

阅读）。

　　每个ＰＩＳＡ领域

可从三个维度来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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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犐犛犃工具：测量的实施

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一样，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测评工具是围绕着测评单元制定

的，包括一系列文章及针对文章各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目的在于设置一

些尽可能与真实生活接近的任务。

问题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数学、科学和阅读这三个测评领域都有约

５０％的题目需要学生自己组织答案，或从较多可能的答案中给一个简短

回答（简答题），或者较长的回答（开放式问答题），ＰＩＳＡ允许学生有多样

的、个人的回答，甚至是相反的观点。所有的题目都由专家评分，其中部

分正确或不太全面的答案可以部分得分。为了确保评分过程中的一致

性，很多更为复杂的题目由多位（不超过４位）评分者独立给分。同时，为

了确保不同国家（地区）间评分过程以同等方式开展，由一个受过集中训

练的独立专家评分小组对每个国家（地区）学生答案的子样本打分。结果

表明，不同国家（地区）间的评分具有一致性（有关评分过程的具体事宜请

参阅附录Ａ７及《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测试中还有１２％的题目是由学生自己组织答案，但可能答案的范围

都很有限（封闭式问答题），评分只有对错之分。其余的题目都以多项选

择题的形式出现，学生要么从给定的四到五个选项中选择一个，要么有一

系列的选择，与每个不同的命题或者陈述相关联，从可选择的两个答案中

圈出一个（比如“是”或“否”，或者“同意”或“不同意”）（复杂的多选题）。

总的测试时间为３９０分钟，有不同的测试本组合，每个学生的测试时

间为１２０分钟。数学测评的时间为２１０分钟（占总测评时间的５４％），阅

读、科学和问题解决等其他测评领域各自占６０分钟。因此，对阅读和科

学技能，这份报告呈现的仅仅是概况。了解有关ＰＩＳＡ测评工具更多的

信息参见附录Ａ６。

犘犐犛犃学生总体

为了确保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结果的可比性，ＰＩＳＡ需要评估有可比

性的目标人群。不同国家（地区）学前教育及保育本身的性质和范围存在

差异，正规教育入学年龄及学制结构上也有差异，这使得学校年级无法界

定以进行国际比较。因此，有效的教育成绩国际比较必须通过年龄来界定

目标人群。ＰＩＳＡ涵盖了测评时年龄在１５岁３个月到１６岁２个月之间的

学生，不论他们的年级、就读学校的类型，以及他们接受的是全日制还是非

全日制教育。ＰＩＳＡ在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时间使用这一年龄段，使得我

们能一致地在学生即将完成义务教育前对他们的成绩进行比较。

因此，这份报告能评价那些同一年出生的１５岁在校生所拥有的知识

和技能，他们在校内和校外均有不同教育经历。这些学生所处的学校年

　　学生需要阅读文

章并回答相关问题。

　　很多情况下，学

生用自己的话来回

答，而这就要求评分

不仅要仔细而且经常

要多人进行……

　　……其他情况

下，他们要回答更加

封闭式的题目，这些

题目可能的答案更

少。

　　每个学生用两个

小时完成测试。

　　ＰＩＳＡ测评的是

１５岁在校就读的学

生，不考虑年级和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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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取决于国家（地区）的入学和升学政策。此外，在一些国家（地区），

ＰＩＳＡ目标人群中的学生代表了不同的学制、不同的教育轨道和教育分流

体制。

对各国（地区）目标人群的定义有严格的技术标准。ＰＩＳＡ不包括那

些未在教育机构就读的１５岁孩子。这份报告的其余部分中，“１５岁青少

年”是ＰＩＳＡ学生群体的简称。与其他国际调查相比，ＰＩＳＡ对教育系统

内１５岁目标人群的覆盖面是非常大的：除了因地理位置遥远或者因学生

有特殊需要外，几乎没有学校不符合参与资格。在４１个参与国（地区）

中，２４个国家（地区）中有不足１％的学校被剔除；除了墨西哥（３．６％）、瑞

士（３．４％）、英国（３．４％）和伙伴国拉脱维亚（３．８％）及塞尔维亚（５．３％），

该值在其他国家（地区）都低于３％。当把学校内达到特定国际标准［５］而

被剔除的学生考虑在内时，剔除率稍有上升。然而，有１９个参与国（地

区）仍低于２％，２９个参与国（地区）低于４％，除了两个国家（地区）之外

的所有国家（地区）都低于６％，所有国家（地区）都低于８％（附录Ａ３）。

这么高水平的样本覆盖面使测评结果的更具可比性。比如，即使被剔除

的学生整体成绩都比参加的学生差，并且这个相关性具有中等强度，５％

剔除率导致的对国家（地区）平均分数的高估不会超过５分［６］。此外，在

大多数情况下，剔除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新西兰有２．３％的学生被剔除，

因为这些学生学英语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因为他们大都是国外的付费学

生），因此他们无法看懂测评指导。

每个国家（地区）所制订的特定样本设计和样本大小都是为了最大化

学生层面估计值的抽样效率。在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样本大小从冰岛

的３３５０个学生到墨西哥的３００００个学生。样本的选择需要接受国际监

督，并对参加率有严格的标准，以确保ＰＩＳＡ的结果能反映出参与国（地

区）１５岁学生的技能。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调查的不同之处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建立了对学生数学成绩的详细理解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对数学的测评用了一半多的时间，相对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能对数学成绩有更为细致的报告。在计算总分的同时，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可以分别报告不同内容领域的数学成绩，还能为每个量表建立有理

论基础的能力等级，这就将学生的分数与他们能做什么联系起来了。

然而，这些量表的基础对于数学和阅读来说是不同的。对阅读而言，

过程维度是主要区别所在———学生的成绩表明他们在三个不同阅读任务

（回忆，解释，反思和评价）上的表现。对于数学，主要的区别在于内容领

域（数量，空间和形状，变化和关系及不确定性）。这份数学成绩的报告使

　　……只有少量目

标人群被剔除……

　　……有足够大

的、科学性的样本来

进行有效的比较。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首次

报告了数学的能力水

平……

　　……展示了学生

在不同数学内容领域

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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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看到不同数学能力建立在涉及四个广义的数学内容领域上的

方法。这样，一方面可以清楚说明教学和学习方法方式之间的联系，另一

方面，不同国家（地区）课程的优先和重点内容也可以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它加深了对跨学科能力的探索

ＰＩＳＡ有一个最重要的革新，它超越课程领域来测量学生特征，但同

时考虑学生作为学习者的更广泛特征。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询问学生有关他们动

机、自我概念及学习策略的问题，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延续这一做法，但又前进了一步，直接测量了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学

生通识能力———问题解决。对这种类型的测量工具的设计和实施具有跨

文化的有效性，标志着国际学生测评的重大进步。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第二份

报告中将检测这部分的结果。

它引入了新的学生和学校背景信息

学生和校长完成的背景问卷为ＰＩＳＡ分析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

２００３年的调查中，这些问卷更加细致和深入。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 相比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对学校组织和教学过程进行了更深入的探

索。这种探索与数学紧密联系———比如，询问学生他们对数学教

学的态度，询问方式能够清楚显示动机方面的重要问题。

■ 学生问卷中引入了一个可选填的部分，用来收集教育经历信息。

这使得我们可以把学生成绩放在学校教育系统内学生先前的经验

背景下分析。

它可以比较随时间推移产生的变化

ＰＩＳＡ一个核心特点是它作为监测工具的作用。每隔三年，它对学生

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测量。基本的调查设计是不

变的，为的是上一个三年周期到下一个三年周期之间具有可比性。从长

远看，这使各国（地区）可以看到政策变化和有关更广泛的学生技能教育

标准改善产生的效果，以及相对于国际基准，教育结果的变化情况如何。

２００３年的第二轮ＰＩＳＡ调查对一段时间后的变化进行了初步考察。在

数学方面，２００３年的调查中４个内容领域只有２个在２０００年的调查中用

过。但是，如果将２００３年ＯＥＣＤ学生的平均成绩设定为５００，对于上述两

个领域中的任意一个，都有可能计算出２０００年的结果在新量表中的位置。

这些结果确实能为一段时间之后的比较提供基础，但在解释２０００年

和２００３年的变化时要谨记以下的局限性：

■ 首先，由于仅存在两个时间点上的数据，因而不可能评价这些观察

到的差异在多大程度可以表示长期趋势。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第一

次直接测量评估了一

个跨学科的学生能

力：问题解决。

　　学生和校长要回

答新的有关数学态度

和教育经历的问题。

　　最终，ＰＩＳＡ会揭

示出成绩的变化趋

势……

　　……而且，已经

可以在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

年的结果间做一些比

较了。

　　然而，对这些结

论 的 解 释 仍 需 谨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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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虽然ＰＩＳＡ总的测评方法在不同的周期具有一致性，但经常

会做些小的修订，因此我们会因不够谨慎而过多地曲解结果中的

细小变化。此外，如果两个不同时间进行的评估是通过有限的几

个共同评估试题来连接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样本误差和测量

误差。在解释后者时，不同时间比较的信度区间也会随之被加大，

而只有报告中统计上具有显著性的变化才应该予以考虑。

■ 第三，因为方法上的原因，在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年的比较中，有一些国

家（地区）需要排除在外。在ＯＥＣＤ成员中，斯洛伐克和土耳其仅

参加了２００３年的测评。荷兰２０００年的样本不符合ＰＩＳＡ的应答

率标准，因此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没有报告荷兰的平均分数。为了减少语

言障碍，卢森堡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年的评估条件存在重大的改变，因此

两次结果不具有可比性。英国２００３年的样本不符合ＰＩＳＡ的应答

率标准，因此英国的平均分不能用来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年的结果进行

比较（附录Ａ３）。

■ 最后，教育系统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很多改革都要花时间去

实施，因此，一项政策的制定与课堂的改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

异。而且，即使教学改变了，对学生个体的效果也需要一段时间后

才能显示。最后，ＰＩＳＡ测量的是义务教育结束前夕的学生能力，

反映的是８～１０年学校教育的累积影响，而不仅仅是１５岁学生对

年级课程的掌握。

本报告的组织

该绪论之后，接下来的四章均涉及２００３年的数学测试结果，而且还

用这些结果分析一系列与成绩有关的因素。第６章将分析扩展到科学和

阅读领域。

■ 第二章分析了学生数学成绩的概况。这章首先将测量结果置于数

学如何定义、如何测量和如何报告的背景下，然后研究了学生在数

学中能做什么。由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四个数学内容领域的结果间存

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先分别对各内容领域进行分析，最后才对总体

特征进行描述。对教育系统成效所做的任何比较都需要考虑国家

（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以及各国（地区）投入教育的资源。为

强调这一点，该章最后部分在国家（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对

结果进行了解释。

■ 第三章通过依次考查学生学习数学的动机，自我信念和学习策略，

扩展了学习结果的范围。随后，该章考查了学生的学习态度的不

同方面和学习行为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与学生成绩的关系。第三

　　……这不只因为

教育的改变需要许多

年的时间。

　　报告首先对数学

成绩进行了概述……

　　……然后关注这

些结果如何与学生的

态 度 和 行 为 相 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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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还分析了这些关系在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差异，并探索相关的

学生特征在不同学生之间，国家（地区）之间和国家（地区）内部的

分布情况。

■ 第四章先更进一步地研究了第二章中显示的成绩差距，尤其研究

了学生成绩的整体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与不同学校的成绩差异相

关。随后，该章分析了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成绩间的关系。在此

基础上，这一章会考察这些结果对政策的启示，并讨论旨在改善学

习机会分配公平性的不同政策策略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地区）的

程度。

■ 第五章首次研究了学校资源、政策和实施与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

以及其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 第六章分析了２００３年学生的阅读和科学成绩，以及２０００年以来

学生成绩的变化情况。

技术附录解释问卷指标的建构，讨论抽样问题、资料质量保证步骤和

测评工具开发过程，并提供了评分信度数据。最后，附录还提供了各章中

的数据表。技术附录中涵盖的很多内容都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

（ＯＥＣＤ，即将出版）中有更详尽的说明。

最后，进一步的报告名称是《面向明日世界的问题解决———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对跨学科能力的首次测量》（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ｄ），其中考察了学生问题

解决能力的测评结果。

　　……考察成绩在

学校间、不同社会经

济组群间变化，从而

对教育公平性策略有

所启示……

　　……还考察学校

因素的作用。

　　最后，这份报告

分析阅读和科学的测

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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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参加ＰＩＳＡ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６测评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人数（不包括中国台湾），占到２００２年世界人口的

３２％。这些国家和地区的ＧＤＰ占２００２年世界ＧＤＰ的８７％。有关ＧＤＰ和人口的数据参照联合国世界发展指标

的数据库。

［２］国际主题报告的题目包括：《面向变化的阅读———不同国家（地区）的成绩和参与情况》（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ｂ），《生活的学

习者———学生的学习方法》（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ｂ），《学生在学校的参与度———归属感和参与感》（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ｄ），以及

《是什么让学校系统起作用》（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ｃ）

［３］ＰＩＳＡ２００６的测评框架已经完成，且测评的实施工作正在准备中。２００５年政府会对接下来的ＰＩＳＡ测评做出

决定。

［４］对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黑山的数据未能得到。黑山的人口占全国的７．９％。“塞尔维亚”是塞尔维亚和黑山

共和国塞尔维亚部分的简称。

［５］ＰＩＳＡ允许各参与国（地区）的预期目标人群有不超过２．５％的校内剔除率，如果其中的学生满足以下条件：１）根据

学校校长或者其他有资格的学校教职员的专业意见，认为学生属于可教育的智力迟滞，或者经过心理测试诊断有

类似症状的学生（包括情绪上或者智力上无法看懂ＰＩＳＡ的一般指导语）；２）永久性的身体残疾造成不能在ＰＩＳＡ

的测评情境中完成任务（功能上残疾的学生，如果可以答题的也允许参加测评）；３）不说本地语言的学生，且学习测

评所需语言的时间不满１年（详情可参见附录Ａ３）。

［６］如果排除倾向和学生成绩之间的相关为０．３，那么当排除率为１％时，平均分数就会被高估１分，排除率为５％，则

会高估３分，排除率为１０％，高估６分。如果排除倾向和学生成绩之间的相关为０．５，当排除率为１％，平均分会被

高估１分，排除率为５％，高估５分，排除率为１０％，高估１０分。进行这个计算，可以采用一个包含参加倾向和成

绩的双变量正态分布。详情可参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技术报告》（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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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所用的数据

这份报告中第２～６章涉及的数据都在附录Ｂ１中列出来，并在网站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上给出了更详细的信息。有５个符号来表示缺失数据：

ａ　该类别不适用所涉及的国家（地区）。因此数据缺失。

ｃ　没有足够的观察值，无法提供可信的估计（比如，这个单元只有不到３％的学生或者参

与学校太少而无法进行有效的推论）。然而，这些统计在计算不同国家（地区）的平均数

时会用到。

ｍ　数据不能使用。这些数据收集了，但因为技术原因随后从出版物中移除。

ｗ　根据相关国家（地区）的要求，数据被取消。

ｘ　数据包含在表格的另一个类或列中。

国际平均值的计算

本报告出现的大多数指标都要计算一个ＯＥＣＤ平均。对某些指标来说，需要计算一个代

表ＯＥＣＤ区域的总体值：

■犗犈犆犇平均将ＯＥＣＤ所有成员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各国（地区）拥有相同的权重。对于

平均分所占百分比这样的统计量，ＯＥＣＤ平均是各个国家统计量的算术平均数。相比之

下，对涉及变异的统计量，ＯＥＣＤ平均数不同于国家统计量的算术平均数，因为它不仅反

映了国家内的变异，还反映了国家间的变异。

■犗犈犆犇总体将ＯＥＣＤ所有成员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每个国家（地区）所占的权重根据该

国学校内就读的１５岁学生数量确定（数据见附录Ａ３）。该值表明某国家（地区）与

ＯＥＣＤ整体比较结果如何。

在这份报告中，在需要参考ＯＥＣＤ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时一般用ＯＥＣＤ总体。在重点比

较不同教育系统的成绩时，则用ＯＥＣＤ平均。对一些国家（地区）而言，特定指标的数据可能没

有或者某些类别并不适用。因此读者应当清楚，犗犈犆犇平均和犗犈犆犇总体是指在不同比较中

所包含的ＯＥＣＤ国家。即使由于附录３所解释的原因，英国的数据没有出现在各自的数据表

格中，但所有国际平均数都包含这些数据。

数据的四舍五入

因为进行了四舍五入，表格中的一些数字加起来不完全等于总和。总数，差异和平均数都

是在精确数字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并且是在计算后才变成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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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所有的标准误都四舍五入到两位小数点。如果值为０．００，并不表示标准误为０，

而是说该值小于０．００５。

学生数据的报告

报告通常使用“１５岁学生”作为ＰＩＳＡ目标人群的简写。实际上，确切的目标人群是指开

始测试阶段，年龄在１５岁３个月（足月）到１６岁２月（足月）之间的、就读于教育机构的学生，不

考虑其年级和教育机构类型，也不考虑他们就读的是全日制还是兼读制课程（详情可参见附录

Ａ３）。

学校数据的报告

那些学生被评估的学校校长要完成一份学校问卷，提供有关学校特点的信息。凡是这份

报告中涉及校长回答的地方，都根据就读于该校１５岁学生数量的比例为其赋予权重。

报告中的缩写词

这份报告使用了以下的缩写：

ＧＤＰ　　国民生产总值

ＩＳＣＥＤ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ＰＰＰ 购买力平价

ＳＤ 标准差

ＳＥ 标准误

更多的资料

要了解更多有关ＰＩＳＡ测评工具和方法的信息，可参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技术报告》（ＯＥＣＤ，

２００２ｄ）及ＰＩＳＡ网站（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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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１９９７年以来，ＯＥＣＤ各国（地区）政府已开始合作监测教育成果，

教育成果以定期的、在国际协商的共同框架内的学生成绩来表示。２０００

年进行了第一轮ＰＩＳＡ评估，结果显示，各国（地区）在培养青少年的阅

读、数学和科学的知识和技能方面有显著差别。虽然测试学生所受学校

教育年限一样，而且有些国家（地区）对教育做了很大投资，但一些国家

（地区）的结果仍然令人失望，这些国家（地区）１５岁青少年的表现远远落

后于其他国家［１］（地区）（甚至低于他们自己的预期）。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还突出

了学校成绩间的巨大差异，唤起对教育机会分配公平的关注。

在能够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评估结果进行比较的２５个ＯＥＣＤ国家

中，两次ＰＩＳＡ均测量的两个数学内容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平均成绩有所

提高。对于其他数学内容领域以及科学和阅读，ＯＥＣＤ国家的整体平均

成绩基本保持不变。但是，ＯＥＣＤ国家之间成绩的变化却各不相同。芬

兰，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阅读成绩最高的国家，仍然保持了高水平，同时该国的数

学与科学成绩也提高了［２］。这使得芬兰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能够与原来

遥遥领先的东亚国家（地区）处于同一水准。相反，墨西哥是２０００年评估

中ＯＥＣＤ国家里成绩最差的国家，在２００３年评估中，所有三个评估领域

的成绩都有所下降；［３］墨西哥在扩大其有限的中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

在压力，这可能是制约该国教育质量的因素之一。

这一章提供了２００３年数学评估的详细结果。数学是２００３年评估的

重点，占了总评估时间的一半，因此能比２０００年ＰＩＳＡ评估时更彻底、更

精确地测评数学成绩。

● 本章首先在数学如何定义、测量和报告的背景下报告数学评估结

果。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如，什么是“数学素养”？这一理

解与先前对数学知识和能力的认识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如此思考

数学能力会有用，如何解释结果？

● 本章第二部分检查了学生的数学成绩。因为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四个

数学内容领域的评估结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不同，所以在呈现

最终的总结报告之前，先分别对每个内容领域进行了分析。

● 在比较学校成绩差异时，考虑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类似，比较教育系统的结果时也要考虑国家（地区）的经济环

境与投入教育的资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章第三部分从国家

（地区）经济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对结果进行解释。

第三章接着分析了许多与数学成绩有关的、也可以被看作是重要教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结

果在相关国家（地区）

之间和内部均引起了

对学生成绩的争论

……

　　……虽然２００３

年总体结果没什么改

变，国家之间的差异

却改变了。

　　这一章报告了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主要关

注领域数学方面的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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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果的学生特征，包括学习数学的动机，对自我的信念，数学学习策略。

后面的第六章将进一步报告学生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阅读和科学方面的测试

结果。

犘犐犛犃评估数学成绩的方法

数学的定义

上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学校数学和科学课程内容主要是为培养少量

数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专业培训基础的。然而，随着科学、数学和

科技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的不断提升，要达到自我实现、就业和充分参与

社会，越来越要求所有成年人———不仅仅是那些向往科学事业的人———

都要具备数学、科学和技术素养。

ＰＩＳＡ评估从数学素养的概念开始。数学素养是学生在涉及数量的、

空间的、概率的或其他数学概念的各种情境中提出、解决和解释数学问题

时，有效地分析、推理和交流的能力。《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框架：数学、阅读、

科学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技能》（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中，ＯＥＣＤ国家建立了跨

国比较数学成绩的指导原则，把数学素养定义为“……个体识别和理解数

学在世界中所起作用的能力，做出有根据的数学判断的能力，以及作为一

个关心社会、善于思考的公民，为了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使用和从事数学

活动的能力。”（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

在思考数学对个人的意义时，必须考虑到他们对数学知识掌握和理

解程度，以及他们激活数学能力以解决生活问题的可能程度。因此ＰＩＳＡ

主要向学生呈现发生在现实情境中的问题，其问题设计的方式就是要表

明数学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问题都具有真实的效用。ＰＩＳＡ评估的宗旨

是测量学生在面对问题时能多大程度上激活他们的数学知识和能力，并

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

对数学这种看法与传统的对学校中数学的理解有所不同，通常，后者

的范围更窄。学校中数学内容的教学和评估经常是脱离了真实情境的，

例如，教学生算术方法时，就出个计算题给他们做；教怎么解特定类型等

式时，就出一些很相似的等式解决；教几何性质和关系时，就给个定理证

明。学会相关的概念、技能和方法后，一般就出一些为应用这些数学知识

而精心设计的数学题给学生，所要用到的数学知识就很明显。因此，学习

结果是学生掌握或没有掌握所需的技能，而数学在现实世界的有用性却

很少受到重视。

学校以外的现实生活问题和情境会用到数学知识，但一般不会以这

样熟悉的形式出现。个体必须把情境或问题转换成与数学相关并可运用

数学的形式。学生如果没有练习过类似的过程，就不可能充分实现数学

　　……后面的章节

报告其他领域的结

果：学生对学习的态

度以及阅读和科学成

绩。

　　今天，所有成人

都需要有坚实的数学

基础来实现他们的目

标。

　　ＰＩＳＡ定义了一

种数学素养……

　　……它要求对数

学的运用……

　　……这超越了传

统的学校教育对数学

技能掌握的要求。

　　对这类数学的功

能性用途的评估会影

响数学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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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生活问题时的潜力。ＰＩＳＡ设计评估数学的方法时，把对数学知识

和技能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放在更靠近数学学习概念中心的地方。这是

为了鼓励重视数学应用的教和学，用相关的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并且在原

始问题情境中检验解题方法。如果学生能学会这些，他们就会具备更多

的数学素养，能够在生活中运用数学知识和技能。

数学的测量

对数学知识和技能的评估根据以下三个维度进行：与不同问题相关

的数学内容；激活观察现象与数学之间的联系并解决相应的问题；作为刺

激材料的问题情景。

内容

ＰＩＳＡ从大范围内选取数学测评内容（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参考该领域

的研究文献，并在ＯＥＣＤ成员中，就数学成绩国际比较的合理基础这一

问题达成深入共识之后，数学评估围绕下述四个内容领域构成：

空间和图形包括空间现象和几何现象以及两者的关系，这些内容通

常比较接近几何课程的要求。它需要在分析图形的组成部分时找出相同

点和不同点，找出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呈现的图形，并要了解对象的性

质和它们的相对位置。

变化和关系包括变化的数学表现形式和变量间的函数关系及从属关

系。这个内容领域与代数关系最密切。数学关系经常体现为等式或不等

式，不过同样会涉及更具普遍性的关系（比如，等值、整除性和包含，等

等）。关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征方式，包括符号、代数、图像、表格和几

何图形。由于不同的表征方式有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特征，因此表征转

换常常是处理情境和任务的关键。

数量包括数字现象和数量关系及其类型。它涉及相对大小的理解，

数字关系的认识，以及运用数字表示事物的量和量化特征（计数和测量）。

此外，数量包括加工和理解以各种形式呈现的数字。解决数量问题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数量推理，包括数感，数字表征，理解运算意义，心算和估

算。数学课程中与数量推理联系最多的是算术部分。

不确定性包括概率、统计现象和关系，在信息社会，它们越来越显得

重要。这些现象是统计和概率研究方面的数学学习内容。

综上所述，这四个内容领域包括了１５岁学生为其生活和进一步扩展

数学视野打好基础所需要的所有数学内容。这些概念都能与传统的数学

分支，比如算术、代数、几何及其具体知识点相联系，它们都反映了历史久

远、体系完备的数学思想，同时也能促进结构完整的课程教学大纲的发展。

　　ＰＩＳＡ从三个维

度测量数学成绩：数

学内容、解题过程和

问题提出的情境。

　　任务被划分为四

个数学内容领域。

　　这些内容领域都

与学校课程科目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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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Ａ数学评估打算从这四个内容领域来比较学生的成绩水平，每个

领域形成一个量表的基础，这些量表将在本章后面报告。通过分别报告

四个数学领域的学生成绩，ＰＩＳＡ意识到不同学校系统在构建其全国课程

时侧重点都有所不同。这种结果报告的形式，使不同的学校系统能够根

据其他国家（地区）的选择来对自己的课程侧重点进行定位，同时也使不

同的学校系统能够通过评价得出这四个概念各异的评估领域数学知识的

水平和增长的均衡程度。

表Ａ６．１的第一组显示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评估所用的８５个测试题

目所对应的各个数学内容领域（附录Ａ６）。

过程

ＰＩＳＡ数学评估要求学生面对基于某个现实世界背景的数学题目时，

能够辨认出可能可以适用数学调查研究的问题情境特点，并激活相关的

数学能力来解题。这样学生就要完成一个多步骤的“数学化”过程：从一

个基于现实的问题开始，依据数学概念对其进行组织。他们必须辨认出

相关的数学概念，然后逐渐剔除现实，将问题转换成可以直接用数学解答

的形式，其中的过程包括：提出简化假设，概括和整合信息，运用有效的方

法呈现问题的各个方面，理解问题表述语言和数学理解所需的符号化和

形式化语言之间的关系，找出规律性和模式，并把问题和已知的问题或其

他熟悉的数学公式联系起来，确定或提出一个适当的数学模型。

一旦把问题转换成熟悉的或能直接应用的数学形式，学生所有的特

定数学知识、概念和技能都可以用来解题。这也许包括简单的计算，使用

符号化、形式化的和技术性的语言和操作，转换表征，使用逻辑数学论证

和归纳。数学化过程的最后一步包括以某种形式把数学结果转换成适用

于原来问题背景的答案，对答案的完整性和适用性进行实际性检验，对产

出和结果交流的反思，这会涉及解释和判断或证明。

运用这样的“数学化”过程需要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包括：思考和推

理；论证；交流；建立模型；提出和解决问题；表征；使用符号化的、形式化

的和技术性的语言和操作。虽然上面这些能力经常同时运用，而且它们

在定义上也有重叠，然而ＰＩＳＡ数学任务在建构时经常会特别地要求其

中一个或多个能力。ＰＩＳＡ把包含上述能力的认知活动分为三个能力群：

再现能力群、联系能力群和反思能力群。不同数学题目有不同类型和不

同水平的认知需求，这些能力分组为讨论各种能力如何介入这些认知需

求提供了方便的基础。

●再现能力群在相对熟悉的题目中起作用，主要是要求再现练习过

的知识，例如事实知识、常见的问题表征形式、等值的确认、收集常

见的数学对象和属性、采用常规的步骤、运用标准代数和算法、以

　　……因此，各个

内容领域分别报告的

成绩可以与国家的课

程选择相关联。

　　要解决真实世界

的问题，学生必须首

先把它们转换成数学

形式，然后进行数学

运算，再把结果运用

到原来的问题并写出

答案。

　　这要求许多不同

的技能，这些技能可

以分为三类……

　　……包括熟悉的

数学过程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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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和标准的形式使用包含符号和等式的表达式，进行直接计算。

●联系能力群基于再现能力，解决的不再是简单的常规问题，但仍会

涉及某种程度的熟悉背景，或是这些熟悉背景的微小扩展和超越。

这些问题一般需要更多解释，并且要求在情境的不同表征间形成

联系，或者把问题情景的不同方面联系起来以获得解题方法。

●反思能力群又建立在联系能力群之上。在完成下述任务时需要运

用这些能力：要求学生运用某种洞察和反思来完成任务，要求在确

定相关数学概念或联系相关知识以获得答案时表现出创造性的任

务。上述需运用该群中各种能力的问题涉及的要素比其他问题更

多，并且一般还要求学生概括、解释或论证他们的答案。

表Ａ６．１第二组显示的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使用的８５个测试题目所

对应的各能力群（附录Ａ６）。这些能力群以及各个能力在每个能力群中

作用方式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框架：数学、阅读、科学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和

技能》有详细的论述（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

情境

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一样，呈现给学生几份不同的书面材料，并就每份材料

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刺激材料呈现了一个学生可能面对的虚拟情境，

这种情境可能需要他们激活数学知识、理解能力或技能以便对分析和处

理情境有所帮助。有四种类型的情境：个人的，教育或职业的，公共的和

科学的。

●个人情境与学生个人的日常活动直接相关。该类情境的核心在于

数学问题即时影响个体的方式，以及个体知觉问题背景的方式。

类似情境一般在问题解决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解释。

●教育或职业情境出现在学生的学校生活中，或者一种工作情景中。

该类情境的核心在于，学校或工作环境可能要求学生或雇员面对

一些需要用数学解答的特殊问题。

●公共情境与所在社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区相联系，它们要求学生

观察更为广阔的周边环境的一些方面。该类情境一般发生在社区

内，其核心在于学生了解周围环境各因素间联系的方式。它们要

求学生激活数学理解、知识和技能，评估可能对公共生活产生某种

影响的外部情境的各个方面。

●科学情境更加抽象，可能涉及对一个技术过程、理论情境或明确的

数学问题的理解。ＰＩＳＡ数学框架在这个类别中包括学生在数学

课堂上经常会碰到的、相对抽象的数学情境，其中包括所有明确的

　　……一定程度的

解释和联系……

　　……还包括更深

刻的洞察和反思能

力。

　　ＰＩＳＡ数学任务

设置在一定情境中，

与之相联系的有……

　　……日常活动

……

　　……学校和工作

情境……

　　……范围更广的

社区……

　　……以及科学的

或明确的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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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元素，而且不可能将问题放置在更广泛的背景中。这些情境

有时被称为“数学内”背景。

这四个情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差异。一是学生和情境的距离，即，问

题对学生影响的即时性和直接性。个人情境是最接近学生的，其特征是

涉及直接的知觉。教育和职业性情境主要通过个体的日常活动中给他们

一些暗示。当地及范围更大的社区情境主要涉及对社区外部事件的比较

远距离的观察。最后，科学情境是最抽象的，因此学生和情境之间的距离

也最大。ＰＩＳＡ评估假设，学生需要有能力处理一系列接近或远离他们直

接生活的各种情境。

数学问题特征的明确程度在情境间也有不同。一些任务仅提到数学

对象、符号或结构，根本不提数学之外的内容。但ＰＩＳＡ中也包含学生可

能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数学元素并没有明确表述出来。这

样，ＰＩＳＡ就能够评估学生在非数学背景下辨认出问题数学特征的程度如

何，以及他们能够多大程度激活数学知识来探索和解决问题，并使答案在

问题提出的情境中有意义。

表Ａ６．１第三组显示的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使用的８５个测试题目所

对应的各情境类型（附录Ａ６）。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框架：数学、阅读、科学和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技能》对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基本概念和测验本身的特点有详细的论述（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

犘犐犛犃测验的构建

评估题目的构建覆盖了前面所说的ＰＩＳＡ评估框架的各维度。在题

目设计过程中，参与国（地区）专家对每个题目都做了定性分析，并对每个

题目认知要求的各个方面进行描述。分析中包括对与题目相关的ＰＩＳＡ

数学框架各个方面的判断，然后形成一个简短说明，说明中包含每个题目

对学生的最主要考察点，特别是题目所要求的个别能力（《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

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题目的形式各种各样。在许多情况下，要求学生对根据材料提出的

问题用自己的话建构答案。有时要求学生写出计算过程，以显示解题时

所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过程。另一些问题要学生写下他们对结果的解

释，也是要显示解题时所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过程。这些开放式问答题

不能简单地用机器计分；而是要求经过训练的评分人员对学生答案做专

业的判断和归类。为了保证评分结果的可靠和各国（地区）间的可比性，

ＰＩＳＡ对评分过程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和培训，这对评分的准确性和各国

（地区）间的一致性起了很大作用。为了更详细地审查各国（地区）评分过

程的一致性和评分员工作的一致性，每个国家（地区）抽出一部分题目由

　　这些情境的不同

表现在问题对学生生

活影响的直接程度不

同……

　　……数学特点的

明显程度不同。

　　专家们开发设计

出覆盖ＰＩＳＡ框架的

任务……

　　……一些开放式

题目由专家评分员评

分，并进行国家（地

区）内部和之间的信

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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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评分员分别进行评分，然后由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检验抽样评分的

信度。最后为了验证各国（地区）是否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评分，对一些题

目进行国家（地区）间的信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测试卷先由经

过培训的多语种职员独立评分，然后与各国（地区）评分员的结果相比较，

结果表明，各国（地区）的评分过程非常一致（附录Ａ７；《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

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另外一些要求学生做出回答的题目，评分限制在答案本身，而不是对

解答过程的解读。对于许多这类的封闭式题目，给出的答案是数字或其

他固定的形式，可以依据明确的标准进行评分。这类答案一般不需要专

家评分员，计算机就可以分析。

也有题目要求学生从多个可能的选项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答案。这种

类型的题目包括标准的多项选择题，即从几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

还有复杂的多项选择，即学生要对每个命题或问题所给出的备选答案中

选择一个正确答案。这些题目的答案能够自动评分。

表Ａ６．１依次列出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中使用的８５个测试题目所对

应的形式种类（附录Ａ６）。

学生对每道题目所做的可接受的答案都会得分。测试开发过程中，

所有参与国家（地区）都在评估前一年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试测，以确定和

预计学生可能给出的所有答案。然后题目设计者把这些答案明确分类，

形成评分标准。有些情况下，题目有一个清晰的正确答案，因而很容易判

定回答是对还是错。有些情况下，很多不同的回答都可能被看成是对的。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许多不同的答案都可以，但是有些答案明显比另一些

好。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根据正确性程度将答案归为几类———有一类

回答肯定是最佳的，第二类不是特别好但比第三类好，依此类推。这种情

况下可能会有部分得分。

犘犐犛犃测验的设计、分析和量表的形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总共使用了８５个数学题。这些题目和阅读、科学和解决

问题中的题目一样，都是按半小时分成题目组。发给每个学生一本包括

四个题目组的题册，就是说每个人的测评时间是两小时。这些题目组的

循环编排确保每道数学题在测试卷中出现的次数相同，并且每个题目集

在题册的四个可能位置上都出现过。

这样的设计使我们有可能建构一个数学成绩量表，每道测试题根据

其难度水平在量表上得到一个分数，学生也能得到一个代表他／她估计能

力的量表分数。这是通过运用现代项目反应模型实现的（该模型在

ＯＥＣＤ即将出版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中有详细描述）。

　　……计算机能对

可能答案有限的题目

进行评分……

　　……包括那些学

生必须从已知选项中

选择的题目。

　　每个学生接受大

量数学任务中的一部

分……

　　……并且通过一

个量表来确定他们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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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特定测试的相对能力可以通过他们正确回答的题目比例来

估计。测试中考题的相对难度可以通过答对题目的人数比例来估计。分

析ＰＩＳＡ数据所用的数学模型是通过下面两个同时进行的互动过程实现

的，即：估计个体正确回答给定的测试题目的概率，同时也估计特定题目

被一组特定学生正确回答的概率。这两个过程的结果是得到一系列估计

值，形成一个反映数学素养的连续量表。在这个连续量表上可以估计学

生个人的位置，看看他们数学素养的水平，也可以估计某个测试题目的位

置，看看这个测试题目所体现的数学素养水平［４］。

一旦量表上给出了单个测试题目的难度，我们就可以预期学生所能

回答的最难题目，并据此给学生一个分数来描述他们的数学成绩。这并

不是说学生总是只能完成等于或低于他们在量表上所处难度水平的题

目，永远不可能做更难的题目。而是说，评估以概率为基础。就像图２．１

所示，学生有相对较高的可能［５］完成低于他们难度等级的题目（题目难

度越低，完成可能性越大），相对而言不太可能完成那些难度更高的题目。

为了便于解释学生的分数，建构量表时把ＯＥＣＤ成员平均分设为

５００分，大约２／３的ＯＥＣＤ成员学生分数在４００和６００分之间［６］。

图２．１■ 试题与学生在能力量表上的关系

　　……该量表以

５００分作为ＯＥＣＤ成

员的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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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阅读评估结果是根据能力水平报告的，与此类似，２００３年的

学生数学分数被分成六个能力水平。这六个能力水平代表了任务的难度

水平，６级水平难度最高，１级水平难度最低。能力水平编组充分考虑了潜

能性质。学生在任何一个数学量表上的得分低于３５８分归为１级水平以

下。这类学生占了ＯＥＣＤ国家学生的１１％，他们并不一定无法胜任任何一

种数学运算，只是他们在最简单的ＰＩＳＡ任务情境中不会运用数学技能。

可以通过描述学生需要掌握的数学能力来理解各个层次的能力水

平。图２．２对此做了总结。实际上，这些描述是对各个数学内容领域能

力水平的总结，本章在后面讨论每个内容领域结果时将涉及这方面的内

容。附录Ａ２通过显示个别数学能力过程随着水平提高而改变的方式，

列出了能力水平间的进步。

图２．２■ 数学的六个能力水平概述

水平 学生一般能完成的内容

６

在６级水平，学生能基于对复杂问题情境的研究和建模，对所获信息进行概念化、概括并加以运用。他们

能将不同的信息源和表征联系起来，并在其间自由的转换。该水平的学生能进行高水平的数学思维和推

理。他们运用这种领悟力和理解力，以及所掌握的符号化和形式化的数学运算与关系，可以提出新的方法

和策略来破解陌生情境中的问题。该水平的学生能构思并准确地交流他们的做法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发

现、解释、观点及其对实际情境的适用性的反思。

５

在５级水平，学生能在复杂的情境下建立并使用模型，识别限定条件并列出假设。他们能够选择、比较和

评估适当的问题解决策略，来解决与这些模型相关的复杂问题。处于这一水平的学生能在策略上运用开

阔而良好的思维和推理能力，合理连接的表征，符号化和形式化的特征描述，以及与这类情境有关的领悟

力。他们可以反思自己的做法，能构思并交流自己的解释和推理。

４

在４级水平，学生能在可能包含限定条件或要求进行假设的复杂具体情境下有效运用明确的模型。他们

能选择和整合包括符号性的表征在内的不同的表征，直接将其与实际情况相联系。在这些情境中，该水平

的学生能运用娴熟的技能，能进行灵活的推理，并且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基于自己的理解、论证和做法，他

们能形成并交流自己的解释和观点。

３

在３级水平，学生能执行清晰表述的行动步骤，包括那些要求连续决策的步骤。他们能选择和运用简单的

问题解决策略。这个水平的学生能够理解和使用基于不同信息来源的表征，并能对其进行直接推理。他

们能进行简短的交流，报告他们的解释、结果和推理。

２

在２级水平，学生在仅需要直接推断的情况下能够解释和识别条件情境。他们能从单一来源中提取相关

的信息并利用单一的表征模式。这个水平的学生能运用基本算法、公式、步骤和惯例。他们能够进行直接

推理，能解释结果的字面意思。

１
在１级水平，学生能回答熟悉情境中包含所有相关信息且明确界定的问题。他们能够在明确的情境中根

据直接指示找到信息并按常规程序行动。他们能执行那些显而易见的并且是紧随刺激之后的动作。

六个能力水平的划分就可以把分数在连续量表某一范围的学生归入

其中一组。ＰＩＳＡ采用了一个容易理解的标准来划分学生：每个学生被归

到我们预期他们能够正确回答出大多数的评估题目的最高水平组。比

如，在一个题目全都是第三水平的（难度值在４８３至５４４分之间）测试中，

　　将学生分成六个

能力水平，还有一个

能力在１级水平之下

的组……

　　每个能力水平都

与特定系列的数学能

力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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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个水平的所有学生都可以至少做对５０％的题目。处于该水平底

部的人（得４８３分）预计会做对将近５０％的题目；位于该水平中间或靠近

顶部的人将会做对更多比例的题目。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得４８３分的学

生需要有５０％的机会完成３级水平中间水平的一道题目（评定为５１３

分），有大于５０％的机会做对评定为他所得的４８３分水平上的题目。后

者的答对概率达到６２％才能满足这些条件。

结果的报告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结果分四个量表报告，这四个量表与前面所描述的

内容领域相关。成绩也是以整体的数学量表来报告。

图２．３描绘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的一些题目样例，题目的详细说明在

图２．４ａｃ、图２．７ａｂ、图２．１０ａｂ和图２．１３ａｃ中。对四个内容领域的每

一个，题目的选择和得分（满分或部分得分）根据难度进行，最难的在最上

面，最容易的在最下面。

图中题目的特点为详细解释量表上不同水平的成绩提供了基础。模

式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描述数学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非常一致地与图

中能力连续体的不同位置联系在一起。例如，图２．３的样例试题中，最简

单的题目都是来自再现能力群的。这反映了全套题目的类型。从ＰＩＳＡ

全套题目来看，属于反思能力群的题目是最难的。而联系能力群的题目

虽然跨越了ＰＩＳＡ评估能力系列的大部分，但它们的难度水平是居中的。

正如评估框架所预期的，数学框架所确定的个别能力在各个成绩水平上

的表现很不相同。

在量表底部附近，题目的上下文背景简单且相对熟悉，只要求对情境

做最少的解释，并把常见的数学知识直接应用在熟悉的情境中。典型的

做法是直接从图表读数，进行非常简单和直接的算术运算，对少数几个数

字正确排序，对熟悉的物体计数，使用简单的货币汇率，辨认和列出简单

的组合结果。例如，“汇率”单元的问题９（图２．１０ａ）告诉学生新加坡元

（ＳＧＤ）和南非兰特（ＺＡＲ）间的单位汇率为１新币＝４．２兰特。题目要求

学生根据汇率把３０００元新币转换成南非兰特。汇率是以一个熟悉的等

式呈现的，所要求的数学步骤也是直接和相当明了的。“搭积木”单元的

９．１和９．２样题（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向学生呈现了熟悉的、由小立方体组成

的三维形状图，要求学生数出（或计算出）组成大三维图形的小立方体

数量。

量表中部的题目要求进行相当多的解释，而且题目情境也经常是不

太熟悉或者学生没练习过的。这些题目经常要用到对情境的不同表征，

其中包括更加形式化的数学表征，还需要对这些不同表征进行全面的连

　　数学任务可以根

据难度排列……

　　……最简单的任

务所要求的主要是再

现技能，而最难的任

务所要求的主要是反

思技能。

　　最容易的任务要

求在熟悉的背景中进

行 直 接 的 数 学 运

算……

　　……难度中等的

任务要求进行更多的

数学形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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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３■选中题目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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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以加深理解和方便分析。这些题目常常包括一连串的推理或逐步

的演算步骤，而且可能要学生通过简单的解释来表现推理过程。典型

的做法包括解释一系列相关的图表；解释文本，将文本与图表中的信息

相联系，提取相关信息和进行一些演算；使用比例尺转换计算地图距

离；并且使用空间推理和几何学知识进行距离、速度和时间运算。比

如，“成长”单元（图２．７ｂ）向学生呈现了１０—２０岁男女青年的平均身高

图。“成长”单元中的问题７要求学生指出生活中女性平均身高比同龄

男性高的时期。学生必须解释图表，确切地了解图中显示的内容。他

们还必须把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图联系起来，知道特定时期是如何

显示的，然后从水平坐标上准确读出相关的值。“成长”单元中问题８

要求学生对图中是如何表现女性在特定年龄之后成长呈减缓趋势作出

书面解释。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学生必须了解增长率在图中是怎样

表现的，确定图中特定时间点相对于先前的时期是什么在变化，然后才

清楚地写出他们的解释。

接近量表顶部的题目在呈现时一般都涉及许多个不同的要素，并且

要求更高水平的解释。由于情境常常是不熟悉的，因此要求学生有一定

程度的深入思考能力和一定的创造力。问题还通常要求某种形式的论

证，一般都是以解释的形式出现。一般包括以下内容：解释复杂的、不熟

悉的数据；对复杂的实际情境进行数学构建；使用数学模型的建构程序。

量表这部分的题目通常包括一些需要学生进行联系的元素，而学生能否

成功一般需要他们有策略地运用一些相互关联的步骤。比如，“劫案”单

元的问题１５（图２．１３ａ）给出一张截断的条形图，显示特定两个年份中每

年劫案的数量。题中提供了电视记者对图表的说明，要学生考虑记者的

说明是否合理地解释了图表，并解释为什么。图表本身有些异常，并且要

求解释。对记者说明的解释必须和图表相联系。因此，学生要用到一些

数学理解和推理，来确定这个背景中“合理解释”这个词的恰当意思。最

后，必须清楚地写出结论。１５岁的学生一般感到这样的思维和做法步骤

很具有挑战性。

ＰＩＳＡ评估中还有另一个例子，“心跳”单元的例３．２（ＯＥＣＤ，２００３．

ｅ）向学生提供了锻炼身体时，建议的最快心率与年龄之间关系的数学公

式。问题是要求学生根据特定条件适当地修改公式。学生必须解释情

境、数学公式和改变了的条件，然后提出一个符合特定条件的公式。这种

复杂的连接任务对１５岁的学生来说也是很有难度的。

在用这种方式研究了全套测试题后，基于所发现的模式，我们可以把

数学能力和量表上不同位置点的题目相联系，从而描绘出ＰＩＳＡ数学量

表的难度增长特点。

　　……而困难的任

务更加复杂，还需要

对不熟悉的问题做更

多的解释。

　　学生要进行的解

释、表征、复杂处理和

论证数量增加时，难

度也会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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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题目难度的增加与下列因素有关：

● 需要解释和反思的种类和程度，包括来自问题背景要求的性质；问

题中数学要求的明显程度或者学生能针对问题提出自己数学建构

的程度；要求洞察、复杂推理和归纳的程度。

● 必须的表征类技巧，包括从只需一种表征模式的问题，到要求学生

转换不同表征模式或自己寻找合适表征模式的问题。

● 所要求的数学复杂性的种类和水平，范围从单步的问题，要求学

生再现基本的数学事实并进行简单的运算步骤，到多步问题，要

求更深的数学知识、复杂的决策、信息加工、问题解决和模型建

立能力。

● 要求进行数学论证的种类和程度，包括从根本不需要论证的问题，

到运用常见论证的问题，直至学生必须自己找数学证据，或者理解

别人的论证，或者判断已知论证正确性。

学生在数学四个领域的能力表现

根据学生在四个量表的表现情况和各个数学内容领域相关的任务样

题，我们可以勾勒出ＰＩＳＡ中所呈现的学生数学能力。对于变化和关系、

空间和形状这两个领域，我们还可以比较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数

学成绩。

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的学生成绩

ＰＩＳＡ数学任务中有１／４的题目与空间、几何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有

关。图２．４ａｃ列出了三道这一类别的样题：一道题在２级水平，一道题

在３级水平，还有一道题在６级水平。

图２．５总结了各水平所要达到的知识和技能。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只有一

小部分１５岁学生———ＯＥＣＤ总体区域［７］的５％———能完成６级水平的

高难度任务。不过，韩国和ＰＩＳＡ伙伴地区中国香港有超过１５％的学生

达到了６级水平，比利时、捷克、日本、瑞士和伙伴国列支敦士登（图２．６ａ）

也有超过１０％的学生达到６级水平。相反，在希腊、墨西哥和葡萄牙以

及伙伴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８］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达到６

级水平的学生不到１％（表２．１ａ）。

在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挪威、波兰、葡萄

牙、西班牙、土耳其和美国，以及伙伴国巴西、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俄罗

斯、塞尔维亚、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有１／４甚至更多的学生没有达到２

级水平。

　　学生成绩可以归

结为下面四个量表：

空间和形状、变化和

关系、数量、不确定性

现象。

　　在大多数国家

（地区），能完成最难

的空间与形状任务的

学生不超过１０％……

　　……但在１２个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

至少２５％的学生只

能完成非常简单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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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犪■犘犐犛犃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样题：木匠

木匠

一个木匠想用一条３２米长的木条来围着花园，他正考虑用下列其中之一的花圃设计。

犃 　　　　　犅

犆 犇

问题１

以上的花圃可以用３２米长的木条造出来吗？请在下表中圈出“可以”或“不可以”。

花圃设计 若运用这设计，可以用３２米的木条造出来吗？

设计Ａ 可以／不可以

设计Ｂ 可以／不可以

设计Ｃ 可以／不可以

设计Ｄ 可以／不可以

评分１（６８７）

正确答案依次为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

这道多选题属于教育情景，因为它是一个准真实问题，经常能在数学课堂上碰到，而不大可

能是职业情景中的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并非典型的题目，ＰＩＳＡ评估中也包含了少量这类的题

目。然而，完成这道题目所需的能力肯定是数学素养相关的组成部分。这是一道难度６８７分的

６级水平题目。题目属于空间和形状领域，而且属于联系能力集———因为问题是非常规的。学

生必须具备能力，认识图形Ａ、Ｃ和Ｄ的周长相等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们需要解读形象信息

并看到存在的相似和差异。学生需要看到３２米长的木料能否做成一个特定的栅栏。在三种情

况下，由于矩形的形状使得结果非常明显。但是第四个是平行四边形，３２米不够。这种对于几

何洞察力、论证技能和几何知识的运用，使这道题目体现了６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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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犫■犘犐犛犃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样题：楼梯

楼梯

下图是一座楼梯，共有１４级

总高度是２５２ｃｍ

问题

在这１４级楼梯中，每级楼梯的高度应是多少呢？

高度．．．．．．．．．．．．．．．．．．犮犿

评分１（４２１）

答案是１８ｃｍ

这道简答题属于木匠的日常生活情境，因此被归入职业情境。其难度为４２１分，一个人即

使不是木匠也可以理解相关的信息；很明显，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应当能够理解并解决这样的

问题。它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表征模式，一种是包含数字的语言，一种是图形表征。但是图形能

起到简单且非主要的功能：学生知道楼梯的样子。这道题目因为包含冗余信息（总深度

４００ｃｍ），所以值得注意。冗余信息有时会迷惑学生，但是这种冗余在实际的问题解决中非常普

遍。楼梯问题的情境将这一问题归入空间和形状领域，但是实际的计算过程仅需要简单的除

法，因为仅仅是基本的数学运算（２５２除以１４），所以题目属于再现能力群。这里所涉及的问题

解决能力是仅借助和采纳一种标准的方法和步骤解决问题。所有必须的信息，甚至还有一些不

需要的信息，它们均在一种可以识别的情境中呈现，学生可以从一个单一的信息来源中获得相

关信息，而且，本质上说，这道题目仅采用了单一的表征模式，再加上它要求运用基本数学的运

算，这道题目刚刚达到２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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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犮■犘犐犛犃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样题：数字立方体

数字立方体

　　右图是两颗骰子。

骰子是一种特别的数字立方体，它符合以下的规则：

“相对的两面的点数之和总是７。”

问题

你可以用纸板以剪、折、贴的方法制造一颗简单的骰子。这也有很

多不同的做法。从下图可见，有四种用来做骰子的剪法，而每面也有点数

的样式。

下面哪种样式在折成一个骰子后，是符合相对两面的总和是７的规则的呢？

请就每种样式，在下图中圈出“是”或“否”。

样式 是否符合相对两面的总和是７的规则？

Ⅰ 是／否

Ⅱ 是／否

Ⅲ 是／否

Ⅳ 是／否

评分１（５０３）

答案依次为否、是、是、否。

这道复杂的多项选择题属于个人情境。其难度达到５０３分。孩子们在受教育的阶段接触

的很多正式和不正式的游戏都会用到数字立方体。这个问题不需要之前对数字立方体有所了

解，但是需要理解它的构造规则：相对的两侧点数之和为７。这一构造规则强调了数字方面，但

是所提出的问题需要一些空间领悟能力或者心理形象化技巧，这些能力是数学素养的关键内

容，因为学生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并且通常会遇到三维的表征。学生需要在头脑中想象，如果做

成一个３Ｄ的数字立方体的话，这四种数字立方体设计是否能遵循数字的构成规则。因此，这

一题目属于空间和形状领域。该问题不是常规问题：它需要对二维对象进行解码和空间解读，

解释与之相联系的三维对象，理解模型中与实际情况中的前和后，还要检查特定的基本数量关

系。这使其归入了联系能力群。这道题目要求个人情境中的空间推理能力，并且所有相关的信

息均清晰地以书面图画形式呈现。该题目体现了３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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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六个能力水平概述

水平 每个水平学生应具备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该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６ 全体ＯＥＣＤ国家５％的学生能完成空间与形状量表６级水平的任务

解决复杂问题，包括多种表征并经常包

括连续演算过程；识别并提取相关的信

息，连接不同但相关的信息；使用推理、

深度洞察和反思；归纳结果，交流答案，

提供解释和论证过程

—解释复杂的文本描述，并将其与其他（经常是多个）

表征联系起来

—在部分情境不熟悉且复杂的情况下进行推理

—在对复杂的几何情境进行概念化时或在解释复杂而

不熟悉的表征时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

—辨认并结合多个信息以解决问题

—采用策略把用几何背景与已知的数学计算步骤和程

序联系起来

—精确而完整地进行一系列复杂计算，例如在一个应

用背景下的体积计算或其他的常规计算

—在反思、洞察和归纳理解的基础上，写出解释和论证

过程

５ 全体ＯＥＣＤ国家１５％的学生至少能完成空间与形状量表５级水平的任务

解决需要提出恰当假设或者带假设的问

题；运用良好的空间推理、论证和洞察来

辨认相关信息，解释和连接不同的表征；

有策略地进行多步和连续的计算

—对熟悉和不熟悉的二维和三维的对象，能使用空间／

几何推理、论证、反思和洞察

—提出假设或利用假设简化并解决现实情境中（比如

包括现实条件下的数量估计）的几何问题，并能交流

解释

—解释几何现象的多种表征

—运用几何建构

—概念化和设计多步运算策略以解决几何问题

—在陌生的情境中使用常见的几何算法，譬如勾股定

理，和周长、面积和容量的计算

４ 全体ＯＥＣＤ国家有３０％的学生至少能完成空间与形状量表４级水平的任务

在陌生情境中解决需要形象和空间推理

以及论证的问题；联系、整合不同的表

征；进行系列运算；在空间形象化和解释

过程中运用良好的技能

—解释复杂文本的意思来解决几何问题

—领会连续指示并能按步骤做

—将空间洞察应用于非标准几何情境的解释

—使用二维模型处理不熟悉几何情境中的三维表征

—连接和整合几何情境的两种不同视觉表征

—提出和运用包括几何情境计算的策略

—在几何情境中推理和论证数字关系

—能进行简单的运算（如，多位数小数乘以整数，使用

比例和比例尺转换数字，计算熟悉图形的面积）

３ 全体ＯＥＣＤ国家有５１％的学生至少能完成空间和形状量表３级水平的任务

解决熟悉情境中基本的形象和空间推理

问题；连接熟悉物体的不同表征；使用基

本的问题解决技能（制定简单的策略）；

运用简单的算法

—解释陌生几何情境中的文本描述

—运用基本问题解决技能，比如设计一个简单的策略

—在熟悉情境中运用形象感知和基本空间推理技能

—运用一个给定的、熟悉的数学模型

—进行诸如比例转换（用乘法、基本比例推理）等简单

计算

—运用常规的运算法则解决几何问题（如，计算熟悉形

状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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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每个水平学生应具备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该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２ 全体ＯＥＣＤ国家有７１％的学生至少能完成空间与形状量表２级水平的任务

解决包括单一数学表征、数学性内容直

接且呈现清晰的题目；在熟悉背景下运

用基本的数学思维和数学惯例

—识别简单的几何模式

—使用基本的技术术语和定义，应用基本的几何概念

（比如，对称）

—在几何情境中使用数学语言解释日常语言中的表示

关系的词（比如，“更大”）

—能形成和运用二维和三维对象的心理表象

—理解熟悉的现实情境中的形象的二维表征

—运用简单的运算（如，二位数减法、除法）解决几何题

１ 全体ＯＥＣＤ国家有８７％的学生至少能完成空间与形状量表１级水平的任务

利用熟悉的几何物体的图片和图画以及

计算或基本运算技能解决熟悉背景中的

简单问题

—使用给定的二维表征来计数或计算简单的三维物体

的构成要素

　　图２．６ａ把２级水平作为排列各国（地区）成绩的依据，因为它代表了

ＰＩＳＡ量表数学能力水平的基线水平，该水平的学生开始表现出有能力积

极使用数学的素养技能，正如ＰＩＳＡ对该等级的定义：在２级水平，学生

能够运用直接推断来识别情境中的数学元素，能够使用单一表征来帮助

探索和了解情境，能够使用基本算法、公式和步骤，并能做字面解释和使

用直接推理。芬兰９０％以上的学生都达到或超过这个基准线。

大多数学生（８７％）至少能完成１级水平要求的空间和形状中最容易

的任务（表２．１ａ）。但是，国家（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异。

为了总结学生的成绩并比较各国（地区）在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

的相对位置，可以使用各国（地区）的平均分，如图２．６ｂ所示。正像专栏

２．１所讨论的，解释平均分时，国家（地区）间的差异只有在统计上有显著

性差异才能考虑。图２．６ｂ显示了一对国家（地区）间的学生成绩比较，如

果两个国家（地区）间平均成绩的差异足够大，就可以自信地说一个国家

（地区）抽样学生更好的成绩能代表了整个国家（地区）１５岁的学生。通

过每一行的阅读，可以将一个国家（地区）的成绩与位于图上方国家（地

区）成绩相比较。不同颜色表示一个国家（地区）的平均成绩相比其他国

家（地区）成绩低、高，还是没有显著差异。当进行多个国家（地区）的比较

时，比如，把一个国家（地区）的成绩与所有其他国家（地区）的成绩比较

时，就需要用更谨慎的办法：只有那些被标明向上或向下指向符号的比较

才被看作是多国比较［９］时具有统计上显著差异的。图２．６ｂ也显示成绩

在ＯＥＣＤ平均分之上、之下或同一水平的国家（地区）。英国的结果在这

张图和其他类似的比较中均被排除，这是因为英国的数据没有达到

ＯＥＣＤ为确保ＰＩＳＡ数据可靠性和国际可比性而设定的应答率标准（附

录Ａ３）。

　　国家（地区）总平

均成绩可以进行比

较，但是有时候国家

（地区）间的差异并没

有 达 到 显 著 性 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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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犪■ 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每一能力水平的学生百分比

各国家和地区按照其１５岁学生２、３、４、５、６级人数百分比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１ａ。

专栏２．１■ 解释样本统计量

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该报告的统计量是基于学生样本对国家（地区）成绩进行的估计，

并非所有国家（地区）的全体学生都回答了全部问题后计算出来的实际值。因此，了解估计本

身的不确定程度是很重要的。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所有估计都和不确定程度相联系，这种不确定

是以标准误差的形式呈现的。采用置信区间，就能以反映样本估计不确定性的方式，推断总

体平均数和比例。除非报告里提到的其他情况，在一般合理的正态分布前提下，真实值落在

置信区间的可能性有９５％。

判断总体是否存在差异。该报告检验国家（地区）样本在百分比和平均成绩上是否存在

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以判断样本所代表的总体是否有差异。每个单独的测验都遵循一个假

设，即如果两个总体间实际没有差异，即使由于抽样和测量误差的原因，只有不超过５％的可

能性会得出两个群体间存在差异的错误结论。在显示多个国家（地区）平均分比较的各个图

表中，用到了多重差异显著性检验，如果特定国家（地区）的平均成绩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地

区）实际上不存在差异，那么最终报告存在差异性的错误几率不超过５％（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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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犫■ 数学／空间和形状量表平均分的多重比较

等级范围

ＯＥＣＤ成员
等级上位 １１３３ ５ ５５５７９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７１８ １９２０２１２１ ２２２２２６２７ ２８ ２９

等级下位 ２２４４ ７ ９９９１１１１１３１４１５１７１６１７１７２０２０ ２１２４２５２４ ２５２５２６２７ ２８ ２９

所有国家和地区
等级上位 １１１４４４６６６７８１０１２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２０２１２１２２２３２５２５２４２６２７３１３２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７３８３８３９

等级下位 ３３３６６８１０１２１２１２１２１４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３２３２６２６２９２９２９３０３０３０３１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６３７３９４０４０

注意，由于数据来源于样本，因此以上可能并非各国家或地区的准确
排名。但是，各国家或地区平均数处于上述等级次序范围内的可能性
达到了９５％。
提示：横排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数与该表顶部所列各国或地
区分数的比较。符号表示该国家或地区成绩是低于或高于比较国
家或地区的成绩，还是与比较国家或地区成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未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统计上显著地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差异
统计上显著地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使用了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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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专栏２．１里解释的那样，在国际比较中是不可能确定国家（地

区）间确切的排序位置的。但是，图２．６ｂ显示了国家（地区）的排列位置

范围，该范围具有９５％的可能性。所显示的结果包括ＯＥＣＤ国家和所有

参加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国家（地区），包括ＯＥＣＤ成员和伙伴国家（地区）。比

如，虽然在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伙伴地区中国香港的平均分是最高

的，接下来是日本和韩国，但他们之间并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差异。由

于抽样误差，不能说哪一个国家（地区）排在第一，但是我们有９５％的可

能性认为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在所有国家（地区）中排在前三位。

专栏２．２■犘犐犛犃得分差异的解读：差距有多大？

两个不同组的学生得分有差异，比如相差５０分，这说明了什么呢？以下的比较可以帮助

我们判断得分差异的程度。

６２分的差别代表了ＰＩＳＡ数学量表上的一个能力水平。这在实际上被认为是学生成绩有相对

较大的差异：例如，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框架中，在过程维度这一部分所描述的思考和推理技能，水平３

要求学生做出连续决定，利用不同的信息源进行解释和推理，而在水平２只要求直接推理和做逐字

解释。同样，水平３的学生需要处理符号表征的题目，而水平２的学生只需处理基本算法、公式、步

骤和转换。水平３要求学生使用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而水平２直接推断就够了。

另一个参照标准是ＯＥＣＤ国家在数学量表得分最高与最低国家（地区）的平均分差异，该

差异达到了１５９分，而且，得分第三高与第三低国家（地区）的平均分相差９３分。

最后，对于这２６个ＯＥＣＤ成员，ＰＩＳＡ中大量１５岁学生的样本至少跨越了两个年级，这

两个年级的学生差异表明一学年平均对应ＰＩＳＡ数学量表上的４１分（表Ａ１．２，附录Ａ１）。［１０］

最后，必须考虑到，平均成绩反映了不同群体学生成绩的不同水平，

但掩盖了国家（地区）内部的成绩差异。就像以前的学生成绩国际比较研

究那样，例如２００３年国际教育协会（ＩＥＡ）的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

（ＴＩＭＳＳ），总的数学量表中，只有大约１／１０的学生成绩变异是存在于国

家（地区）之间并且记录在国家（地区）平均成绩比较中（表５．２１ａ）。其余

的成绩变异发生在国家（地区）内，也就是说，是教育系统和课程类型之

间、学校之间、同一学校内的学生之间的差异。

在数学／空间和形状量表上，男生和女生之间的成绩有显著差异，而

且这种差异比其他三个数学量表上的差异都大。这种差异在量表的顶端

最为明显：各国（地区）平均来看，７％的男生达到６级水平，而只有４％的

女生达到这一水平。在捷克、日本、韩国、斯洛伐克、瑞士以及伙伴国列支

敦士登，性别差异有大约６个百分点或更大（表２．１ｂ）。

然而，在多数国家（地区），如果把性别差异和整个能力等级比较时，会发

现性别差异并不大［１１］。在整个ＯＥＣＤ地区，在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男生

　　……所以只能说

在每个国家（地区）排

序的范围内，中国香

港、日本和韩国成绩

最好。

　　然而，由于９０％

的成绩变异发生在国

家（地区）内部，国家

平均数只能说明部分

情况。

　　在大多数国家

（地区），男生在该数

学领域的成绩高过女

生，特别是在量表的

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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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６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数学／空间和形状量表的比较

置信区间 ２００３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低于２０００ 没有显著性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ｏ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平均分和百分位数之间的差异

第５

百分位数

第１０

百分位数

第２５

百分位数
平均数

第７５

百分位数

第９０

百分位数

第９５

百分位数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奥地利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比利时 ＋ ｏ ＋＋ ＋＋＋ ＋＋＋ ＋＋＋ ＋＋＋

加拿大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捷克 ＋＋ ＋＋ ＋＋ ＋＋ ＋ ｏ ｏ

丹麦 －－－ －－－ －－－ － ｏ ｏ ｏ

芬兰 ＋＋ ＋ ｏ ｏ ｏ ｏ ｏ

法国 ｏ ｏ ｏ ｏ ｏ ＋＋ ｏ

德国 ｏ ｏ ｏ ＋ ＋ ｏ ｏ

希腊 ｏ ｏ ｏ ｏ －－ －－ －－

匈牙利 ｏ ｏ ｏ ｏ ｏ ＋ ＋＋

冰岛 －－－ －－－ －－－ －－ ｏ ｏ ｏ

爱尔兰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意大利 ｏ ｏ ＋ ＋＋ ＋＋ ＋＋ ＋

日本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韩国 ｏ ｏ ｏ ＋ ｏ ｏ ｏ

墨西哥 － －－ －－ －－ －－ － －

新西兰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挪威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波兰 ＋＋＋ ＋＋＋ ＋＋＋ ＋＋ ｏ ｏ ｏ

葡萄牙 ＋＋＋ ＋＋＋ ＋＋ ｏ ｏ ｏ ｏ

西班牙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瑞典 ｏ ｏ ｏ ｏ －－ －－ －－

瑞士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美国 ｏ ｏ ｏ ｏ ｏ ＋ ＋

　犗犈犆犇总体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犗犈犆犇平均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伙伴国（地区）

巴西 ＋＋＋ ＋＋＋ ＋＋＋ ＋＋＋ ＋ ｏ ｏ

中国香港 ｏ ｏ ｏ ＋ ＋＋＋ ＋ ｏ

印度尼西亚 ＋＋＋ ＋＋＋ ＋＋＋ ＋＋＋ ｏ ｏ ｏ

拉脱维亚 ＋＋＋ ＋＋＋ ＋＋＋ ＋＋＋ ＋＋ ＋ ｏ

列支敦士登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俄罗斯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泰国 ＋＋＋ ＋＋＋ ＋＋ ＋＋ ｏ ｏ ｏ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２．１ｃ和表２．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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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女生平均分高１６分，除了冰岛外，其他国家（地区）男生表现都胜过女生。

在斯洛伐克和伙伴国列支敦士登，男生超过女生３５分，相当于半个数学能力

水平。不过，在芬兰、日本、荷兰、挪威和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塞尔维亚

和泰国这七个国家（地区）中，男生的优势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２．１ｃ）。

我们还可以估计从上一轮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调查以来，学生在数学／空间与形状

量表的成绩变化情况。但是，需要小心地解释这种差异。首先，因为数据只

是在两个时间点测得的，因而无法评估观察到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

长期趋势。其次，虽然ＰＩＳＡ所用的测量方法整体上在各轮之间是一致的，但

还是会做些小的完善，因此在这个阶段对结果的一些小变化解读太多是不够

谨慎的。此外，抽样和测量误差限制了对不同时间结果比较的可靠性。当测

评是在不同时间通过测量较少的连接试题获得时，这两类错误就会不可避免

地出现。考虑到类似误差的影响，跨时间比较的置信区间相应地加宽了［１２］。

了解了上述的限制条件之后，再做下述比较就是可行的了。对数据可

比的２５个ＯＥＣＤ成员来说，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的国家（地区）平均分

与２０００年的相似（在２０００年，ＯＥＣＤ平均分是４９４分，２００３年是４９６分）。

但是，如果考察单个国家（地区）的成绩变化，结果就不尽相同了（图２．６ｃ和

２．６ｄ和表２．１ｃ和表２．１ｄ）。在比利时和波兰，平均成绩分别提高了２８分

和２０分，相当于ＯＥＣＤ成员学生半个年级的成绩差异（专栏２．２）。捷克和

意大利，以及伙伴国巴西、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和泰国，在数学／空间与形

状量表上成绩也有显著提高，而冰岛和墨西哥却有所下降。在墨西哥，部

分可能是由于过分强调增加全国中学的入学率造成的。［１３，１４］在其他国家

（地区），平均成绩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没有显著变化。

一般用平均分的变化来评估学校和教育体制质量的改善。但是，就

像前面提到的，平均分不能全面显示学生成绩，反而会掩盖班级，学校或

教育体系之间的显著差异。但是，各国（地区）不仅要鼓励好成绩，也要尽

量减小学生成绩的内部差异。父母和公众都能意识到学习差的严重性，

也知道缺乏基本技能的辍学者在未来就业时的艰难处境。如果处于数学

量表低端的学生所占比例高，就需要注意，将来可能会有很大一部分劳动

力和选民不具备根据信息做出必要评判的技能。

因此，更为详细地研究观测到的成绩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图

２．６ｃ显示的，一些观测到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在能力范围内平均地上升或

下降。在一些国家（地区），经过三年，能力范围内的成绩分布变宽或变

窄，而某一能力范围的成绩变化与其他部分的变化并不相同。

例如在比利时，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平均分提高了２８分，主要是

因为在成绩分布顶端部分的成绩提高了———这可以从第７５、第９０和第

９５个百分点成绩的提高看出，而成绩分布的末端分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图２．６ｃ和２．６ｄ，和表２．１ｃ和表２．１ｄ）。意大利也呈现相类似的情况，

　　将这些结果与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比较时必

须谨慎……

　　……平均成绩总

体上没有变化，四个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成

绩提高，而两个国家

（地区）成绩有所下

降。

　　让人感兴趣的并

不只是平均分的变

化……

　　……因为某种变

化是由能力范围的某

一特殊部分引起的。

　　比利时和意大利

成绩的提高是因为高

能力学生成绩提高的

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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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６犱■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数学／空间和形状量表平均分的比较

仅包括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有效数据均有的国家（地区）

显著性水平

２００３得分

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得分

低于２０００

无显著性

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依照各国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成绩差异从小到大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２．１ｃ和表２．１ｄ。

只是没有比利时那么明显。结果是这两个国家总体成绩提高了，但是高

分和低分之间的差距却增大了。

相反，波兰的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平均分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成

绩分布末端学生的成绩提高了（即，第５、第１０和第２５个百分点）。２０００

年波兰有１０％的学生没有达到成绩标准，而２００３年只有不到５％的学生

未达标。所以，在这个阶段波兰１５岁在校生在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的

平均分上提高了，而且他们的高分与低分之间的整体成绩差距也缩小了。

这也许与波兰１９９９年进行的学校教育系统大改革有关，这一改革现在能

提供更为融合的教育结构。这种模式也表现在捷克和其他平均成绩有显

著提高的国家（地区），只是程度比较小（图２．６ｃｄ，表２．１ｃ和表２．１ｄ）。

数学／变化和关系量表上的学生成绩

ＰＩＳＡ要求学生完成的数学任务中有１／４是关于变化、变量间的函数

关系和从属关系的数学表达方面的。图２．７ａｂ列出了这个类别的六个

能力水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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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７犪■犘犐犛犃变化与关系量表中所用的数学样题：步行

步行

图中是人步行的脚印。步幅Ｐ是紧邻两个脚印脚后跟之间的距离。

对男性，公式为ｎ／Ｐ＝１４０，给出了ｎ和Ｐ之间大致的关系，其中：

ｎ＝ 每分钟脚步数，

Ｐ＝ 步幅长度，单位是米。

图２．７犫■犘犐犛犃变化与关系量表中所用的数学样题：成长

成长

图中是１９９８年，荷兰男女青年的平均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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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问题５
伯纳德知道自己步幅是０．８０米。该公式适用于伯纳德的步行。分别以米／每分钟和千米／

每小时计算伯纳德的步行速度，写出你的运算过程。

评分３（７２３）

答案是正确地指出米／分钟（８９．６）和千米／小时（５．４）。因为四舍五入造成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

评分２（６６６）

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答案不正确或不完整：

● 从步／分钟转换成米／分钟时没有乘以０．８。

● 正确写出以米／分钟为单位（８９．６米／分钟）的速度，但转换成公里／小时时出错，或者没

有转换。

● 计算方法正确（明确列出），但是有其他小的计算错误。

● 只写出５．４千米／小时，没有写出８９．６米／分钟（中间计算过程没写出）。

评分１（６０５）

答案只列出狀＝１４０×０．８＝１１２，但没有进一步写出运算过程，或者过程不正确。

这个开放性问题属于个人情境。该题目的评分指南中既有满分，也有两水平的部分得分。

这个题目是关于每分钟脚步数和步幅长度之间的关系，属于变化与关系的内容领域。成功解决

这道题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代数）公式，和一个非常规演算。解决这道题，学生首先根据给出

的步幅长度（０．８ｍ），计算每分钟走多少步。这需要转换和运用公式：把狀／０．８＝１４０转换成：

狀＝１４０×０．８，也就是每分钟１１２步。下一个问题问每分钟走多少米，这需要把脚步的数量转

换成以米为单位的距离数：１１２×０．８０＝８９．６米；因此他的速度是８９．６米／分钟。最后一步

是把速度转换成为常用的速度单位，即千米／小时。这包括单位的转换，这也是测量领域的一部

分。解决这道题还要求解码和解释基本的符号语言，以及处理包含符号和公式的表达方式。因

此，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其中包括代数形式表达和一系列各不相同却相互联系的运算，要进行这

些运算需要对公式转换和测量单位有所理解。在这道题上较低水平的部分得分属于联系能力

集，难度值６０５分是４级水平的顶端水平。更高的部分得分属于能力５的顶端水平，难度值是

６６６分。能够得到较高部分得分的学生至少能够算出每分钟的脚步数，并按要求转换成更为标

准的速度单位。不过他们的回答不完整或者没有全对。得满分说明他们达到６级水平的较顶

端水平，难度值是７２３分。得满分的学生能够完成转换，并准确写出所要求的两个速度单位值。

问题４
如果用这公式来计算海克的步行速度，他每分钟走７０步，那么他的步幅多大？写出计算过程。

评分１（６１１）

答案是指出犘＝０．５米，或犘＝５０厘米，或犘＝１／２（单位可以没有）。

这个开放式题目属于个人情境。难度值６１１分，正好比４级水平的临界线多４分。每个人

在生活某个时刻都在沙滩上看到过自己的脚印，不过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模式形成的方式间存

在什么样的关系，虽然许多学生会直觉地感到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步幅增大，每分钟的

脚步数就会减少。反映并意识到日常现象中存在的数学问题是数学素养的要求之一。这个题

目是关于每分钟脚步数和步幅之间的关系。它符合变化与关系的内容领域。题目的数学内容

明显属于代数方面的。学生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带入一个简单的等式并进行一个常规

运算：如果狀／狆＝１４０，且狀＝７０，那么狆是多少？学生要进行实际的运算得到正确结果才能得

满分。这道题涉及的能力包括实践知识的再现能力，进行常规计算，运用标准技能，对包含符号

和以标准公式的数学表达式的运用，并进行演算。因此这道题属于再现能力集。这道题要求运

用形式化的代数式来解决问题。它混合了多种能力，而且学生必须处理现实世界情境，达到５
级水平低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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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问题８
解释图中如何显示女孩子１２岁后平均身高增长趋缓。

评分１（５７４）

正确答案需要指出女孩子图中增长坡度的“变化”，可以明确指出图中曲线在１２岁以后坡度减

缓，不管是用生活语言还是数学术语，也可以用１２岁前与１２岁后的实际增长量进行暗示。

这道开放性题目的难度值是５７４分（４级水平）。本题强调的是年龄与身高的关系，属于变

化与关系的内容领域。解决这道题需要解释和解码常见数学对象的各种表征。不过题中有相

当复杂的概念，像“增长趋缓”，该概念包含了“增长”与“减缓”两层意思。用数学术语表达就是：

曲线的陡峭趋缓，倾斜度减小。曲线表明增长率变小的转折点是在１２岁。对学生来说这个发

现所包含的信息至关重要。学生答案的表达方式可以从生活语言到更数学化的语言来说明这

个减小的倾斜度，他们也可以比较每年实际增长的厘米数。因此可以说题目的数学内容是评估

曲线所表达的一系列数据的特性，指出和解释曲线不同点的斜率变化。从能力角度而言，这个

题目所代表的情境是非常规的，但其中包含熟悉的情境，它要求在不同的观念和信息间建立联

系———因而属于联系能力集。这道题目要用到数学洞察力和一些推理能力，在明确指出增长趋

缓的模式中，还需要有对结果进行交流的能力。

问题７
根据这个图，在哪个年龄阶段女生的平均身高超过男生？

评分２（５２５）

正确答案是正确指出１１—１３岁这一阶段，或者说１１、１２岁的时候女孩子比男孩子高（这个日

常生活语言的描述是正确的，因为它指的是１１—１３岁这一阶段）。

评分１（４２０）

（１１，１２，１３）的其他子集，并未在以上满分中出现的答案。

这道题目，强调年龄与身高的关系，说明它属于变化与关系的内容领域，它的难度值是４２０
（１级）。因为它要求学生对比两组数据的特征，解释这些数据并得出结论，所以可以说该数学

内容属于数据范畴。成功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的能力属于再现能力集，包括对常见的数学对象相

当熟悉和标准的表现形式做出解释和解码。学生需要具备思考和推理能力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图中的交叉点在哪儿？”也需要论证和交流能力来解释这些交叉点的意义，找到需要的答案。

部分得分表明学生的推理和洞察能力很好，不过不能写出完整的答案。也许他们能够辨认１１
岁、１２岁或１３岁是答案的一部分，却不能把１１到１３岁看成是连续的。这道题目很好地说明了

１级和２级能力之间的界线。回答得满分说明已经达到３级，难度值是５２５分。得满分的学生

不仅推理和洞察能力很好，答案也写得完整。成功解决问题的学生能够熟练地使用图画表征，

得出结论，并交流他们得出的结果。

问题６
自１９８０年以来，２０岁女性的平均身高增加了２．３厘米，达到１７０．６厘米。１９８０年２０岁女性的

平均身高是多少？

答案：．．．．．．．．．．．．．．．．．．．．．．厘米

评分１（４７７）

答案是１６８．３厘米（单位已给出）。

这个封闭式问题属于科学情境：１０年间男女青年身高增长曲线。它的难度值是４７７分。

科学经常使用图表表征，像这道题就把身高变化和年龄联系起来。由于这道题强调这些方面，

所以它属于变化与关系的内容领域。数学内容是基本的。把问题转换成数学背景，然后进行基

本的算术计算：减法（１７０．６－２．３）。因此它是再现能力集的：所要求的思维和推理能力涉及问

题最基本的形式（“两者相差多少？”）；对于论证能力也是如此：学生只需要照着标准的数量计算

过程做就行了。增加复杂性的一项是无需看图就能做出答案———这是个信息冗余的例子。总

之，这道题目要求学生从单个来源（忽略冗余信息来源）提取相关信息，使用单一的表征形式，并

且进行减法运算。因此该题属于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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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８■ 数学／变化与关系量表上各个能力水平的概述

水平 每个水平学生应具备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该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６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５％的学生能够完成变化与关系量表上６级水平的任务

运用深刻洞察、抽象推理和论证技能、技

术知识及惯例来解决问题，对复杂的实

际问题提出数学的解决方法

—在不熟悉的现实情境中解释复杂的数学信息

—在现实情境中解释周期函数，在限定条件下进行相

关运算

—解释陌生的现实情境中所隐藏的复杂数学信息

—（在洞察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解释复杂文本并使用抽

象推理解决问题

—具有洞察力地运用代数或图形解决问题；有能力变

换代数表达式以匹配现实情境

—在复杂的比例推理基础上解题

—采用多步的解题策略，包括运用公式和计算

—利用代数或试误法设计策略并解决问题

—找出用于描述复杂现实问题的公式，概括探索性的

发现以得出总的公式

—概括探索性的结果来进行计算

—运用精深的几何洞察力，使用并概括复杂的模型

—将复杂的百分比计算概念化

—连贯地表达逻辑推理和论证过程

５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１５％的学生至少能够完成变化与关系量表上５级水平的任务

通过高水平地运用代数和其他数学表达

式和模型来解决问题；将形式化的数学

表征与复杂的现实情境联系起来；运用

复杂的多步解题技能，反思和交流推理

和论证过程。

—在科学情境中解释复杂的公式

—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周期函数，进行相关计算

—使用高水平的问题解决策略

—解释和联系复杂信息

—解释和利用制约条件

—确定并实施适当的策略

—反思代数表达式及其可能代表的数据之间的关系

—使用复杂的比例推理，比如，与比率相关的推理

—在实际生活情境中分析和应用给定的公式

—交流推理和论证过程

４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３２％的学生至少能够完成变化与关系量表上４级水平的任务

理解和运用多种表征，包括明确的现实

情境数学模型，以解决实际问题；解释和

推理时有相当的灵活性，包括在不熟悉

的情境中，并能交流所得解释和论证

过程。

—解释复杂图表，并从图中读出一个或多个数值

—解释复杂而不熟悉的现实情境的图表表征

—使用多种表征解决实际问题

—把文本信息和图表表征联系起来，并做出解释

—分析描述现实情境的公式

—分析包括体积和与体积有关的函数的三维几何情境

—分析给定的、包括复杂公式的数学模型

—解释和应用文字公式，并能熟练运用表示各种实际

关系的线性公式

—运用包括百分数、比例、加法和除法在内的多步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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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每个水平学生应具备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该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３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５４％的学生至少能够完成变化与关系量表上３级水平的任务

解决包含多种相互联系表征（文本，图

表，公式）的问题，包括在熟悉情境中进

行解释和推理，并表述论证过程

—解读现实情境的陌生图表表征

—确认文本中的相关标准

—解释隐含一个简单运算法则的文本，并应用该法则

—解释文本，并设计简单的策略

—联系多种相关表征（比如，两个相关的图，文本和表

格，公式和图）

—在各种熟悉的情境下使用比例推理，并表述推理和

论证过程

—将文字表述的标准或情境应用到图中

—使用一系列简单的计算步骤来解决问题，包括排列

数据、时间差的计算和线性插值法

２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７３％的学生至少能够完成变化与关系量表上２级水平的任务

运用简单的运算法则、公式和程序来解

决问题；把文本与简单的表征（图、表、简

单公式）联系起来；在初级水平上使用解

释和推理技能

—解释简单的文本，并把它和图的元素正确联系起来

—解释描述简单运算法则的简单文本，并使用该法则

—解释简单的文本，使用比例推理或计算

—解释简单的模式

—在实际情境中解释和使用推理，包括简单而熟练地

应用运动、速度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指出图表中的相关信息，并从图形直接读取数值

—正确替代数字，以应用简单的数字运算法则或简单

代数式

１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８７％的学生至少能够完成变化与关系量表上１级水平的任务

在一个简单图表中找到相关信息；根据

直接和简单的指示，在形式标准或熟悉

的图表中直接读出信息；进行包含两个

熟悉变量关系的简单计算

—把文本和一个简单图表中的具体特征联系起来，并

从图表中读取数值

—在一张简单表格中找到和读出具体数值

—进行包括两个熟悉变量间关系的简单计算

　　达到每一能力水平所要求的具体能力均在图２．８中列出。和数学／

空间与形状量表一样，ＯＥＣＤ成员整体而言，有５％的学生能达到６级，

有３２％的学生至少能达到４级，不过在韩国、荷兰以及伙伴地区中国香

港，一半的学生至少能达到４级，在比利时、芬兰和伙伴国列支敦士登，近

一半的学生至少能达到４级。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７３％的学生至少达到２级水平，图２．９ａ就是用

该水平对测试结果进行排列。正如前面的解释，２级能力是ＰＩＳＡ量表数

学素养的基线水平，在该水平上，学生开始具备主动地运用ＰＩＳＡ所定义

的数学技能（表２．２ａ）素质。但是在希腊、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挪威、

　　一小部分学生可

以完成变化与关系量

表上最高难度的任

务……

　　……大约１／４的

学生未能完成最简单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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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美国，还有伙伴国巴西、印度尼西亚、拉脱

维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仍有１／４甚至更多的学

生达不到这个标准。

在各数学量表中，高分国家（地区）与低分国家（地区）的平均分差距

最大的是变化与关系量表———２１４甚至更大的分差让荷兰高出ＯＥＣＤ平

均分半个标准差，而巴西、印度尼西亚和突尼斯则低于ＯＥＣＤ平均分一

个半标准差以上（图２．９ｂ）。

图２．９ｂ总结了变化与关系量表上不同国家（地区）学生成绩（以平均

成绩计算）的总体表现，并且以９５％的概率排列了各国（地区）平均分的

名次。就像以前解释的，不能确切地指出一个国家（地区）在国际比较中

的确切排名。不过，可以说荷兰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排在第一到第三名之间，而

韩国则是在第一到第四名之间。

图２．９犪■ 数学／变化与关系量表上每一能力水平学生的百分比

各国家和地区按照其１５岁学生２、３、４、５、６级人数百分比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２ａ。

　　该数学量表上各

国（地区）之间的差距

比其他量表都大……

　　……并且，各国

（地区）的总体表现可

以进行比较，荷兰，芬

兰，韩国和中国香港

表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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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９犫■ 数学／变化与关系量表上平均分的多重比较

等级范围

ＯＥＣＤ成员
等级上位 １１２ ４３４７７７８ １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１４１７１７１９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５２６２７２７ ２９

等级下位 ２３４ ６７６９１０１１１１ 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７１７１９２０２１２３ ２３２４２４２４ ２５２６２８２８ ２９

所有国家和地区
等级上位 １１２２２４３５８９９１０１０１２１４１４１４１５１５１７２０２０２２２１２３２３２３２５２６２９３１３２３２３３３３３５３７３８３８３８

等级下位 ３４６８８８９８１２１２１３１４１４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２２３２４２７２８２７２８２９２９３０３０３１３３３５３５３５３６３７４０４０４０

注意，由于数据来源于样本，因此以上可能并非各国家或地区的准确
排名。但是，各国家或地区平均数处于上述等级次序范围内的可能性
达到了９５％。
提示：横排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数与该表顶部所列各国或地
区分数的比较。符号表示该国家或地区成绩是低于或高于比较国
家或地区的成绩，还是与比较国家或地区成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未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统计上显著地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地差异
统计上显著地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使用了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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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个ＯＥＣＤ成员和四个伙伴国家（地区）的男生成绩优于女生，不过

整体上来看，成绩差异很小（表２．２ｃ）。［１５］男女生的平均成绩仅相差１０

分，这比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的男女生成绩差异还要小。只有在冰岛，

女生的成绩优于男生。不过，和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的情况一样，成绩

的性别差异也是在量表顶端更大（表２．２ｂ）。

和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一样，我们也可以估计自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以来

的成绩变化情况（表２．２ｃ和表２．２ｄ）。不过正如前一部分里所解释的，

解释这些差异时要谨慎，因为只有两个时间点的数据，而且观察到的差

异不仅受抽样误差影响，还容易受两次评估间的联系的不确定性的

影响。

从ＯＥＣＤ成员的平均成绩来看，有数据比较的２５个ＯＥＣＤ成员的

平均分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８８分提高到２００３年的４９９分，这是ＰＩＳＡ评估领域

总体变化最大的。不过，ＯＥＣＤ各国之间的变化也并不均衡。捷克和波

兰，以及伙伴国巴西、拉脱维亚和列支敦士登，平均分提高了３１分到７０

分不等———相当于半个到一个ＰＩＳＡ能力等级，而在比利时、加拿大、芬

兰、德国、匈牙利、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增量仍在１３到２２分之间。

其他国家（地区），如果考虑测量和抽样误差，差异可以看作统计上并不

显著。［１６］

和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一样，一些观测到的成绩变化并不一定

会在各个能力范围间均衡地上升或下降（图２．９ｃ和２．９ｄ）。波兰成

绩的大幅度提高是因为成绩分布末端的学生成绩提高的缘故（比如，

第５，第１０，第２５百分位）。因而，在这一时期，在数学／变化与关系量

表上，波兰１５岁学生的总体成绩显著提高，并且高分与低分学生之

间的差距也缩小了。捷克和匈牙利，以及伙伴国拉脱维亚和列支敦

士登也存在类似情况，只是不很明显。在希腊和瑞士，以及伙伴国俄

罗斯，成绩分布末端的提高很明显，不过还不能使平均成绩在总体上

显著提高。

与此相反，在加拿大、芬兰、德国、意大利、韩国、葡萄牙和瑞典，成绩

的改善主要是因为成绩分布顶端部分学生成绩的提高带动，如第７５，第

９０和第９５百分位成绩的提高，而成绩分布的低端没什么变化。它们中

间，有些国家（地区）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变大了。比如，２０００年评估中，

韩国的学生数学成绩差异是最小的。而在２００３年评估中，韩国学生数学

成绩差异已达到了ＯＥＣＤ的平均差异水平了（图２．９ｃ，图２．９ｄ，表２．２ｃ

和表２．２ｄ）。

　　只有刚超过一半

的国家（地区）中男生

成绩优于女生。

　　该量表的结果也

可以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

结果做比较，不过要

谨慎……

　　……变化与关系

量表的成绩总体上都

有提高，但并不均

衡……

　　……一些国家

（地区）成绩的改善再

一次由于较低能力学

生成绩的提高所带

动……

　　……但在其他国

家（地区），变化是由

高能力学生的成绩提

高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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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９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在数学／变化和关系量表上的比较

置信区间 ２００３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低于２０００ 没有显著性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ｏ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平均分和百分位数之间的差异

第５

百分位数

第１０

百分位数

第２５

百分位数
平均数

第７５

百分位数

第９０

百分位数

第９５

百分位数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奥地利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比利时 ＋＋＋ ＋ ＋ ＋＋＋ ＋＋＋ ＋＋＋ ＋

加拿大 ＋＋ ＋＋ ＋＋ ＋＋＋ ＋＋＋ ＋＋＋ ＋＋＋

捷克 ＋＋＋ ＋＋＋ ＋＋＋ ＋＋＋ ＋＋＋ ＋＋ ＋

丹麦 ＋＋ ＋ ｏ ｏ ｏ ｏ ｏ

芬兰 ｏ ＋ ｏ ＋＋ ＋＋＋ ＋＋＋ ＋＋＋

法国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德国 ＋＋ ＋ ＋＋ ＋＋＋ ＋＋＋ ＋＋＋ ＋＋＋

希腊 ＋＋＋ ＋＋ ｏ ｏ ｏ － －－

匈牙利 ＋＋＋ ＋＋＋ ＋＋＋ ＋＋ ｏ ｏ ｏ

冰岛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爱尔兰 ｏ ｏ ｏ ｏ ｏ ＋ ｏ

意大利 ｏ ｏ ｏ ｏ ｏ ＋＋ ＋＋＋

日本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韩国 ｏ ｏ ｏ ＋＋＋ ＋＋＋ ＋＋＋ ＋＋＋

墨西哥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新西兰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挪威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波兰 ＋＋＋ ＋＋＋ ＋＋＋ ＋＋＋ ｏ ｏ ｏ

葡萄牙 ＋ ＋ ＋ ＋＋＋ ＋＋＋ ＋＋ ＋＋＋

西班牙 ＋ ＋ ＋＋ ＋＋ ＋ ｏ ｏ

瑞典 ｏ ｏ ｏ ｏ ｏ ＋＋ ＋＋

瑞士 ＋＋＋ ＋＋＋ ＋＋ ＋ ｏ ｏ ｏ

美国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犗犈犆犇总体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犗犈犆犇平均 ＋＋＋ ＋＋＋ ＋ ＋＋ ＋＋ ＋＋ ＋＋

伙伴国（地区）

巴西 ＋＋＋ ＋＋＋ ＋＋＋ ＋＋＋ ＋＋＋ ＋＋＋ ＋＋＋

中国香港 ｏ － ｏ ｏ ｏ ｏ ｏ

印度尼西亚 －－－ －－－ －－－ ｏ ｏ ＋＋＋ ＋＋＋

拉脱维亚 ＋＋＋ ＋＋＋ ＋＋＋ ＋＋＋ ＋ ｏ ｏ

列支敦士登 ＋＋ ＋＋ ＋＋＋ ＋＋＋ ｏ ｏ ｏ

俄罗斯 ＋＋＋ ＋＋＋ ＋＋ ｏ ｏ － －

泰国 －－－ －－－ －－－ －－ ｏ ＋＋＋ ＋＋＋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２．２ｃ和表２．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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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９犱■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数学／变化和关系量表平均分的比较

仅包括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有效数据均有的国家（地区）

显著性水平

２００３得分

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得分

低于２０００

无显著性

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依照各国（地区）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成绩差异从小到大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２．２ｃ和表２．２ｄ。

数学／数量量表上的学生成绩

ＰＩＳＡ要求学生完成的数学任务有１／４是关于数字现象、数量关系与

类型的。图２．１０ａｂ显示这个类别１—４级能力的各项任务：

图２．１１解释了各个能力水平所要求达到的具体能力。整个ＯＥＣＤ

地区只有４％的学生能完成６级的任务，稍少于前两个量表能达到的学

生比例。有７４％的学生能完成２级的任务（表２．３ａ），又稍多于前两个量

表能达到的学生比例。但是，在希腊、意大利、墨西哥、葡萄牙、土耳其和

美国，以及伙伴国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泰国、突尼斯和乌

拉圭，有超过１／４的学生达不到２级水平（图２．１２ａ）。

图２．１２ｂ总结了不同国家（地区）学生在数量量表上的总成绩，包括

各国（地区）学生平均分，以及各国（地区）平均分在９５％置信区间所处的

名次范围。在数学／数量量表上，ＯＥＣＤ成员芬兰的平均分最高，伙伴地

区中国香港的表现类似，排名处于第一至第三之间。

　　整个 ＯＥＣＤ地

区４％的学生能完成

最难的数量任务……

　　……芬兰和中国

香港的学生平均成绩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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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０犪■犘犐犛犃数量量表中的数学样题：汇率

汇率

来自新加坡的梅陵（ＭｅｉＬｉｎｇ）准备去南非做３个月的交换生。她需要把一些新加坡元

（ＳＧＤ）兑换成南非兰特（ＺＡＲ）。

问题１１
这三个月中，汇率从１新加坡元兑４．２南非兰特变为１新加坡元兑４．０南非兰特。

当梅陵把南非兰特换回新加坡元时，汇率是１新加坡元兑４．０而不是４．２南非兰特，她满

意吗？给出解释来支持你的答案。

评分１（５８６）

正确答案是“是的”，并且提供充分解释。

这道开放式题目是处在公共情境中，难度值是５８６分。由于这道题的数学内容需要学生用

到涉及数字运算的程序知识：乘法和除法，这些属于数量的内容，因此这道题在数量领域。解决

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学生需要反思汇率的概念及其在这个特定情境中的作

用。虽然所有要求的信息都明确给出了，但这道题所要求的数学化能力是相当高的：不仅是对

相关数学知识的确定有点复杂，而且在数学世界中换算问题对学生要求很高。解决这个问题的

能力可以说是使用灵活推理和反思能力。思维和推理能力、论证能力，加上问题解决能力都包

括了学生要对解决问题的过程有所反思。解释结果也需要交流表达能力。因此该题被归入反

思能力组。由于该题目包含熟悉的背景、复杂的情境和非常规的问题，需要用到推理、洞察和交

流表达能力，因此它属于４级水平。

问题１０
三个月后，梅陵回到新加坡，她还剩有３９００南非兰特（ＺＡＲ）。她把这些换回新加坡元

（ＳＧＤ）时，发现汇率变成了：

１新加坡元（ＳＧＤ）＝４．０南非兰特（ＺＡＲ）

梅陵能拿到多少新加坡元？

评分１（４３９）

答案是９７５新加坡元（单位不做要求）。

这道简答题属于公共情境，难度值是４３９分。数学内容限于简单的运算：除法。因此它属

于数量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数字运算。从要求的能力来看，需要一种有限的数学化形式：理解简

单的文本，文本里明确给出了所有要求的信息。不过学生还需要意识到除法才是正确的方法，

这样它就不像问题１的汇率那么琐细，并且能显示出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和推理能力。所以解决

这道题需要的能力是执行常规的步骤和／或运用标准运算法则的能力。因而这道题归为再现能

力集。这道题有熟悉的背景、明确定义的问题，还包括某种决策的常规步骤，因此属于２级。

问题９
梅陵发现新加坡元和南非兰特的汇率是：

１新加坡元（ＳＧＤ）＝４．２南非兰特（ＺＡＲ）

根据这个汇率，她把３０００新加坡元换成南非兰特。

她能拿到多少南非兰特？

评分１（４０６）

答案是１２６００南非兰特（单位不做要求）。

这道简答题以公共情境为背景，难度值是４０６分。也许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运用汇率的经

历，但这个概念是一个有素质公民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数学内容限于四种基本算法中的一

种：乘法。这使得本题属于数量领域，具体地说是：数字运算。至于考察的能力，只需要一种很

有限的数学化形式：理解简单的文本，把给出的信息和所需要的计算联系起来。要用到的信息

都明确罗列出来了，因而解决这道题需要的能力也就是常规的计算和／或标准运算法则的应用。

所以这道题属于再现能力集。这道题有熟悉的背景、明确定义的问题、常规的计算，因此是处于

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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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０犫■犘犐犛犃数量量表中的数学样题：滑板

滑板

艾瑞克是个滑板迷，他到一家名为“滑冰者”的商店看一些商品价格。

在这个店里，你可以买一个完整的滑板，也可以买一个板，一套４个轮子，一套２副转向架，一套配件，再自己组装

成滑板。

商店里商品的价格如下：

产　　品 价格（以ＺＥＤ计算）

已镶嵌好的滑板 ８２或８４

板 ４０、６０或６５

一套４个的轮子 １４或３６

一套２个的轮架 １６

一套配件

轴承、胶垫、螺栓及螺丝帽
１０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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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板

问题１３
店里有三种不同的板，两套不同的轮子，两套不同硬件。转向架只有一套可选择。艾瑞克

能组装几种不同的滑板？

Ａ．６

Ｂ．８

Ｃ．１０

Ｄ．１２

评分１（５７０）
正确的答案是Ｄ。

这道多项选择题属于个人情境，难度值是５７０分（４级水平）。所需要的信息都清晰地呈现出
来，涉及的数学知识是最基本的常规运算：３×２×２×１。不过如果学生没做过类似的排列组合运
算，他们的策略可能是列举各种组合的可能性。对这种题目有大家都知道的运算法则（比如树状
图），因而寻找组合的策略就是一般性的，常规的问题，包括遵循和证明标准的数量过程，其中包括
计算步骤，描述和结果。因此这道题属于再现能力集。所涉及的计算属于数量领域。要成功地解
题，学生必须在正确解释文本和表格后，准确运用一种运算法则。这就增加了情境的复杂性。

问题１４
艾瑞克有１２０ＺＥＤｓ，想买他所能支付的最贵的滑板。
在四部分零件中艾瑞克每件最多能付多少钱？请把答案写在底下的表中。

零件 金额（ＺＥＤｓ）

板

轮子

转向架

硬件

评分１（５５４）
答案是板最多可花掉６５ＺＥＤｓ，轮子１４ＺＥＤｓ，转向架１６ＺＥＤｓ，硬件２０ＺＥＤｓ。

这道简答题是以个人背景为情境的，是４级水平低端的水平（５５４分）。这道题属于数量领
域，要求学生计算１２０ＺＥＤｓ能买到哪种最贵的滑板。但是，这个任务并不是直接的，因为没有
标准的步骤或常规运算法则可遵循。至于所需要的能力，这里用到的问题解决技能要求更独立
的方法，学生要用试误不同的方法，才能解题。这个问题的背景可以认为是熟悉的。学生要看
表格中的价格，做不同的组合，并进行一些计算。所以这题归为联系能力集。解决这道题的一
个策略是先使用数值较大的，再对答案进行调整，直到符合所希望１２０ＺＥＤｓ上限的标准。这
样，学生需要一些在熟悉情境中的推理能力，他们必须把问题和表中给出的数据联系起来，使用
非标准策略，并执行常规计算。

问题１２
艾瑞克想自己组装滑板。要是在这个店里自己组装滑板，最高价和最低价是多少呢？
（ａ）最高价：……ＺＥＤｓ
（ｂ）最低价：……ＺＥＤｓ

评分２（４９６）
答案要同时指出最低价（８０）和最高价（１３７）。

评分１（４６４）
答案只写了最低价（８０）或者最高价（１３７）。

滑板往往是年轻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道题目属于个人情境。题目要求学生找到组装一
副滑板的最高价和最低价。部分得分的答案难度值是４６４分（２级），即学生只回答了最高价或
最低价，而没有把两个价格都回答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学生要想出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因
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最低价就是看数值较小的，而最高价是数字较大的。剩
下的数学内容是进行基本的计算。加法：４０＋１４＋１６＋１０＝８０，得出的是最低价，最高价则是
把数字较大的加起来：６５＋３６＋１６＋２０＝１３７。因此，方法也就是练习过的知识的再现，加上
进行常规的加法运算———这道题属于再现能力集和数量内容领域。获满分的答案就是学生回
答了最高价和最低价的，难度值是４９６分，处于３级。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５５　　　

２
　
第
二
章
　
学
生
数
学
成
绩
概
况

图２．１１■ 数学／数量量表上六个能力水平的概述

水平 各水平学生应有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６ ＯＥＣＤ地区４％的学生能完成数量量表上６级水平的任务

处理复杂的数学过程及关系模型并将它

们概念化；处理形式和符号的表达式；使

用高水平的推理技能设计问题解决策略

并把多种情境联系起来；使用连续计算；

阐述结论，论证过程和精确的解释

—概念化复杂的数学过程，比如指数增长，加权平均数

以及数的性质和数字关系

—解释和理解复杂的信息，连接多种复杂信息源

—能对比例、数量的几何表征、组合数学和整数关系使

用高级的推理技能

—能够解释和理解数字关系的形式化数学表达式，包

括科学情境中的数学关系

—在复杂且不熟悉的上下文背景中，进行连续运算，其

中包括计算较大的数字

—阐述结论、论证过程和精确解释

—提出策略（启发式的）来处理复杂的数学过程

５ ＯＥＣＤ地区１３％的学生至少能完成数量量表上５级水平的任务

有效地处理较复杂情境的模型来解决问

题；对不同的表征，能运用良好的推理技

能、洞察和解释；执行顺序处理过程；表

达推理和论证过程

—解释现实情境的复杂信息（包括图表、图画和复杂

表格）

—连接不同的信息源（比如图表，表格数据和相关文本）

—从复杂情境的描述中提取有用信息，并进行计算

—在需要进行大量数学处理的现实情境中，使用问题

解决技能（比如，解释、提出策略、推理和系统计算）

—表述推理和论证过程

—利用日常生活知识进行估算

—计算相对或绝对的变化

４ ＯＥＣＤ地区３１％的学生至少能完成数量量表上４级水平的任务

有效地处理复杂情境的简单模型；在不

同背景中使用推理技能，解读同一情境

的不同表征；分析和应用数量关系；使用

各种计算技能来解决问题

—准确运用已知的数字运算法则，包括多步骤的运算

—解读对顺序处理过程的复杂文字描述

—把文字信息和图的表征结合起来

—在复杂情境的简单模型中，进行涉及比例推理，整除

性或百分比的计算

—对组合结果进行系统列举和计数

—从多种信息源识别和使用信息

—分析和运用简单的系统

—解释复杂的文本以提出简单的数学模型

３ ＯＥＣＤ地区５３％的学生至少能完成数量量表上３级水平的任务

使用简单的问题解决策略，包括在熟悉

的情境中推理；解读表格以定位信息；进

行已明确描述的运算，包括顺序处理

过程

—解释一个对顺序处理过程的文字描述，并正确执行

这一过程

—使用基本的问题解决过程（提出简单的策略，寻找关

系，理解和处理限定条件，采用试误法，简单推理）

—进行以下计算，包括较大数值的计算，关于速度和时间

的计算，单位转换问题（比如，从年利率转为日利率）

—解读表格信息，在表中定位相关数据

—把包括周期运动和时间在内的关系概念化

—解释描述简单模式的文字和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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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各水平学生应有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２ ＯＥＣＤ地区７４％的学生至少能完成数量量表上２级水平的任务

解读简单表格来识别和提取相关信息；

进行基本的算术运算；解释和处理简单

的数量关系

—解释简单的数量模型（比如比例关系），并将其用于

基本的算术运算

—解读简单的表格数据，把文字信息和表格数据结合

起来

—确定要解决一个直接问题所需的简单计算

—进行包括基本算术运算和数字排列在内的简单计算

１ ＯＥＣＤ地区８８％的学生至少能完成数量量表上１级水平的任务

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相关信

息都明确地给出，情境很直接，范围也很

有限，所要求的计算很明显，而且数学任

务是基本的，比如简单的算术运算

—解释简单、明确的数学关系，并且将其直接运用在计

算中

—阅读和解读简单的数字表格，把各栏数字加起来并

比较结果

图２．１２犪■ 数量量表每一能力水平的学生比例

各国家和地区按照其１５岁学生２、３、４、５、６级人数百分比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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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２犫■ 数学／数量量表上平均分的多重比较

等级范围

ＯＥＣＤ成员
等级上位 １ ２ ２３３４３３９９９９１０９９１１１４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０２０ ２４２４ ２５ ２７ ２８２９

等级下位 １ ４ ７８８８８８１３１５１６１７１６１７１７１７１８２０２０２３２３２３２３ ２５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２９

所有国家和地区
等级上位 １１２３３３４５６４５１２１２１２１２１３１２１２１４１７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３２３２７２７２７２８３０３１３２３４３５３５３７３８３８３８

等级下位 ２３７１０１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２３２３２６２６２６２６２９３０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３３４３６３６３７４０４０４０

注意：由于数据来源于样本，因此以上可能并非各国家或地区的准确
排名。但是，各国或地区平均数处于上述等级次序范围内的可能性达
到了９５％。
提示：横排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数与该表顶部所列各国或地
区分数的比较。符号表示该国家或地区成绩是低于或高于比较国
家或地区的成绩，还是与比较国家或地区成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未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统计上显著地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地差异
统计上显著地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使用了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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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犪■犘犐犛犃不确定性量表上所用的数学样题：劫案

 

 

 

 

劫案

一个电视播报员展示这张图，并说到：

“图中显示，从１９９８年到１９９９年，抢劫案件大

幅度增加。”

问题１５
你认为播报员的说法是对图的合理解释吗？给出你的解释来支持答案。

评分２（６９４）

答案要指出“不合理”，并且强调图中所显示的只是图的一小部分，或者答案包括比率或比例增

加等正确论据，或者指出做决断前要有趋势数据的要求。

评分１（５７７）

答案指出“不合理”，但解释不够具体（只强调抢劫案件具体数量的增加，但没有将劫案增量与总

量比较），或者虽然方法正确，但计算有点小错误。

这道开放性题目属于公共情境。作为这道题的刺激材料所呈现的图是从一张真实图中截

取出来的，原图也像此图一样有类似的误导性信息。正像电视播报员所说，这张图似乎说明“劫

案数量有大幅度增加”。题目问学生这种说法是否符合数据。为了有效地参与社会，看明白媒

体经常报道的图和数据很重要。这是构成数学素养的一项基本技能。图的设计者经常会使用

技巧（或者缺少这项技能）使数据支持一个先定的信息，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在政治场合。这就

是一个例子。本题包括对图的分析和数据解读，因而属于不确定性领域。这道题需要推理和解

释能力，以及表述技能，因此很明显应归入联系能力集。解决这个问题的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

有以下几个，批判性地理解和解码图的表征，根据数学思维和推理作出判断并适当论证（虽然此

图表面看来的似乎表明劫案数量的暴涨，但绝对数量的增加远没有那么引人注目：造成这种矛

盾的原因在于不合理地截取ｙ轴），并对这个推理过程进行适当地表述。

部分得分的答案属于４级，难度值是５７７分。这种情况下，学生一般回答该说法不合理，却

没有恰当而具体地解释他们的判断。也就是说推理只强调劫案数量增加的绝对值，但没有说相

对值。在这里表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总是会有答案却很难进行具体解释。比如，“从５０８

增加到５１５并不多”可能与“１０个左右的增加并不很多”有不同的意思。第一句陈述显示了实

际的数字，因而答案的意思是因为涉及较大的数值因而增加量可能不大，而第二句就不能这样

推理。在这类回答中，学生基于对数据的解释来论证和表述结果，因而属于４级。

得满分的答案属于６级，难度值是６９４分。要得到满分，学生需要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合理

的，并对其判断进行合理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说，推理不仅要关注抢劫案件绝对数量的增加，还

要注意相对数量。这个问题要求学生在解释数据的基础上，论证并表述其结论，在数据统计背

景下进行比例推理，而且问题情景并不熟悉，因而它属于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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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犫■犘犐犛犃不确定性量表中所用的数学样题：测验成绩

测验成绩

　　图中显示的是Ａ组和Ｂ组的科学测验成绩。

Ａ组的平均分是６２．０，Ｂ组的平均分是６４．５。成绩达到５０分以上的学生通过考试

问题１６

老师看着图说这次考试Ｂ组成绩比Ａ组好。

Ａ组的学生不同意老师的说法，他们想说服老师Ｂ组不一定比他们好。

请用Ａ组学生能用到的图，给出一个数学论证。

评分１（６２０）

答案包含有效论证。有效论证可以从及格的学生数，极端值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或者高分

学生数等方面进行。

这道开放题属于教育情境，难度值是６２０分。这道题的教育情境是所有学生都熟悉的：比

较考试分数。这道题中，两组学生参加了考试：Ａ组和Ｂ组。结果以两种方式向学生呈现：包含

数据的文字说明和在同一网格线内的两组图。问题是要找到证据证明实际上Ａ组学生比Ｂ组

考得好，以反驳老师因Ｂ组均分较高而认为Ｂ组考得好的结论。很明显该题属于不确定性内

容领域。这个内容领域的知识在信息社会很重要，因为数据和图的表征无论在传媒还是我们的

日常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联系能力集，也就是这道题所属的能力集，不

仅包含基于再现能力集之上的能力（比如简单图表表征的编码和解读），还要求在具体数学论证

时的推理能力和洞察力。实际上学生对这道题至少可以从三方面论证。第一个是Ａ组有更多

的学生通过了考试；第二是Ａ组分数中极端值造成的歪曲影响；最后一个是更多Ａ组学生考到

８０分及以上。另一项必须的重要能力是能够解释包含内在关系的事件。从这方面来说，这道

题属于联系能力集。学生回答正确，说明他们能够在具有某种结构且数学表征局部明确的问题

情境中使用统计知识。同时，解读和分析已有的信息，也要求他们进行推理和洞察，而且，他们

也必须表述自己的理由和论点。因此这道题属于５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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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犮■犘犐犛犃不确定性量表中所用的数学样题：出口货物

出口货物

图中显示了

Ｚｅｄｌａｎｄ 国的

出口信息，该

国以 ｚｅｄｓ作

为货币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犣犲犱犾犪狀犱的每年出口值

（以百万狕犲犱狊为单位）
２０００年度犣犲犱犾犪狀犱
出口货物的分布情况

问题１８
２０００年Ｚｅｄｌａｎｄ出口的果汁价值是多少？

Ａ．１８０万ｚｅｄｓ

Ｂ．２３０万ｚｅｄｓ

Ｃ．２４０万ｚｅｄｓ

Ｄ．３４０万ｚｅｄｓ

Ｅ．３８０万ｚｅｄｓ

评分１（５６５）

正确答案是Ｅ。即３８０万ｚｅｄｓ。

这道多项选择题属于公共情境，难度值是５６５分。这道题涉及数据处理，因而属于不确定

性领域。本题的数学内容包括从两个图中读数据：一个条形图，一个饼形图，在对比两个图的特

征后，整合两个图的数据，以便能够进行基本数学运算得出一个数字答案。学生需要将两幅图

联系起来进行信息整合。这里要求的数学化过程有明确的阶段划分：通过观察２０００年的全年

出口总额（４２６０万ｚｅｄｓ）来解读不同的标准表征方式，然后再按该总额基础上的比例得出果汁

出口额（９％）。正是基于这一联系活动，以及对这些数据进行正确运算的过程（４２．６的９％），这

道题被归入联系能力集。这道题有包含两个图画表征的复杂的具体情境，联系、整合这些图画

表征需要具有洞察力，而且还要运用恰当的基本数学运算，因此这道题属于４级。

问题１７
１９９８年Ｚｅｄｌａｎｄ的出口总价值数是多少（百万ｚｅｄｓ）？

答案：

评分１（４２７）

答案指出是２７１０万ＺＥＤｓ，或者２７１０００００ＺＥＤｓ，或者２７．１（单位不要求）。四舍五入为２７也

可接受。

这道封闭式题目是属于公共情境，难度值是４２７分。知识型社会对数据有很强的依赖性，

而数据常常用图来表征。大众传媒经常使用图来描述新闻报道，以使其观点更有说服力。因

此，阅读和理解这类信息就成为了基本的数学素养。本题数学内容限于从条形图或饼形图中读

取数据。这道题目所属的数学内容为探索性的数据分析，因而属于不确定性内容领域。解决这

个问题需要表征能力：对一个熟知的数学对象的标准表征进行解码和解释，而且这种表征是熟

悉并经过练习的———根据文字说明，决定与哪幅图有关，并在图中正确定位信息。这是一个常

规的步骤，因而属于再现能力集。这道题考察的是在只需要直接推论的背景下，解释和识别情

境，这也正是２级的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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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量表的结果一致，男生在数量量表上占优势，不过该量表的性

别差异比前面的空间与形状量表和变化与关系量表上的差异要小。相对

而言，各水平上男女生的分布更加相似，只是在分布的顶端男生稍多于女

生（表２．３ｂ）。１６个国家（地区）显示出男生占优势。［１７］而冰岛还是唯一

一个女生成绩显著优于男生的国家（地区）（表２．３ｃ）。

我们无法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学生在这个量表的成绩进行比较，因

为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没有评估这个量表的内容。

在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的学生成绩

ＰＩＳＡ给予学生的数学任务中有１／４的内容是有关概率、统计现象和

关系的。图２．１３ａｃ列出这个类别在２、４、５和６级的样题。

图２．１４■ 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的概述

水平 每个水平学生应有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６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４％的学生能完成不确定性量表上６级水平的任务

在涉及统计或概率的背景中使用高水平

的思维和推理能力，以创造对现实情境

的数学表征；利用洞察和反思来解决问

题，并构思及表述论证过程和解释

—利用概率知识解读和反思现实情境，并在之后的运

算中运用比例推理、较大的数值和四舍五入

—显示出对实际情境中概率的洞察力

—在陌生的概率条件下，使用高水准的解释、逻辑推理

和洞察力

—在有洞察力的数据解读基础上进行严密论证

—利用统计概念进行复杂推理

—理解抽样的基础知识，进行包含加权平均数的计算，

或使用具有洞察力的系统计算策略

—表述复杂的论证过程和解释

５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１３％的学生至少能完成不确定性量表上５级水平的任务

在具有某种结构且数学表征局部明确的

问题情境中应用概率和统计知识。使用

推理和洞察力来解读和分析已知的信

息，建立合适的模型，执行顺序运算过

程；表述推理和论证过程

—解读和反思不熟悉的概率实验的结果

—解释使用技术性语言的文本，并将其转化为适当的

概率运算

—识别和提取相关信息，解读和连接多种来源（比如，

文本、各种表格、图表）的信息

—对标准的概率情境会反思和洞察

—使用概率的概念分析不熟悉的现象或情境

—用统计概念进行比例推理

—运用基于数据的多步推理

—建立包括运用概率知识和统计概念（比如，随机性、

样本、独立性）的复杂模型

—运用加法、大数值的乘法，四舍五入等计算方法来解

决非平凡（ｎｏｎｔｒｉｖｉａｌ）统计背景中的问题

—进行一系列的相关计算

—进行并表述概率推理和论证过程

　　在这些任务方面

男生的优势非常小。

　　４％的ＯＥＣＤ学

生能完成不确定性量

表上最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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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每个水平学生应有的一般能力 学生应能完成的具体任务

４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３１％的学生至少能完成不确定性量表上４级水平的任务

在不太熟悉的情境中，利用基本的统计

和概率概念以及数字推理来解决简单问

题；进行多步的或顺序的运算；在解读数

据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并表述论证过程

—解读文本，包括在不熟悉（科学的）但直接的情境中

—显示对表格或图形中的数据方面的洞察力

—把文字描述转化成适当的概率计算

—从不同的统计图中识别和选择数据，并进行基本

计算

—理解基本的统计概念和定义（概率、期望值、随机性、

平均数）

—使用基本概率知识来解决问题

—对实际生活中的口头数量概念（“大大增加”）形成基

本的数学解释

—根据数据进行数学论证

—使用数学推理

—进行包括基本运算法则和百分比在内的多步计算

—从表中读取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简单的论证

并表达出来

３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５４％的学生至少能完成不确定性量表上３级水平的任务

解读统计信息和数据，连接不同的信息

源；利用简单的概率概念，符号和惯例进

行基本推理，并表述推理过程

—解读表格信息

—解读和阅读非标准图表

—在复杂但定义明确且熟悉的概率实验中，使用推理

来确认概率结果

—洞察数据表征的各方面，如数感；连接两个不同表格

的信息；把数据和合适的图表类型联系起来

—交流常识性的推理过程

２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７５％的学生至少能完成不确定性量表上２级水平的任务

定位熟悉图形中的统计信息；理解基本

的统计概念和惯例

—在简单和熟悉的图表中识别相关信息

—以常见的熟悉形式把文字和相关的图表结合起来

—理解和解释简单的统计计算（比如，平均数）

—从熟悉的数据排列（比如在一个条形图）中直接读取

数值

１ 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９０％的学生至少能完成不确定性量表上１级水平的任务

在熟悉的实验情境中理解和使用基本的

概率概念

—在简单而熟悉的实验背景（比如，包括骰子和硬币）

中，理解基本的概率概念

—在一个结果有限且定义良好的游戏情境中，系统地

列举和数出组合结果

　　图２．１４列举了要达到各水平所需的具体能力。整个ＯＥＣＤ地区只

有４％的学生———但伙伴地区中国香港有１３％的学生———能完成６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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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有３１％的学生至少能完成４级的任务，不过芬

兰，荷兰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有超过５０％的学生至少能完成４级的任务

（表２．４ａ）。

７５％的ＯＥＣＤ学生至少能达到２级基准线的能力。但是在希腊、意

大利、墨西哥、葡萄牙、斯洛伐克和土耳其以及伙伴国巴西、印度尼西亚、

拉脱维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仍有１／４甚至更多

的学生达不到这个水平（图２．１５ａ和表２．４ａ）。

图２．１５ｂ总结了各国（地区）在不确定性量表上学生的总体成绩。成

绩用学生的平均分表示，同时，也列出在９５％可能性上各国（地区）平均

分的排名范围。中国香港和荷兰在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成绩最好，在所

有参与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排在第一至第二名，荷兰排在第一至第

三名。

图２．１５犪■ 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每一能力水平学生的比例

各国家和地区按照其１５岁学生２、３、４、５、６级人数百分比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４ａ。

　　……有１／４的学

生只能完成最简单的

任务。

　　在不确定性量表

上，中国香港和荷兰

成绩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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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５犫■ 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平均分的多重比较

等级范围

ＯＥＣＤ成员
等级上位 １１２２４ ４５６６ 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１１４１５１６１６１６１７１７１８１８２４ ２４２５２６２８ ２９

等级下位 ２３４５８ ８９９９ １３１４１４１４１５１６１８２３２２２３２２２３２３２３２５ ２６２７２７２８ ２９

所有国家和地区
等级上位 １１２３４５５６６７８８１２１２１２１３１４１７１８１９１９１９２０２０２１２１２７２７２７２９３０３２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７３７３８４０

等级下位 ２３４５７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１１１２１４１６１７１７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６２５２６２５２６２６２９２９３０３１３１３３３４３６３５３６３６３６３８３９４０

注意：由于数据来源于样本，因此以上可能并非各国家或地区的准确
排名。但是，各国或地区平均数处于上述等级次序范围内的可能性达
到了９５％。
提示：横排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数与该表顶部所列各国或地
区分数的比较。符号表示该国家或地区成绩是低于或高于比较国
家或地区的成绩，还是与比较国家或地区成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未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统计上显著地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地差异
统计上显著地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使用了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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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量表的结果一致，不确定性量表上男生成绩也占优势，特别是

成绩分布的顶端（表２．４ｂ和２．４ｃ）。在２３个ＯＥＣＤ成员和６个伙伴国

家（地区），男生成绩优于女生，不过差异较小，整个ＯＥＣＤ地区，男生成

绩仅高出女生１１分。仅在冰岛和伙伴国印度尼西亚，女生成绩再一次超

过男生。

我们无法比较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这个量表上的学生成绩，因为ＰＩＳＡ

２０００评估时没有包括这个量表。

数学总成绩

各国（地区）在不同数学领域的相对优势和弱势

通过对不同数学内容领域的比较，我们可以评估各国（地区）相对的

优势和劣势。直接比较数学各个内容领域的量表分数是不妥当的。不过

我们可以根据各国（地区）在各自量表上的次序，来确定他们在不同数学

内容领域的相对优势（附录Ａ２；图Ａ２．１）。［１９］括号里的数值分别表示空

间与形状，变化与关系，数量与不确定性量表上的平均分。

● 日本学生在空间与形状量表上的成绩突出（５５３，５３６，５２７，５２８），

比其他三个量表成绩都要好，而加拿大（５１８，５３７，５２８，５４２）和爱

尔兰（４７６，５０６，５０２，５１７）在这个量表上的成绩要低于其他量表。

● 法国学生在变化与关系量表上的成绩突出（５０８，５２０，５０７，５０６），

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５５８，５４０，５４５，５５８）和中国澳门（５２８，５１９，

５３３，５３２）在该量表上的成绩相对较低。

● 芬兰学生在数量量表上（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９，５４５）成绩最好，而新西兰

学生（５２５，５２６，５１１，５３２）则最差。

● 希腊（４３７，４３６，４４６，４５８）、冰岛（５０４，５０９，５１３，５２８）、爱尔兰

（４７６，５０６，５０２，５１７）、新西兰（５２５，５２６，５１１，５３２）和挪威（４８３，

４８８，４９４，５１３）在不确定性量表上的成绩好于其他几个量表。比

利时（５３０，５３５，５３０，５２６）、捷克（５２７，５１５，５２８，５００）、德国（５００，

５０７，５１４，４９３）、斯洛伐克（５０５，４９４，５１３，４７６）和瑞士（５４０，５２３，

５３３，５１７）以及伙伴国列支敦士登（５３８，５４０，５３４，５２３）和俄罗斯

（４７４，４７７，４７２，４３６）在该量表上的成绩相对较低。

一些国家（地区），尤其是希腊、意大利、韩国、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

和土耳其，在四个数学内容领域的表现非常相似。相反，奥地利、加拿大、

捷克、法国、德国、爱尔兰、日本、新西兰、挪威、斯洛伐克和瑞士，各量表的

成绩差异特别大，这可能要引起课程建设和实施的重视。例如，在ＯＥＣＤ

国家（地区）中，斯洛伐克在空间与形状量表上，排在第十四（第十二到第

　　大多数 ＯＥＣＤ

成员男生成绩略微优

于女生。

　　在一些国家（地

区），学生在不同数学

内容领域的成绩有显

著差异……

　　７个ＯＥＣＤ国家

（地区）在四个量表上

的成绩很接近，有１１

个国家（地区）在四个

量表上的成绩有巨大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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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和十三名左右（第九到第十七），但在不确定性量表上排在第二十四

名左右（第二十四到第二十五）。同样，捷克在空间与形状量表上排在第

七名左右（第五到第九），在数量量表上大约排在第五名（第三到第八），但

在不确定性量表上排到大约十六名（第十五到第十八）。新西兰在不确定

性量表和空间与形状量表上，排在第六（第四到第八）和第七名左右（第五

到第九），但在数量量表上排在大约第十六名（第十一到第十七）。瑞士在

空间与形状量表和数量量表上分别排第三（第三到第四）和第四（第二到

第七），在不确定性量表上只排在第十二名（第十到第十四）。

一些国家（地区）特别是日本，在２０００年测评过的内容领域成绩排名

依然非常类似，不过在２００３年新增的数量和不确定性量表上的成绩排名

则相对要低。尽管不能就认定这些国家（地区）的数学成绩下降了，但是

结果确实说明，新增的评估内容———数量和不确定性（主要是ＯＥＣＤ成

员认为这些很重要）———对这些国家（地区）２００３年的总体成绩产生了一

些不同影响。

数学成绩的概况图

虽然各国（地区）四个领域的成绩对于政策制订者很重要，因为据

此可以洞察规划课程的潜在优势和不足以及实施后的效果。我们仍可

以建构一个覆盖这四个内容领域的总成绩量表。图２．１６ａ说明了数学

总成绩量表的比较结果，列出了学生在ＰＩＳＡ各能力水平国际标准上的

百分比。

结果表明，１／３的ＯＥＣＤ学生能达到数学量表的前三个水平（表

２．５ａ），不过这个数据在ＯＥＣＤ成员和伙伴国家（地区）的差异都很大：在

芬兰、韩国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一半以上的１５岁学生成绩至少达到４

级。但是在墨西哥只有３％的学生达到４级，而在伙伴国印度尼西亚和

突尼斯，这个比例更小。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地区），至少３／４的学生能

达到２级以上。但是，在意大利、葡萄牙和美国，１／４以上的学生无法完

成２级的任务。在希腊，１／３以上的学生达不到２级，而墨西哥和土耳其

大多数学生不能达到该水平。这些学生无法证明自己具备基本的数学技

能，比如运用直接推论的能力以识别情境中的数学因素，使用单一表征来

帮助探索和理解情境，使用基本算法、公式和步骤，进行字面意思解读和

运用直接推理的能力（表２．５ａ）。

图２．１６ｂ对各国（地区）学生在数学量表上的总体表现进行了概括。

正如专栏２．１讨论的，解释学生平均分时，国家（地区）间成绩的差异只有达

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时才能考虑。因此图中只列出的一组组国家（地区）成

绩，只有当他们的平均成绩差异足够大时，才可以自信地说，某国（地区）抽

样学生的更好成绩可以代表了该国（地区）所有的１５岁人群。一个国家（地

　　……在某些情况

下，增加的评估内容

使有些国家（地区）的

整体数学成绩比只包

括较少评估内容领域

的２０００年成绩要差

一些。

　　一个综合的数学

量表显示四个内容领

域的总成绩……

　　……说明最好的

１／３学生能力至少在

４级水平，而最差１／４

只具 备 了 １ 级 能

力……

　　……还可以将这

些综合起来，用以比

较各国的总体数学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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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图上方各国（地区）的成绩比较结果可以在相应的横行看到。不同颜

色代表该行上国家（地区）的平均分相比其他国家（地区）而言是低、高还是

没有差异。在进行多重比较时，比如把一个国家（地区）的成绩和其他所有

国家（地区）进行比较，所使用的方法要更加谨慎，而且只有那些有向上或

向下箭头符号的比较才被认为是多重比较中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的。

图２．１６ｂ也显示成绩高于或低于ＯＥＣＤ平均分的国家（地区）。

与专栏２．１解释的原因一样，我们不可能指出每个国家（地区）在国

际比较中的准确排名。不过，图２．１６ｂ列出各国（地区）平均分在９５％的

概率条件下的排名范围，其中既有ＯＥＣＤ成员，也包括所有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参与国（地区）。

我们一般用平均分来评估学校和教育系统的质量。然而，前面提到

过，平均分不能体现出学生成绩的所有情况，而且还会掩盖班级、学校和

教育系统之间的差异。第四章详细地研究了学校之间的差异。有些国家

（地区）为了找出不同教育系统和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还在国（地区）内进

　　　　 图２．１６犪■ 数学量表上每一能力水平学生的百分比

各国家和地区按照其１５岁学生２、３、４、５、６级人数百分比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５ａ。

　　我们只能列出各

国的排名范围……

　　……但是国内差

异也很重要，包括一

些能够测量到的地区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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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６犫■ 数学量表平均分的多重比较

等级范围

ＯＥＣＤ成员
等级上位 １１１ ２４４ ４７７９１０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１９１９２２ ２２ ２５２６２７ ２８ ２９

等级下位 ３４５ ７７８ ９９１０１４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８１８１８２１２１２１２３２３２４ ２４ ２６２６２７ ２８ ２９

所有国家和地区
等级上位 １１１２２３５５６６９９１２１３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７１９２１２２２２２２２５２５２５２９２９２９３２３２３３３４３４３７３８３８３８

等级下位 ３４５７９１０９１０１２１２１２１３１７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１２４２４２４２６２７２８２８２８３１３１３１３３３４３６３６３６３７４０４０４０

注意：由于数据来源于样本，因此以上可能并非各国家或地区的准确
排名。但是，各国或地区平均数处于上述等级次序范围内的可能性达
到了９５％。
提示：横排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数与该表顶部所列各国或地
区分数的比较。符号表示该国家或地区成绩是低于或高于比较国
家或地区的成绩，还是与比较国家或地区成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未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统计上显著地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地差异
统计上显著地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使用了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与比较国家或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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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子样本的ＰＩＳＡ评估。附录Ｂ２列出了一些结果。有一些国家（地

区）内部子样本间的差异很大。比如，比利时佛兰德语社区数学量表的平

均分，比芬兰、韩国等成绩最好的ＯＥＣＤ成员还要高。相反，比利时法语

社区的成绩只处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

图２．１７进一步说明了国家（地区）内部的成绩分布特征。这个分析

要与前面讨论过的ＰＩＳＡ能力水平上学生成绩的分布研究区分开来。学

生能力水平的分布说明的是某一知识和技能水平上各国（地区）学生所占

的比例，因而对各国（地区）学生成绩按照绝对的标准进行比较，而下面的

分析强调分数的相对分布，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地区）成绩分布高端与低

端之间的差距。这是数学教育公平性的重要指标。

图２．１７■ 数学量表上学生成绩的分布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５ｃ。

　　……所以观察各

国分数在平均分周围

分布状况非常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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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渐变的竖条显示的是各国（地区）在第５（该点以下是一国中成

绩最差的５％的学生）和第９５个百分位（该点以下有９５％学生，或者说，

该点以上是一国成绩最好的５％的学生）的成绩范围。条形的密度代表

相应量表分上学生的比例。靠近中间的黑色实心横线是各国（地区）的平

均分（也就是前面刚讨论过的内容），它所在的阴影框是置信区间。该图

说明数学量表上的学生总体成绩在国家（地区）内部有很大的差异。条形

长度所表示的中间９０％学生差异大大超过了平均成绩最好和最差两国之

间的差异。在几乎所有ＯＥＣＤ国家中，该组有一些学生能力达到５级，还

有一些学生能力不及１级。大多数国家（地区）中，中间一半学生的成绩范

围超过两个能力水平值，比利时和德国超过了２．４个能力水平。这表明，教

育课程、学校和教师需要面对知识和技能差异巨大的学生群体。

此外，表２．５ｃ还考察了第２５和第７５个百分位，即量表上各国（地

区）成绩最高和最低１／４的两个点。在多大程度上，学生的成绩差异反映

的是个体能力的自然分布，因而很难通过改变公共政策加以影响呢？仅

靠ＰＩＳＡ的数据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国（地区）

的成绩差异会受教育和学习发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影响。尽管如此，

一些结果还是说明公共政策能够起作用：

● 首先，ＯＥＣＤ成员间数学成绩的国（地区）内差异存在很大不同。

例如，数学量表上第７５和第２５百分位之间的差异，从加拿大、芬

兰、爱尔兰和墨西哥的不到１２０分一直到比利时和德国的超过１４０

分。在比利时，这个差异可以解释成是由佛兰德语地区和法语地

区之间的成绩差异造成的，至少部分是这个原因（附录Ｂ２）。

● 其次，平均成绩水平相似的国家（地区），学生成绩的分布有相当大

的差异。比如，德国和爱尔兰成绩都在ＯＥＣＤ平均线附近，不过，

爱尔兰的分布很狭窄，而德国第７５到第２５之间的分布就很宽。

类似的，在量表的末端部分，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平均分差不多，但

是，葡萄牙的成绩离散度比意大利小得多。在高分国家（地区），芬

兰成绩的差异比韩国或荷兰小得多。

● 再次，很显然，根据各国（地区）的国（地区）内成绩范围与其平均成

绩的比较，成绩的差异大并非一个国家（地区）高水平总体成绩的

必要条件。比方说，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和韩国的平均成绩都

在平均线上，但是第７５和第２５百分位的差异低于平均差异（表

２．５ｃ）。

数学的性别差异

前面几节已经考察了不同数学内容领域的男女成绩差异。本节将把

　　……结果表明，

各国都有成绩非常低

和非常高的学生……

　　……而且中间一

半的学生成绩有差

异……

　　……在一些国家

（地区）该差异要大于

其他国家（地区）。

　　平均分类似的国

家（地区），学生成绩

离散性相差很大……

　　……一些高分国

家（地区）设法缩小成

绩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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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信息整合起来。

政策制定者一直优先关注性别平等问题，尤其是在女性面临的不利

方面更是如此。不可否认，接受正规教育的性别差异已经大大缩小了。

相比３０年前的女性，今天的青年女性完成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大了很多：

在有可比数据的２９个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有１８个国家（地区）完成高

等教育的２５至３４岁的女性人数是５５至６４岁女性的两倍还多。而且，

在有可比数据的２７个国家（地区）中，有２１个的大学毕业生女性比率等

于或超过了男性（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

但是，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还是很大：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平均仅占

３０％。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匈牙利、冰岛、荷兰、挪威、斯洛伐克和瑞

士，该比例仅有９％到２５％（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

因此，要在数学和相关领域的高等教育中缩小性别差异，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证据表明应该把工作的目标集中在青少年，尤其是儿童身上（专

栏２．３）。在１５岁时，许多学生面临重要的转变，或者从学校到工作，或

者继续升学。他们在学校的成绩，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动机和态度会极大

地影响他们以后的求学或职业道路。而这些反过来不仅影响个人职业和

薪金的期望值，还影响到ＯＥＣＤ经济和社会中人力资本发展与使用的更

广泛的效能。

专栏２．３■ 数学和科学成绩性别差异在教育低年级段和高年级段之间的变化

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ＩＥＡ第三届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ＴＩＭＳＳ）发现，１６个ＯＥＣＤ国家（地

区）中只有３个国家（日本，韩国和荷兰）的四年级学生数学成绩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特

点都是男生占优势。不过，同样的研究发现，在同样这１６个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有６个国家

（地区）的八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也都是男生占优势。最后，在高中的

最后一年，ＴＩＭＳＳ评估数学素养成绩上的性别比较显示，除了匈牙利和美国外，所有ＯＥＣＤ

国家（地区）的男女生性别差异都很大，并且统计上达到显著性（同样，都是男生占优势。）在科

学上情况也类似，甚至更加明显（Ｂｅａｔｏｎ等，１９９６；Ｍｕｌｌｉｓ等，１９９８）。

虽然所测的不同年级的学生并非同样的个体，但结果也说明在许多ＯＥＣＤ国家（地区），

年级越高，数学和科学的性别差异就变得越明显、越普遍。

不过，尽管存在这种一般趋势，ＴＩＭＳＳ也表明，一些国家（地区）已经成功地控制了高年级

水平上性别差异的扩大（ＯＥＣＤ，１９９６；ＯＥＣＤ，１９９７）。

在这方面，我们惊奇地发现，１５岁学生以后事业和职业选择的性别

模式早已体现在ＰＩＳＡ所考察的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中。而且，正如第

　　女性在减少历史

性教育弱势方面已经

取得了巨大进步，并

在许多方面已经领

先……

　　在数学及相关学

科领域的高等教育

中，男性仍然比女性

表现更好……

……这表明，在

提高女生成绩、培养

其学习兴趣方面，学

校仍有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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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所述，１５岁学生对数学的态度和看法的性别差异更加明显。所有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数学成绩的性别模式相当一致（图２．１８）。整体上来

看，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的性别差异最大，该量表除了芬兰、挪威、荷兰

和日本外，所有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性别差异都很明显。数学／不确定

性量表的性别差异一样重要，３０个ＯＥＣＤ国家（地区）有２４个国家（地

区）的成绩存在性别差异。最后，在成绩分布顶端的性别差异更大些。

图２．１８■ 学生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

ＰＩＳＡ量表分数差异

注：黑色表示男女性别差异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５ｃ，２．１ｃ，２．２ｃ，２．３ｃ和２．４ｃ。

冰岛是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唯一一个女生成绩一直优于男生的国

家。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荷兰、挪威和波兰以及伙伴国家

　　ＰＩＳＡ证明性别

差异到了１５岁在大

部分国家（地区）都会

显现，表现为男生成

绩优于女生，特别是

在成绩分布的顶端。

　　然而，总体上来

看，性别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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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塞尔维亚和泰国，数学总量表上

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那些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的国家（地区），男生

所占的优势也很不相同。在加拿大、丹麦、希腊、爱尔兰、韩国、卢森堡、新

西兰、葡萄牙和斯洛伐克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列支敦士登、中国澳门和突

尼斯，男生在所有四个领域均优于女生，其中一些成绩的性别差异还很

大。与之相反，在奥地利、比利时、美国和伙伴国拉脱维亚，男生只在数

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上超过女生，而在日本、荷兰和挪威，优势仅表现在数

学／不确定性量表上（表２．５ｃ）。在成绩分布末端，各国（地区）男女生的

比例并不一致。例如在冰岛，成绩在１级和１级以下的男生比女生多

７％，而在希腊和土耳其，女生则比男生多６％。在成绩分布顶端，所有国

家（地区）的６级上几乎都是男生多于女生，日本和伙伴国列支敦士登分

别是男生多５％和７％（表２．５ｂ）。

不过，就像前面几个章节提到的，性别差异倾向于较小，而且肯定比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年发现的阅读素养的性别差异要小得多。［２０］

不过，在解释观测到的性别差异时，要考虑到至少在许多国家（地区），

男生和女生在选择就读的学校、培养的方向和学习的课程时会存在性别差

异。表２．５ｄ比较了全体学生的性别差异的观测值（第１列）、校内性别差异

的估计值（第２列）和考虑各种课程与学校特征之后的性别差异估计值。

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学校内的性别差异比整体的性别差异要大。比如

在比利时、德国和匈牙利，在数学量表上，男生分别优于女生８、９和８

分，而学校里的性别差异平均达到２６、３１和２６分。这反映了这些国家

（地区），女生比男生更多选择更高水平、学术性的培养方向和学校。如果

把ＰＩＳＡ测量的学校课程和学校特征也考虑进去，［２１］许多国家（地区）估

计出来的性别差异会更大（第３列）。这样会低估在学校里观察到的性别

差异。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地区），更多的女生就读平均成绩更好的学

校和分流方向，但是在这些学校和分流方向上，她们的成绩比男生差。

因而，从政策的角度———以及对任教的老师而言，数学成绩的性别差

异值得引起继续关注。由于女生接受较高水平的学校课程和分流方向的

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掩盖在学校和课程体系内男生相对于女生的优

势，但性别差异仍值得关注。

至少在一些数学内容领域里，许多国家（地区）男生明显优于女生，这

可能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或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有关。不论哪种原

因，他们都说明国家（地区）在缩小性别差距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

且一般男生在数学上还是成绩较好些。

同时，一些国家（地区）确实提供了对男女生都同等有利的学习环境，

这可能是教育努力的直接结果，也可能是更有利的社会背景的原因，或许

　　……在一所学校

内部的性别差异则大

得多……

　　……这对教师有

明确的启示……

　　……而且广义上

来看可能对社会也有

启示。

　　这种差异并不是

必然的：在一些国家

（地区）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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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都有。各国（地区）之间性别差异的巨大差异表明，现有的差异不是

由于青少年男女两性差异造成的必然结果，有效的政策及实施可以克服

男女生在兴趣、学习风格甚至潜在能力上的差异，而在以前，这些差异都

被认为是男女生之间必然存在的。

国家（地区）成绩的社会 经济背景

比较任何群体学生的成绩时，考虑社会 经济背景都很重要，比较教

育系统的成果时同样也要考虑国家（地区）的经济环境和该国（地区）能够

投入教育的资源。下面的分析将根据国家（地区）层面不同的社会和经济

因素来对数学量表进行调整。同时因为类似的调整都是假设性的，所以

要谨慎地进行检查。在全世界，个人和国家（地区）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前

途仍然依赖于他们实际达到的结果，并非取决于假设他们处于平均的社

会和经济条件下能够取得的成绩。

有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地区）能够在教育上多投资，而一些国家（地

区）则会受到国民收入较低的制约。图２．１９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为指标的国民收入和各国（地区）学生ＰＩＳＡ评估的数学平均成绩

之间的关系。ＧＤＰ值为２００２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并依各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购买力不同做了调整（表２．６）。该图也画出

　　　 图２．１９■ 学生成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数学成绩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为单位，使用购买力平价转换）的关系

�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６。

　　我们可以通过调

整国家（地区）成绩来

解释社会 经济差异。

　　因为国民收入可

以解释各国（地区）数

学成绩大约１／５的差

异，这两者的关系表

明我们可以做此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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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条可概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学生数学平均成绩关系的趋势线。不

过我们要明确的是，因为进行该比较的国家（地区）数量少，所以趋势线容

易受到各比较国家（地区）具体特征的剧烈影响。

散点图说明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地区）数学成绩也更好些。事实

上，这种关系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够解释国家（地区）平均分差异的

２８％。［２２］

紧挨趋势线的国家（地区）正是预测因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预测

的地方。奥地利、丹麦、德国、匈牙利和瑞典就是这样的例子。例如，如图

２．１９所示，假如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预测数学成

绩，那么瑞典的数学成绩要比匈牙利的好。不过，实际上有些国家（地区）

偏离了趋势线，这表明这种关系并不是确定和线性的。趋势线上方的国

家（地区），其实际的平均分要高于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预测的平均分

（以及根据为估计关系所用的特定国家的平均分预测）。趋势线下方的国

家（地区），平均分要低于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所预测的分数。

显然，两个变量相关不表明存在因果联系；有可能这中间还包括了许

多其他的因素。然而，图２．１９确实说明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地区）比较

有优势。在解读国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地区）的成绩时，这一点更应

该考虑。对一些国家（地区）而言，如果调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其成绩在

国际上的相对位置就会产生巨大变化。例如，经过这样的调整，匈牙利和

波兰在数学量表上会前移十名（分别从４９０到５１４分，从４９０到５２１分），

而捷克（从５１６到５３６分）、葡萄牙（从４６６到４７９分）和新西兰（从５２３到

５２８分）会前进二到七名。相反，由于成绩低于根据国民收入水平预测的

水平，奥地利（５０６到４９３分）、丹麦（５１４到５００分）、挪威（４９５到４６３分）

以及瑞士（５２７到５１０分）则会退后四到六名。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展有关影响因素的范围。以第四章建立的学生

成绩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密切关系来说，一个明显需要考虑的背景因素

就是ＯＥＣＤ国家（地区）成人的受教育水平。表２．６列出３５—４４岁年龄

组完成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这个年龄组与ＰＩＳＡ所评估的１５

岁学生中完成高中和高等教育的父母大致对应。如果调整时除了考虑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外，也纳入这些因素的话，波兰和葡萄牙会前进大约

１６个名次（分别从４９０到５２６和４６６到５２１分）。这样一来，波兰和葡萄

牙就会进入相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成人受教育水平中成绩最高的前

１０个国家（地区）。相反，由于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成人受教育水平

所预测的成绩要高于其实际成绩，加拿大（５３２到５１０分）、丹麦（５１４到

４９６分）、芬兰（５４４到５２５分）、德国（５０３到４８４分）、日本（５３４到５０６

分）、挪威（４９５到４５９分）以及瑞典（５０９到４８７分）会后退５到９个名次。

　　相比根据国民收

入的预测成绩，有些

国家（地区）实际成绩

高，有些国家（地区）

的低。

　　用成人的受教育

水平进行调整后，成

绩预测得到了更大的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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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对仅考虑国民生产总值，综合成人受教育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会

使其与学生成绩关系更紧密，但这种相关远不是像调整的假设模型那样

具有确定的线性关系。因此解读这些结果时要谨慎。

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可以投入教育的资源，

但不能直接说明他们在教育上实际投入了多少资金。图２．２０比较了各

国（地区）从学生开始上小学开始到１５岁期间的实际生均支出以及三个

评估领域学生的成绩。生均支出的估算是将２００２年各级教育机构的每

学生公共和私人支出乘以到１５岁为止的各水平的理论教育年限得

出。［２３］生均支出结果以美元（ＵＳＤ）表示，并用购买力平价调整（ＯＥＣＤ，

２００４ａ）。

图２．２０■ 学生成绩与生均支出额的关系

数学成绩与每学生从６岁到１５岁累计支出的教育费用之间的关系，教育费用以购买力平价汇率（ＰＰＰｓ）折合为美元。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２．６。

图２．２０说明了生均支出额与数学平均成绩的正相关关系（可见表

２．６）。随着教育机构生均支出额的增加，国家（地区）的平均成绩也提高

了。然而，生均支出额只能解释国家（地区）间平均分差异的１５％。

趋势线的偏差说明，中等的生均支出额并不会自动等同于教育系统

的不良表现。６—１５岁学生的，捷克大致是美国的１／３，韩国大致是美国

的１／２，而捷克和韩国的ＰＩＳＡ成绩排在前十名，美国却在ＯＥＣＤ平均分

以下。同样，西班牙和美国的成绩几乎一样，但美国对每个学生在６—１５

岁间的教育投入约为８００００美元，而西班牙仅为４７０００美元。国家（地

　　另一个角度是考

虑国家（地区）投入教

育的资金……

　　……说明生均支

出额与数学平均成绩

间呈正相关……

　　……但同样，高

支出并不能保证有好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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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绩明显好于根据生均支出额所预期成绩的国家（地区）有：澳大利

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芬兰、日本、韩国和荷兰。成绩明显低于根据生

均支出额预期成绩的国家（地区）有：希腊、意大利、墨西哥、挪威、葡萄牙、

西班牙和美国。总之，结果表明，虽然教育机构的支出是优质教育的必要

条件，但支出并不能确保获得高水平的教育。

政策启示

在２０世纪大部分时期，数学课程的内容主要是为专业训练提供基

础，用以培养少量数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然而，随着科学、数学和科技

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个人需要的满足，就业和充分参与社会不断地

要求所有成年人都具有数学、科学和科技素养，而不仅仅是那些热心于科

学事业的人。一个国家（地区）最好的学生在数学及相关学科的成绩对今

后该国（地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该国（地区）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有重

要作用。相反，数学成绩较差学生存在的不足，无论是对个人就业和收入

预期，还是全面参与社会的能力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毫不奇怪，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们都重视数学教育。要达到不断提

高的数学技能，必须要有卓越的教育制度，因此有必要监督各国（地区）能

够提供给青少年该领域基础技能的程度如何。

本章的分析清晰地表明大多数国家（地区）学生的数学成绩存在很大

的差异，这说明卓越的教育制度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国家（地区）需要为

各种各样能力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其中既包括成绩特别好的，也包括那

些最需要帮助的。同时，分析显示，成绩差异并非取得高水平总成绩的一

个必要条件。事实上，一些国家（地区）成绩优异，但同时高分学生和低分

学生之间的差距也并不大。

学生之间成绩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在许多国家（地区）不同数学内

容领域间也有差异。后者的差异可能和课程强调的重点不同有关，也可

能和不同内容领域的课程教学的效率有关。所以，虽然各国（地区）在进

行课程选择时需要考虑本国（地区）的国情和发展重点，但在借鉴其他国

家（地区）着重点的基础上来审视本国（地区）的课程选择，能够为本国（地

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更广泛的参考框架。

本章指出了许多国家（地区）男生与女生之间在数学成绩存在的差

异，男生在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及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的优势最大。

为了消除在数学及相关领域的性别差异，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且证

据说明这些工作必须以青少年，尤其是儿童为对象。男女学生的在校成

绩，以及他们对不同学科的动机和态度，都会对他们未来的教育和职业生

涯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又反过来会影响个人对职业和薪金的预期，同

　　数学对个人和社

会的成功都至关重

要……

　　……因此大部分

国家（地区）很重视在

教育体系中保证高水

平 的 数 学 成 绩 标

准……

……但是一些国

家（地区）的学生成绩

仍有很大差异。

　　不同数学领域的

相对优势和不足促使

各国（地区）重新审视

自己课程的重点。

　　大多数国家（地

区）性别差异明显，一

般是男生成绩较好，

特别是在成绩分布的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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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会影响ＯＥＣＤ经济和社会中人力资本发展与使用的有效性。然而，

各国（地区）性别差异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现有的差异并不是教育的必

然结果，而有效的政策及其实践能够克服这些性别差异，而这些差异以前

一直认为是男女生之间兴趣、学习方式，甚至是潜能上的差别造成的。

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学校内的性别差异比总体性别差异更大，这反

映出更多的女生比男生选择成绩更好的学术取向型培养方向和学校，但

是在这些分流方向和学校中，女生的成绩却显著低于男生。因此，从政策

的角度———以及对任课教师来说，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需要引起持续的

关注。

最后，虽然国（地区）内差异比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要大好几倍，但

国家（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数学和科学等学科

领域，这些差异会带来一些国家（地区）未来竞争力的问题。并不是国家

（地区）之间数学成绩的所有差异都能用教育支出来解释。虽然分析显示

两者存在正相关，但分析也表明，虽然教育机构的支出是提供高质量教育

的必要条件，但是只靠支出并不足以取得高水平的教育成果。投入资金

的效力等其他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ＰＩＳＡ评估的数学成绩对未来重要吗？很难估计出在学校的成绩和

成功能多大程度上预测学生未来的成功。不过，ＯＥＣＤ的数据显示，那些

没有完成高中教育的人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前景；尽管上一代人已经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平均仍有大约１／５的人没有完

成高中教育。比如，在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就业率随着受教育水

平的提高急速上升（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大学毕业生的

就业率远远高于高中毕业生，同样，高中毕业生的就业率也远远高于非高

中毕业生。男性高中毕业生和男性非高中毕业生的就业率的差距特别

大，而没有完成高中教育的女性就业率特别低。

类似的，教育和收入呈正相关，在许多国家（地区）高中是一个转折

点，这个点以上增加的教育会带来丰厚的回报（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在所有

国家（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要多得多。不过，我们也可

能会比较教育的好处和成本：一方面，教育确实给个人带来好处，包括更

高的平均收入、更小的失业风险、学习期间还有公共资助，但另一方面，个

人在学习期间产生的成本包括需要支付的学费，学习期间没能参加工作

而放弃的收入，以及今后生活中更高的税率。个人为完成高等教育的投

资的年回报率要比实际利息率高，而且经常能达到显著水平，对男性来

说，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从意大利和日本的约７％到英国的１７％。在全

部拥有可比数据的国家（地区），即使包括教育的公共投资在内，高等教育

也仍旧有积极而显著的的社会回报。

　　……而且，虽然

整体的性别差异常常

较小，但教师在班级

中面对的性别差异一

般而言比较大。

　　国家（地区）之间

总体水平的差异确实

很重要，而且不能只

用教育支出来解释。

　　成绩不好对个人

关系重大，特别是如

果没有完成中学教

育，工作前景会很受

影响……

　　……而且是否获

得了高中和高等教育

证书将会对他们的收

入前景有强烈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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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际比较的结果显示，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关键作用，

这会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教育不仅是连接总产出和生产性投入量的

投入因素，而且也是与科技进步紧密相连的因素。在整个ＯＥＣＤ地区，

多接受一年教育对经济产出的长期作用估计是３％—６％之间（ＯＥＣＤ，

２００４ａ）。最后，数学对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显然，学习不是随着义务教育的终结而结束的，现代社会为个人提供

了许多机会来终身提升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然而，至少在工作相关的继

续教育和培训方面，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平均来说，大学学历的职员接受培

训的时间是没有高中学历的职员的三倍（ＯＥＣＤ，２０００ａ和２０００ｂ）。因

而，最初的教育加上其他影响因素，使离开学校后接受与工作相关的培训

最不可能提供给最需要的人。

这说明了为什么学校里扎实的知识和技能能为个人和社会未来的成

功奠定基础，也说明向未成年人提供学习机会的重要性，未成年人需要提

高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基本素养水平，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以后生活

中参加相关的学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ＰＩＳＡ的研究结果引起了许多国

家（地区）的关注。

　　……而对整个社

会来说，教育可以提

高生产力，提高公民

素质。

　　１５岁青少年未

来将有很多机会，但

是那些早期学习好的

人更有可能继续深

造……

　　……所以１５岁

学生成绩较差会引起

应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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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相关的解释参阅专栏２．２。

［２］在数学方面，具有可比数据的两个量表中只有一个在９５％置信区间上有显著性地提高。

［３］墨西哥１５岁学生的净入学率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学年的５１．６％增加到了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学年的５６．１％（来源：ＯＥＣＤ教

育数据库）。

［４］估算学生能力和试题难度的方法，以及形成量表的方法的详细技术细节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中详述（ＯＥＣＤ，

即将发表）。

［５］为了更加精确，学生在量表上所处的位置是他们有６２％的几率能够正确回答问题的那一点。这不是一个随机的

数字：本章后面将解释，该数字的得出是与能力水平的定义相联系的。

［６］从技术上讲，ＯＥＣＤ成员中学生数学成绩的平均分设为５００分，标准差为１００分，通过赋予权重使每个ＯＥＣＤ成

员的影响作用相同。请注意，量表的锚定是综合四个量表后进行的。因此，每个数学量表的平均分不是５００分，

标准差也不是１００分。

［７］整个ＯＥＣＤ地区的结果在表格中以“ＯＥＣＤ总体”表示。“ＯＥＣＤ总体”将ＯＥＣＤ国家看作一个单一实体，其中每

个国家（地区）都按学校中１５岁学生的数量比例赋权。它显示了一个国家（地区）与ＯＥＣＤ整个地区的比较。相

反，本报告中提到的“ＯＥＣＤ平均”指的是所有存在数据或数据可估算的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数据值的平均数。

ＯＥＣＤ平均可以用来了解一个国家（地区）在特定指标上与一个典型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比较。“ＯＥＣＤ平均”不

考虑每个国家（地区）学生群体的绝对数量，即每个国家（地区）对平均数的贡献是同等的。在本书中，“ＯＥＣＤ总

体”一般在指ＯＥＣＤ地区的人力资源存量时用到，而“ＯＥＣＤ平均”是在强调教育系统的成绩比较时才用到。

［８］对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黑山的数据未能得到。黑山的人口占全国的７．９％。“塞尔维亚”是塞尔维亚和黑

山共和国塞尔维亚部分的简称。

［９］虽然每一次单个比较中一个特定差异被误判为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概率很低（５％），但是当几个比较同时进行时，

出现类似错误的概率就会增加。有可能对此做一些调整，使差异被错判为具有显著性差异的概率至少在所有比

较中的一次不超过５％。类似基于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方法的调整已经融入本书多元比较的图中，以箭头符号表示。

［１０］表Ａ１．２第１列估算了与一个学年相关的分数差异。该差异可以由２６个ＯＥＣＤ国家（地区）预测，这些国家（地

区）的ＰＩＳＡ样本中大量的１５岁学生至少就读于两个不同的年级。由于无法假定１５岁学生在各年级是随机分

布的，因此要根据与不同年级学生分配相关的背景因素进行调整。表格中第２至７列记录了这些调整。虽然有

可能估算两个相邻年级学生在扣除了筛选效应和情境因素后典型的成绩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自动等同于学生

在过去一个学年中取得的进步，而应该解读为所得进步的下限。这是因为ＰＩＳＡ评估的学生是不同的，而且也因

为ＰＩＳＡ评估内容的设计并不是与学生在前一个学年所学内容相配套，而是更广泛地评估学生到１５岁时积累的

学习成果。例如，如果１５岁学生主要就读年级的课程包括ＰＩＳＡ评估以外的材料（反过来，这些也可能已经包括

在早些的学年中），那么发现的成绩差异会低估学生的进步。学生进步的准确测量只有通过以内容为重点的纵向

评估设计才能够获得。

［１１］当测量效应值（这一概念的解释及其解读可参阅专栏３．３）时，只有在加拿大、冰岛、卢森堡、韩国、斯洛伐克、西班

牙、瑞士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列支敦士登、乌拉圭和中国澳门，该值大于０．２。除列支敦士登外，其余国家（地区）

的效应值均保持在０．３以下。

［１２］关于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间建立联系所用方法的解释，可参见附录Ａ８。

［１３］卢森堡也同时显示出了较显著的成绩差异。然而，由于评估条件的变化，这些结果不具有可比性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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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只向卢森堡学生提供了一个测试卷，学生在评估前的一周选择评估语言。然而，实际上评估语言的熟悉度成

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中很大比例学生的一个重要障碍。２００３年，向每个学生都提供了一个包括两种指导语的测试卷，

而且学生能够在评估前选择喜欢的测试语言。相比于那些只有一种指导语的国家（地区），这种方式所提供的评

估条件更好，其结果也更公正地评估了学生在数学、科学、阅读和问题解决领域的真实成绩。评估程序变化后，卢

森堡的评估条件和因此带来的评估结果无法在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年间比较。因此，卢森堡２０００年的结果没有包括在

本报告中。

［１４］在美国，２０００年较大的标准误至少部分地解释了美国的成绩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１５］当测量效应值（这一概念的解释及其解读可参阅专栏３．３）时，只有丹麦、意大利和韩国，以及伙伴国（地区）列支

敦士登和中国澳门，该值大于０．２。所有国家（地区）的效应值都保持在０．３以下。

［１６］卢森堡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成绩差异也比较大，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原因———这可能主要是由于评估

条件的改变使得学生可以从两种官方语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作指导语。

［１７］当测量效应值（这一概念的解释及其解读可参阅专栏３．３），只有在希腊、韩国和伙伴国列支敦士登，该值大于

０．２。所有国家（地区）的效应值都保持在０．３以下。

［１８］当测量效应值（这一概念的解释及其解读可参阅专栏３．３），只有在丹麦、希腊、韩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以及

伙伴国（地区）列支敦士登和中国澳门，该值大于０．２。所有国家（地区）的效应值都保持在０．３以下。

［１９］一个国家（地区）在各个量表上的每个等级秩序位置的相对概率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国家（地区）平均分、国家

（地区）标准误以及两个评估领域成绩量表的协方差。据此可以在９５％的概率上进行判断，一个国家（地区）在一

个量表上的等级相对于在另一量表上的等级是显著地高、没有显著差异还是显著地低。所用方法的详细说明可

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发表）。

［２０］当测量效应值（这一概念的解释及其解读可参阅专栏３．３）时，只有在希腊、韩国和伙伴国（地区）列支敦士登和中

国澳门，数学量表上的性别差异大于０．２。所有国家（地区）的效应值都保持在０．３以下。

［２１］第五章列出了各种学校因素并解释了所使用的模型。

［２２］对于本次比较所包括的３０个ＯＥＣＤ成员，学生平均数学成绩和人均ＧＤＰ的相关系数是０．４３。方差解释量是相

关系数的平方。

［２３］一个给定国家（地区）的累积教育支出由下列方法估算：ｎ（０）、ｎ（１）、ｎ（２）分别作为一个学生从６岁到１５岁就读

小学、初中和高中一般需要的年数。Ｅ（０）、Ｅ（１）、Ｅ（２）分别作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生均年支出，运用购买力平

价调整，并转换成美元。因而，累积支出的计算是将当前年均支出Ｅ与每一级教育ｉ的一般学习年限ｎ相乘，所

用的公式如下：

ＣＥ＝∑
２

ｉ＝０

ｎ（ｉ）Ｅ（ｉ）

ｎ（ｉ）的估算根据国际标准教育分类（ＩＳＣＥＤ）进行（ＯＥＣＤ，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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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多数孩子来学校是准备好学习并且愿意学习的。那么学校怎么样

才能培养并加强孩子的这种意向，并确保他们在离开学校时都带着终生

学习的动机和能力呢？个体的这些态度和能力如没有发展好，就不能获

得成功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所必需的新知识和技能。

在学校里，学生大量的学习活动是由老师管理的。但是如果学生能

自己管理学习，就能促进学习；而且，一旦他们离开学校，他们就必须自己

管理大部分的学习。为此，学生需要有能力设立目标，保持、监控自己的

学习进度，在必要时能调整学习策略，并克服学习上的困难。那些离开学

校时能自觉地设立学习目标并认为他们可以达到目标的学生，为其实现

终生学习做了较好的准备。

同样，对学校里所学学科真正感兴趣也很重要。对一门学科（比如数

学）感兴趣的学生，很可能更积极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并发展出必需的技

能以成为该学科的高效学习者。因此，对数学的兴趣与培养数学学习的

有效策略有着直接的联系。相反，数学学习的焦虑会成为有效学习的障

碍。学生如果对处理数学学习情境的能力感到焦虑，就可能回避这些情

境，这样，他们就会失去职业和人生中的重要机会。

最后，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时间在学校度过，因此，学校的校风对于创

造有效的学习环境很重要。如果一个学生感到被疏离，觉得无法融入学

校的学习情境，那么他或她掌握基本技能、概念并发展有效的学习技巧的

潜力可能就要减小了。

因此，为了综合评估一个国家（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在考虑学业

成绩的同时，也要考虑这些认知的、情绪的和态度的方面。为此，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建立了一个内容广泛的资料库，来说明学生在１５岁时是怎样的学

习者，其中包括学生的学习策略和一些学校教育的非认知结果，这些结果

对终生学习很重要，其中包括学生的动机、参与度、对自身能力的信念。

因为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焦点集中在数学上，所以大部分问题也都是在数学情

境中分析的。

本章报告并分析了这些结果。本章试图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

行为各方面如何彼此相关、它们与成绩如何联系提供更深入地理解。

本章还观察了这些联系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差异性，探索了相关的特

征在学生、学校和国家（地区）间的分布。在概括了现状以及解释了

２００３年怎样测量和报告学生作为学习者的特征后，本章依次分析了以

下内容：

　　学校需要保持和

发展孩子积极的学习

态度……

　　……帮助学生获

得管理自己学习的技

能……

　　……培养学生对

他们所学学科的兴趣

和积极态度……

　　……并且使学生

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学

校生活中去。

　　为了阐明这一问

题，ＰＩＳＡ评定了学生

的学习方法……

　　……本章描述了

下述几个方面的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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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于数学和学校生活的参与度。这和他们自己的兴趣喜好和

外部动机都是有关的。学科动机经常被看作学习背后的一个推动

因素，但是我们的分析将画面拓展到学生对于学校更广泛的态度，

包括学生在校的归属感。

■学生的自我信念。这包括学生对他们自己在数学上的胜任力和学

习特征的看法，也包括态度方面，这两方面都对他们设立目标的方

式、他们使用的策略以及他们的成绩有着很大的影响。

■学生的数学焦虑。在很多国家（地区）的学生当中都很普遍，而且

焦虑影响成绩。

■学生的学习策略。这指的是学生在学习中采用哪些策略。同样有

趣的是这些策略与动机因素、学生自我信念以及学生的数学成绩

有怎样的关系。

本章把比较男性和女性的学习方法作为重中之重。虽然第二章已经

显示学生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并不很大，但本章指出男性和女性在很多

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如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程度、他们的自我信

念、情绪，以及与数学有关的学习策略。这些增加的维度之所以值得政策

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表明，当数学被视为一门重要课程时，这些会

影响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或课程学习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又转而影响学

生的中学后教育和职业选择。

在对本章中分析进行解释时，要谨记三条告诫：第一，对数学的兴趣

和喜爱以及对特定类型学习策略的使用等概念都是基于学生的自我报

告，并非基于直接测量。为了直接测量学生是否真正采用某些方法来学

习，需要在具体情境下考察他们的行为。这需要深入访谈和观察，这类方

法是不可能应用在像ＰＩＳＡ如此大面积的调查中的（Ａｒｔｅｌｔ，２０００；

Ｂｏｅｋａｅｒｔｓ，１９９９；Ｌｅｈｔｉｎｅｎ，１９９２）。虽然ＰＩＳＡ收集的信息在某种程度

上都是学生普遍采用的、显示对成功的学习结果有重要作用的各种学习

策略，但这些成功的必要前提并不能保证一个学生能在具体场合真正管

理他或她的学习。然而，通过考察这些特征和学生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可

以很好的预测学生调整自己的学习的可能性，而这就是ＰＩＳＡ所采用的

方法。该方法的核心假设是：学生如果是带着信心学习，有很强的动机，

又掌握一系列能自由使用的学习策略，就更有可能成为成功的学习者。

这个假设已经被专栏３．１中的研究证明了。

第二，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在对问卷题目的理解和回应上可能会

存在差异，而这些题目是形成概念的基础。这很容易理解，因为ＰＩＳＡ要

求学生对一些东西做出主观的评估（比如他们如何努力学习），而同时学

　　……学生对数

学和学校生活的参

与……

　　……学生关于自

己作为学习者的信

念……

　　……他们对数学

的焦虑……

　　……和学生的学

习策略。

　　本章也考察了学

生学习方法的性别差

异，这会影响未来的

学习和职业道路。

　　记住，本章中讨

论的特征是自我报告

的……

　　……文化差异使

一些学习者特征难以

在国家（地区）间进行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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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又是以他们身处的学校和文化作为参考框架来理解他们自己的态度和

行为的。例如，不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某个国家（地区）说自己努力学习的

学生和另一个国家（地区）有同样说法的学生具有可比较的特征：文化的

因素深刻地影响他们的反应方式。一些研究结果（比如，Ｈｅｉｎｅ等，１９９９；

ｖａｎｄｅＶｉｊｖｅｒ和Ｌｅｕｎｇ，１９９７；Ｂｅｍｐｅｃｈａｔ等，２００２）也正是强调了这一

点，即自我报告的特征很容易在跨文化可比性上产生问题，通过分析学生

在ＰＩＳＡ中的回答，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确证。ＰＩＳＡ２０００（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ｂ）

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数据分析已表明，可以对ＰＩＳＡ测量的一些学生特征进行

有效的跨国（地区）比较，最显著的是其中的自我信念和他们在校的归属

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地区）内部和国家（地区）之间学生自我报告的特

征和学生成绩间的相似关系表明，所测量的这些特征在国（地区）与国（地

区）之间是可比较的。相反，其他测量内容的跨国（地区）比较就比较难做

了，特别是对数学的兴趣、工具性的动机、精致策略和控制策略的使用。

然而，尽管对学生报告进行跨国（地区）比较存在问题，但往往仍有可

能比较各国（地区）国内学生的某些特点的分布状况。例如，两个国家（地

区）的工具性动机的平均水平在绝对值上可能无法比较，但学生的工具性

动机量表得分在各国（地区）平均水平附近分布的方式，是可以通过分析

各国（地区）学习方法的总体特征进行来比较的。因此，国（地区）内各群

体间的差异，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成绩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学生在ＰＩＳＡ

数学测验中的总成绩，都将是本章所呈现结果的主要焦点。

第三，虽然对相互关系的分析引出了因果关系的问题，回答起来仍有

困难。例如，可以说成绩好和学习态度是互相强化的。或者可以说，先天

能力更强的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会使用特定的学习策略。家庭背景或

学校教育环境差异等其他因素也可能起一定作用。然而，研究已指出了

一些可测量的学生学习特征，它们与管理学习的倾向以及更好的学习成

绩相关。研究还表明，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比如在强烈的动

机和清晰的目标驱动下选择一个合适的学习策略，那么他的学习会更有

效［１］。这些是本章的基础。

学生学习方法的现状及其对犘犐犛犃方法设计的影响

早期研究的证据对构建ＰＩＳＡ的学习者特征测量方法起了很重要的

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定学生学习方法中哪些方面比较重要，二

是设计精确的测量手段来测量这些方法。

有关学生高效学习方法的研究关注的是理解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什

么是管理他或她自己的学习。这种强调源于直接的证据（专栏３．１），这

些证据表明这种管理有助于学生成绩提高，同时，它也源于终生学习有赖

于自我管理的假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研究支持）。后者在对

　　……但也不是不

可能……

　　……虽然对于关

联性的分析引出了因

果关系的问题，但这

些问题仍很难回答。

　　ＰＩＳＡ吸收了已

有的研究成果……

　　……强调学生如

何管理自己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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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果的分析中越来越重要。例如，瑞士联邦统计办公室与ＯＥＣＤ合

作进行的一项关于“界定和选择能力”的大型概念研究，把广泛的学校教

育成果分为三个关键类别，其中一个是个人技能，定义为“自主行动的能

力”（Ｒｙｃｈｅｎ和Ｓａｌｇａｎｉｋ，２００２）。［２］

虽然自我管理学习有着各种定义，但在大家普遍看来其中包括：学生

有学习动机，选择合适的学习目标来引导学习过程，使用适当的知识和技

能来指引学习，并有意识地选择适应当前任务的学习策略。

专栏３．１■ 管理自己学习的学生成绩更好

在自我管理学习对于学业成就的作用方面有大量的文献。能够有

效管理自己学习的学生更有可能达到具体的学习目标。管理自身学习

和使用学习策略之间的积极影响作用得到了以下一些实证证据的支持：

■ 实验研究（例如，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和Ｗｏｏｄ，１９９４）；

■ 有关培训的研究（如，Ｌｅｈｔｉｎｅｎ，１９９２；Ｒｏｓｅｎｓｈｉｎｅ和Ｍｅｉｓｔｅｒ，

１９９４）；

■ 在学生学习时对他们的系统观察（如Ａｒｔｅｌｔ，２０００），包括要求

学生自言自语地说出他们自己的意识和对学习管理过程的研

究（如Ｖｅｅｎｍａｎ和ｖａｎＨｏｕｔＷｏｌｔｅｒｓ，２００２）。

研究显示了在特定学习阶段综合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如，Ｂｏｅｋａｅｒｔｓ，

１９９９）。学生必须能够同时利用一系列的资源。其中，有些资源是关于如

何处理信息的知识（认知资源）和意识到有不同的学习策略（元认知资源）

可用。学习者可能知道合适的学习策略，却没有意识到去使用（Ｆｌａｖｅｌｌ

和Ｗｅｌｌｍａｎ，１９７７）。因此，学生也需要动机性资源来使他们准备就绪，

例如，来确定他们自己的目标，适当地解读成功和失败，将愿望转化成目

标和计划（Ｗｅｉｎｅｒｔ，１９９４）。

因此，自我管理学习依赖于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学生知道且

有能力做，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动机和意向。因此，ＰＩＳＡ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研究正是基于一种将这两个广泛因素相结合的模型。这两个因素之间

的交互作用很强烈。例如，学生的学习动机对他们选择学习策略有着深

刻的影响，因为正如下面所示，有些策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来实施

（Ｈａｔａｎｏ，１９９８）。

有关学生如何真正地管理学习和使用恰当策略的研究发现，在学习

方法和成绩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相对而言不那么直接但却更易测量的

是学生有关自我学习的态度和行为，例如学生的动机和使用某些策略的

倾向，虽然它们也与成绩存在着联系，但一般不那么强。

　　自我管理学习包

括确定恰当目标和策

略的动机和能力……

　　……以及学生知

道的和能够做的，与

他们的意向之间的相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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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学生作为数学学习者的特征和态度

特征的类别和含义 学习者特征：用于建构量表来报告结果

犃．动机因素和对学校的一般态度

动机通常被看作学习背后的推动因素。个体可以区分出

良好表现所获的外部奖励（比如表扬或未来的前景）产生

的动机和源于内部的动机（比如对某个学科领域感兴趣）

（Ｄｅｃｉ和Ｒｙａｎ，１９８５）。学生对学校更一般性的态度以

及他们在校的归属感也被当作学习成果的预测指标，同

时也被看作他们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成果。

１．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询问学生他们对数学这门学科

的兴趣，还有他们对于数学学习的喜爱。对于一门学科

的兴趣和喜爱是个相对稳定的倾向，影响着参与学习的

强度和连续性、策略的选择以及理解的深度。

２．对数学的工具性动机。询问学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外

部奖励（比如好的工作前途）而学习。纵向研究（如Ｗｉｇｆｉｅｌｄ

等，１９９８）显示这类动机会影响对学习的选择和成绩。

３．对学校的态度。要求学生思考他们在学校学到的内容

与下列内容之间的关系：即学校如何让他们为成年生活

做好准备，怎样给他们信心做决定、如何教给他们可能对

他们工作有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浪费时间。

４．学校归属感。要求学生表达他们在学校的感受：是让

他们感到在学校像一个局外人，还是在学校很容易地交

朋友；是感到在学校有归属感，还是在学校感到窘迫和不

自在，或是觉得孤独。

犅．对数学的自我信念

学习者形成了关于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特征的观点。

这些对于他们设立目标的方法、使用的策略以及他们的

成绩有着重要的影响（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９）。有两种方法

来确定这些信念：一是学生认为他们能够多好地完成即

使是很难的任务，即自我效能感（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９４）；二是

学生对自己能力的信念，即自我概念（Ｍａｒｓｈ，１９９３）。这

两个概念互相紧密联系，但同时又是有区别的。

自我信念有时被称为自信，表明这样的信念是积极的。

在两种情况下，自信对动机还是学生处理学习任务的方

式都有很大的好处。

５．对数学的自我效能感。询问学生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

信自己有能力有效地处理数学学习情境和克服困难。这

会影响学生承担挑战性任务并付出努力坚持解决这些任

务的意愿。因此，它对动机有着关键性的影响（Ｂａｎｄｕｒａ，

１９９４）。

６．数学的自我概念。询问学生他们对自己数学能力的信

念。对自己能力的信念与成功学习有很强的相关性

（Ｍａｒｓｈ，１９８６），而且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目标。

犆．数学中的情感因素

很多国家（地区）普遍报告学生因为情感压力而逃避数

学。有些研究将这个概念看作对数学整体态度的组成部

分，虽然一般认为它和态度变量还是有区别的。

７．对数学的焦虑。询问学生在和数学打交道时多大程度

上感到无助和有情绪压力。一旦考虑到与自我有关的认

知因素，数学焦虑的作用就是间接的了（Ｍｅｅｃｅ等，

１９９０）。

犇．学生的数学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是学生选择来达到目标的计划：这种能力可以

用来辨别出有能力的学习者，他们能够管理的自己学习

（Ｂｒｏｗｎ等，１９８３）。

需要信息处理技能的认知策略包括记忆和精致策略，但

又不仅仅限于此。元认知策略（使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

管理自己学习）是在控制策略中测量的。

８．记忆／复述策略。询问学生关于他们使用数学学习策

略的情况，包括陈述没有或几乎没有进一步加工就直接

储存在记忆中的知识和步骤。

９．精致策略。询问学生关于将新材料与先前的学习联系

起来的数学学习策略使用情况。通过探索在其他情境中

学习到的知识如何与新材料的联系，学生掌握了比通过

简单记忆更好的理解力。

１０．控制策略。询问学生对数学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包

括检查已学的并得出仍需学的，允许学习者运用所学解

决当前任务。这些策略用来保证个体学习目标的达成，

是ＰＩＳＡ测量的学习方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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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学生是否会采用有效的学习方法

遵循上述的法则———也就是某些特征更可能使学生以更有益的方式

学习，ＰＩＳＡ分析了很多类似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在数学情境中的情况

问了学生一些问题。这些特征一共可分为四个广义的因素：动机、自我信

念、情感因素和学习策略。图３．１列出所研究的特征以及基于以往研究

确定的选择特征的简要理由，同时还列举了向学生提出的问题。附录Ａ１

中列出了一套完整的问题。

我们希望１５岁的学生能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评估自己的学习方法

呢？来自所选国家（地区）的证据表明，在１５岁时，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认识

和对问卷题目给出有效答案的能力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１９９６）。所以可以假定这些数据提供了一幅学生学习方法的合理画面。

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参与度以及更广泛的学校参与度

这节描述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从学生那里收集来的、与对学校和学习的积

极态度有关的四个概念，然后继续报告了这些变量如何与成绩相关。其

中两个概念特指学习数学（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或是内部动机，以及工具

性或外部动机），而另外两个概念是关于更广泛的学校参与度（对学校的

态度和学校归属感）。这些变量在主题上互相相关，而且在经验上也相

关———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

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

动机和参与度可看作学习的推动因素。他们也可以影响学生在青春

期生活的质量，并影响他们能否成功获得进一步接受教育或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机会。特别是鉴于数学对学生将来生活的重要性，教育系统需要

确保学生有兴趣和动机在学校以外继续学习数学。对特定学科的兴趣和

喜爱，或者说是内部动机，影响着学习参与的程度和连续性以及达到的

理解深度。这种影响的作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学生对学习的一般

性动机（也见本章最后一节）。例如，一个对数学有兴趣并因此倾向于勤

奋学习的学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表现出高水平的一般学习动机，反之亦

然。因此，分析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类型很重要。这样的分析可以揭示出

教育系统在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努力中存在的明显优势或不足，包括提

高各类学生学习各门学科的动机。

在重点为阅读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中，学生们普遍对阅读持积极态度。相

反，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中学生表达出来的对数学的热情就少一

些。例如，虽然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平均而言大概有一半的学生报告对他

们在数学中学到的东西感兴趣，但只有３８％同意或非常同意这样下面这

句话：他们学数学是因为他们喜欢数学。

　　ＰＩＳＡ考虑了那

些促使学生更有可能

使用积极学习方法的

学生特征……

　　……这基于相当

可靠的自我报告。

　　这一节考察了学

生参与数学和学校生

活的四个方面，并将

它们与成绩相联系。

　　内部动机显示学

生是否有激励他们刻

苦学习的兴趣。

　　与对阅读的态

度相比，学生整体上

对数学的态度更不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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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２■ 解读犘犐犛犃指标

测量以指标的形式出现，这些指标综合了学生对基于先前研究所建构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的回答（见附录Ａ１）。跨国（地区）比较的效度通过用结构方程建模来发现。在描述学生各个

特征（例如，数学兴趣）的过程中，量表的建构是这样的：ＯＥＣＤ平均水平的学生（例如，拥有平

均的兴趣水平的学生）指标值赋为“０”，ＯＥＣＤ学生总体中大约２／３的值介于－１到１之间（也

就是说，这个指标的标准差为１）。指标为负值并不一定表示学生对下面的问题做出负面的反

应，而是说，相对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一般水平的学生，得负值的学生反应更不积极。同样的，

一个得正值的学生比ＯＥＣＤ地区一般水平的学生有更加积极的反应。由于每个指标都在下

面进行了介绍，因此用一张图表能更加精确地显示哪些分数和特定反应相联系。

本报告提到的标准差是指ＯＥＣＤ地区的分布的标准差。

专栏３．３■ 对差异值进行跨国（地区）比较

有时，对不同群体（例如男性和女性）间某指标上的差异进行跨国（地区）比较非常有用。

这时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指标的分布情况在各国（地区）间是不相同的。一种解决方法是

计算一个说明分布差异的效应值。比方说，效应值度量某国（地区）男生和女生之间数学兴趣

的差异相对于该国（地区）男女生数学兴趣平均方差的大小。

效应值也使我们可以比较度量单位不同的测量指标。例如，我们有可能比较各项ＰＩＳＡ

指标和ＰＩＳＡ测验分数之间的效应值。

依照常规，本报告中把小于０．２０的效应值看作较小，０．５０左右的看作中等，大于０．８０的

看作很大。本章中的许多比较，要在效应值等于或大于０．２０才被认为有差异；效应值小于

０．２０的，即使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性也认为是无差异。

关于建构这些指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Ａ１。

少于１／３的人报告他们期待数学课。事实上，在比利时、芬兰、法国、

韩国、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荷兰、葡萄牙、塞尔维亚［３］和西班牙这样

的国家，在报告对所学数学知识感兴趣的学生中，说他们期待数学课的不

到一半（图３．２）。

内部动机在学校教育的后期会变低，这一点非常确定。学生似乎经

常在小学以后就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这部分是因为随着学生年

龄的增加，他们在兴趣和时间投入上分化越来越大。然而，对数学的兴趣

减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学校教育

方式和数学教授方式的结果呢？一种检查的方法就是探究教育系统在这

方面如何变化，以及我们观察到的同一国家（地区）内不同学校之间的学

　　……理解这种状

况的原因并了解如何

避免对数学的消极态

度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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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２■ 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１。



９２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３
　
第
三
章
　
学
生
学
习


态
度
参
与
度
和
策
略

生动机差异在多大程度上与教育政策和实践有关。

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的报告可以采用一个指标来表示，在建构

这个指标时将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分设为０，２／３国家（地区）的分数在１

到－１之间。这个指标上的正值表示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高于

ＯＥＣＤ平均分，负值表示低于ＯＥＣＤ平均分（专栏３．２）。［４］

ＯＥＣＤ平均值掩盖了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的显著差异。例如，

在捷克、匈牙利和日本，４０％或更少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对数学中

学到的东西感兴趣，而在法国、墨西哥、葡萄牙，以及伙伴国家巴西、印度

尼西亚、俄罗斯、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超过２／３的学生也同意或非常

同意这句话。这就是说，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研究指出很难解读跨国（地区）和

跨文化间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这一指标绝对值的意义（图３．２和

表３．１）。

不过，即使指标绝对值在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很难比较，我们仍

然可以比较国家（地区）内部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与成绩有多紧密的

相关。虽然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结果不一定表明拥有“更感兴趣”学生的国家

（地区）可以获得更好的平均数学成绩（事实上，在成绩最好的国家（地区）

之一的日本，学生所报告的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是最低水平的），但结果

确实显示，在一个国家（地区）内部，对数学抱着更多兴趣和喜爱的学生倾

向于得到更好的成绩。然而，这种关系的强度因国家（地区）而异。

表３．１更详细地显示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与其数学成绩之间

的关系。表格把学生按照他们在指标上的值分为四组，并且列出了每个

国家（地区）所有四个组学生的平均数学分数。在比较国（地区）与国（地

区）之间前１／４的学生和最后１／４的学生在数学上的表现时，读者们应该

牢记：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的整体水平本身在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是

不相同的，因此在解读数学分数的差异要与每个国家（地区）的平均分相

结合。图３．２的第三大栏的条形图概括了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与数学成

绩之间的关系。条形的长度显示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指标每增长

一个单位（即一个ＯＥＣＤ标准差），数学分数的增长情况。条形右边的值

显示用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这个指标所解释的数学成绩的变异百分比。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平均下来分数增长了１２分。但是这种增量差异很大，

在奥地利、匈牙利、卢森堡、墨西哥、美国，以及伙伴国家印度尼西亚、列支

敦士登、塞尔维亚、泰国和突尼斯，增长可以忽略不计或不大，而在丹麦、

芬兰、日本、韩国、挪威、瑞典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增长在２７到３６分之

间，或相当于几乎半个等级的数学能力水平或者等同于学校教育一学年

所产生的成绩变化［５］。芬兰、日本和韩国因为他们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

很高，但学生并没有表达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而显得非常突出。不过，这

　　一个标准化的量

表显示了学生对数学

的兴趣和喜爱的强

度。

　　然而这种测量指

标无法很容易地进行

跨文化比较……

　　……不过可以检

视学生动机和数学成

绩如何相关……

　　……这个比较揭

示了在有些国家（地

区），这种联系是比其

他国家（地区）强得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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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地区）内部，对数学表示浓厚兴趣和不太感兴趣的学生之间的成

绩差距也很大，在芬兰，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这个ＰＩＳＡ指标解释了

数学成绩的１１％变异，而日本为８％。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这种关系的内在因果可能很复杂，而且很难识

别。对学科的兴趣和成绩会互相强化，而且也会受学生的社会背景和他

们的学校等其他因素影响。的确，如后面表３．１２中所示，在很多国家（地

区），当把学习者的其他特征考虑进来时，内部动机和学生的数学成绩之

间的关系会大大减小或甚至变得微不足道。然而，不管这种关系的本质

是什么，对数学的积极意向仍然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教育目标。

虽然前面一章显示至少在四个数学量表中的两个量表上男性和女

性在数学成绩上的差异比较小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冰岛、爱

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伙伴国家俄罗斯、泰国外，男生表达出对数学的

兴趣和喜爱显著高于女生，在奥地利、德国、瑞士和伙伴国家列支敦士

登尤其如此（表３．１）。举一个例子，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平均而言，３７％

的男生（相对于２５％的女生）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喜欢读有关数学的

书。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在瑞士，３３％的男生报告喜欢阅读数学方面的

东西，而女生相应的比例仅为１３％（有关数据参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计算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的ＰＩＳＡ指标，并把该指标的性别差异转

化为效应值（图３．１４和表３．１６），可以看出参与ＰＩＳＡ的４１个国家（地

区）中有２１个效应值等于或大于０．２０，这可以解释为与教育政策有关

（专栏３．３）。而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效应值超过０．２０的只存在于希腊、

韩国、斯洛伐克和伙伴国家（地区）列支敦士登和中国澳门（表３．１６，专

栏３．３）。

这对政策来说很具有意义，因为这些数据揭示了学校和社会在提升

学生对数学的动机和兴趣的有效性上存在性别上的不平等。

工具性动机

除了对数学的一般兴趣，１５岁的学生们如何评估数学和他们自身生

活的相关性，而且这样的外部动机在他们的数学成绩中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在ＯＥＣＤ国家中，７５％的１５岁学生们同意或非常同意下面这个观

点：努力学习数学是值得的，因为数学对他们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有用；

７８％的１５岁学生们同意或非常同意：学习数学很重要，因为数学对他们

今后在学校中要学习的学科有帮助；６６％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数学是

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因为在以后要学习的东西中会需要数学；而７０％的

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在数学中将学到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会帮助他

们找到工作（见图３．３ａ的第１大栏）。

　　尽管并不能明确

说对数学的兴趣可以

导致成绩更好，但它

本身就很有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

大多数国家（地区）男

生比女生对数学更感

兴趣，差异达到统计

上的显著性水平，而

且一半的国家（地区）

这种差异是相当大

的。

　　大多数学生相信

数学上的成功对他们

将来的工作和学习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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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犪■ 学生对数学的工具性动机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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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相当大比例的学生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这样的表述。在

自我报告的工具性动机方面，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在

日本和卢森堡只有一半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这样的陈述：努力学习数

学是值得的，因为数学对他们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有用（图３．３ａ）。类似

地，同意或非常同意在数学中将学到很多东西，这种东西能帮助他们找到

工作的学生比例在日本和韩国只大概在４６％左右，在澳大利亚、比利时

和卢森堡，该比例也低于６０％（ＯＥＣＤ平均值是７０％）。在伙伴国家（地

区）里，这个数字等于或大于６０％。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指标难以对学生

的反应进行跨文化比较，但是观察到的差异之大有必要引起注意。

正如在分析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中一样，国家（地区）间的比较

也可以通过一个指标来进行，这个指标概括了关于数学工具性动机的各

种不同问题（有关题目分布图可登录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查看，有关数据

可参阅表３．２ａ和图３．３ａ）。图３．３ａ的第三大栏显示学生对数学的工具

性动机和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即测量ＰＩＳＡ工具性动机指标每增加一

个单位（一个标准差）、数学成绩相应地提高多少（表３．２ａ）。

虽然结果显示成绩和工具性动机之间的关系比和内部动机（即指对

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之间的关系要弱得多，但工具性或外部动机已被发现

是预测课程选择、职业选择和成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Ｅｃｃｌｅｓ，

１９９４）。

很显然，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评估的１５岁学生在将来生活中会做出怎样的

选择是无法得知的。然而，ＰＩＳＡ询问１５岁学生他们期望达到什么样的

教育水平。在大多数国家（地区），那些期望至少完成高中水平教育的学

生，工具性动机水平较高。当学生期望完成高等教育时，这一联系仍然很

强，如图３．３ｂ中第１大栏所示（表３．２ｂ）。然而，这种模式并不普遍，如

该图中第二大栏所示。

最后有一点同样重要并值得注意，在男女生工具性动机差异最大的

国家（地区）奥地利、德国、荷兰、瑞士，高等院校数学或计算机科学专业的

毕业生中女性比例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而且其中一些国家（地区）显著

低于这一水平（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６］这个观察支持了下述假说，即不同学

科领域的工具性动机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能够预测学生未来劳动市场

前景和职业的选择。表３．３中所示的差异更加惊人：从总体上来讲，女性

比男性对未来职业拥有更高的期望。在ＯＥＣＤ地区，有８９％的女性期望

在３０岁时拥有一份白领的工作，而男性的比例只有７６％。

学生对于学校在多大程度上为其人生做好准备的感受

所有的教育系统不仅仅有志于传播知识，而且还有志于从整体上为

　　……但是在有些

国家（地区），只有一

半的人持这样的态

度，尽管难以比较，我

们还是得到了一个值

得注意的发现。

　　然而工具性动机

和数学成绩之间的联

系经常比较弱……

　　……在有些国家

（地区），受工具性动

机驱动的学生通常会

期望接受更多的教

育，而且值得注意的

是……

　　……在那些１５岁

女学生表现出工具性

动机水平最低的国家

（地区），获得数学或计

算机科学学位的女大

学生也相对比较少。

　　一般而言，大多

数学生认为学校为他

们将来的生活做了充

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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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３犫■ 学生对数学的工具性动机与其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

　　　　女　 期望完成大学水平教育（ＩＳＣＥＤ５Ａ和６级）的女生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平均值

期望完成普通高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３Ａ和４级）的女生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平均值

期望完成初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２级）的女生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平均值

　　　　男　 期望完成大学水平教育（ＩＳＣＥＤ５Ａ和６级）的男生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平均值

期望完成普通高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３Ａ和４级）的男生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平均值

期望完成初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２级）的男生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平均值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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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将来做好准备。大部分１５岁学生的观点表明教育系统在这个方

面是非常成功的。ＯＥＣＤ地区的学生一般不同意以下这种说法：当他们

离校时，学校几乎没有为他们的成人生活做好准备。他们也不同意或非

常不同意在学校是浪费时间的说法。相反，他们认同学校给了他们做决

定的信心，也同意学校教了很多在工作中会有用的东西。

尽管如此，仍有一小部分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在学校是浪费时间，

ＯＥＣＤ平均达到８％。而且平均有３２％的学生认为学校在为他们未来人

生准备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德国、匈牙利、卢森堡、墨西哥、土耳其

和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列支敦士登、中国澳门、乌拉圭，同意或非常

同意学校在为他们未来人生准备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帮助的学生比例超过

了４０％（见图３．４中第１大栏）。这表明１５岁学生对学校的整体态度仍

有改善的空间。

与分析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问题所用的方法一样，我们可以用

一个指标来概括不同国家（地区）学生对学校态度问题的结果。（题目分

布图可登录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查阅，数据可参阅表３．４）。

学生对学校的态度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们就读的教育课程或学

校？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然而，图３．４的最后两列显示，至少在有些国家

（地区），不同学校学生的态度大不相同。两列中的第１列显示了学生对

学校态度水平最差的学校之一的情况，用该校学生态度平均水平来表示，

其中学生对学校态度水平最差的学校是指百分位数为５％的学校，在其

之下，只有５％的学校报告有更负面的态度。最后一栏显示了百分位数

为９５％（这些学校的态度水平高于９５％的其他学校）的学校的学生对学

校态度的平均水平。因此这两列合起来说明了不同学校间学生对学校态

度的分布范围。虽然学生对学校的态度差异在学校内部比学校之间的要

大得多，但是学校间的差异仍然具有显著性。在大部分国家（地区），学生

对学校态度最积极的学校大约高出学生对学校态度最消极的学校一个标

准差水平。因此，虽然学校内部的学生差异在这个方面远大于学校之间

的差异，在很多国家（地区），学校之间仍有着相当的差异。在奥地利、希

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墨西哥、土耳其和美国以及伙伴国家巴西和俄

罗斯，这种差异尤其显著。

相反，在芬兰、日本、韩国、荷兰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不同学校间学

生对学校态度上的差异比较小。

然而，学生对学校的不满并不仅仅限于少数学校，这一点在分析中同

样清晰。实际上，所有国家（地区）没有哪所学校可以不在乎这个问题。

在日本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即使是学生对学校持最积极态度的５％的

学校中，学校平均值都在ＯＥＣＤ平均水平以下。

　　……但还有相当

数量的学生并不这样

认为。

　　虽然每个学校都

有一些学生感到失

望，但相比其他学校，

一些学校的更多……

　　……但没有一所

学校可以高枕无忧……

　　……因为对学校

的不满并不仅限于一

小部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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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学生对学校的态度

  

１．该学校处于第５个百分位数。仅仅有５％的学校得到的学生评价比它更差。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它比９５％的学校得到的学生评价更好。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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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对学校的态度和学生成绩间的关系从数据上看并不明显。尽管

如此，增强对学校的积极态度仍有价值，有证据表明，对学校的积极态度

会产生某些与终生学习有重要关系的结果。

除了韩国、新西兰和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列支敦士登和中国澳

门外，几乎所有国家（地区）中，对学校态度的性别差异都达到显著水平。

总体上，女生对学校的态度要比男生积极得多。

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除了学生对学校为他们生活做了怎样的准备的感受外，他们对学校

总体的归属感也很重要。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校是他们日常生活的

中心。他们把学校教育视为长期幸福的关键因素，而且无论是否具有学

术方面追求，都具有这种态度。这些学生易于和学校教职员及其他学生

相处融洽———他们感到在学校很适应。然而，有些青少年并没有这种归

属感，而且并不相信学业成功对他们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感受和

态度可能会引起他们对学校的不满（Ｆｉｎｎ，１９８９；Ｊｅｎｋｉｎｓ，１９９５）。他们

可能会不参加学校的活动，有时候还会有采取破坏行为，对老师和其他学

生持消极态度。老师和学校管理者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就是满足那些已

经对学校不满的学生的需要。

很多关于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的研究都关注它与学生成绩的关系，

本章也研究了这个问题。另外，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也可看作对学习、和

他人一起工作以及在一个社会机构里活动的意向。我们知道，有行为问

题的学生易于对学校不满意（Ｏｆｆｏｒｄ和 Ｗａｔｅｒｓ，１９８３）。在一些国家（地

区），追踪研究发现，有行为问题未成年人，几乎有一半到成年时仍有心理

和社会方面的困难（Ｏｆｆｏｒｄ和Ｂｅｎｎｅｔｔ，１９９４）。因此，对一些学生而言，

学校归属感可能预示经济或教育上的成功以及长期的健康和幸福。同

样，这种感受应该与学业成绩一道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成果。而且，学校

归属感不应被看作无法改变的个人特质，仅仅由于学生的家庭经验而形

成，相反，它应该被视为能够受老师和父母影响，并由学校政策和实践塑

造而形成的感受。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是通过询问他们对学校作为一个地方的感受来

测量的。总体上说，ＯＥＣＤ各国（地区）学生报告他们有积极的学校归属

感。平均而言，ＯＥＣＤ国家（地区）８１％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的学

校是一个让他们感到有归属感的地方；８９％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

的学校是个他们很容易交朋友的地方；９０％的学生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

他们在学校感到尴尬和不自在；９３％的学生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学校是

个让他们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或是被排除在外的地方（图３．５）。

　　女生总体上对学

校的态度更为积极

些。

　　在学校没有归属

感的学生面临着严重

的危机……

　　……这不仅影响

学业成绩，而且对学

生生活的其他方面也

有影响……

　　ＯＥＣＤ国家（地

区）的学生通常都拥

有积极的在校归属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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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 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１．该学校处于第５个百分位数。仅有５％的学校学生的归属感比它更弱。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它比９５％的学校学生归属感更高。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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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当我们把

学生的观点归纳到一个指标上时，这点就非常明显了（查阅题目分布图可

登录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数据可参阅表３．５ａ）。在奥地利、德国、冰岛、

卢森堡、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和伙伴国家列支敦士登和乌拉圭，学生

所报告的学校归属感程度最高。相反，在比利时、捷克、法国、日本、韩国、

波兰、斯洛伐克、土耳其以及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拉脱

维亚、中国澳门、俄罗斯和泰国，学生报告的学校归属感程度最低。例如，

在瑞典有５％的学生报告学校是个让他们感到尴尬和不自在的地方，而

在比利时、日本和伙伴国家突尼斯，报告了这种感受的学生比例是瑞典的

三倍还多（图３．５）。

在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方面，国家（地区）内的差异仍比国家（地区）

间的差异要大。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地区），如奥地利、德国、卢森

堡、挪威和瑞典，学生整体上表示出较强的学校归属感，但这并不是因为

学校归属感低的学生特别少，而是因为最顶端１／４的学生所报告的学校

归属感特别强。

在４１个参与国家（地区）中，２０个国家（地区）的男生和女生所报告

的学校归属感水平相似。但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如澳大利亚、比利

时、加拿大、匈牙利、爱尔兰、日本、墨西哥、波兰、土耳其和伙伴国家（地

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和泰国，女生报告的学校归

属感水平比男生更高。而芬兰、韩国、西班牙、瑞典和伙伴国乌拉圭的情

况正好相反。

当然，学生的回答很可能有赖于他们的文化环境、他们自己的社会信

心和他们对学校的感受。然而，ＰＩＳＡ数据的分析（前言中曾提及）支持采

用学生对这些问题的整体回答作为他们是否感到在学校环境中有归属感

的一个指标。因此，和本章前面报告的指标情况不同，学生对他们对学校

的归属感的报告产生了一个可进行有效跨国（地区）比较的指标。

在每个国家（地区）内，那些感到没有学校归属感的学生多大程度上

集中在特定的学校？这个问题对教育政策而言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

我们确定学生的不满意感与学校系统本身特征之间的联系程度，或者是

在特定环境下不满意感与学生和学校之间交互作用的方式。

图３．５的最后两列显示了学生的学校归属感的学校平均值的分布

范围，以此表示每个国家（地区）内学校间的差异。两列中的前一列显

示了学生归属感最差的学校（定义为学生归属感最低的５％的学校）

的平均水平。后一列显示了学生归属感高于其余９５％的学校的平均

水平。

　　……但是在一些

国家（地区），很大一

部分学生的在校归属

感较低。

　　……甚至在那些

学生在整体上有较强

学校归属感的国家

（地区），仍有相当比

例的学生态度消极。

　　学校归属感的大

部分差异存在于学校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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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在学校内部之间的差异———即从第５个百分位到

第９５个百分位的学生的差异———要比学校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在大多数

国家（地区），学校间的差异仅解释全部方差中的４％左右。因此，没有学

校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仅针对某些学校的策略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然而，在奥地利、丹麦、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挪威、瑞士和伙伴国家列

支敦士登和泰国，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在学校之间差异很大。与此相反，在

芬兰、爱尔兰、日本、荷兰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学生的学校归

属感的校间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同对学校的态度一样，学生的学校归属感低在每个国家（地区）都

是并不仅限于一小部分学校。在日本、土耳其，以及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和

中国澳门，即使是在学生学校归属感最积极的前５％的学校，学校归属感

的学校平均值也落在了ＯＥＣＤ平均水平以下。

确定学校之间的差异程度是很重要的，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在那

些学校之间差异相当大的国家（地区），针对某些学校进行干涉可能会更

加有效率；然而，如果一个国家（地区）里大多数学校的情况都比较一致的

话，那么更多普遍的政策可能更行之有效。其次，如果有不满感的学生的

分布情况在学校间差异很大，那么就可能判断是否特定的学校因素和学

生的学校归属感有关，从而可以指出采取何种干预措施可能最有效。研

究这些学校因素已经超出了这份首次报告的范围，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

题是，有些国家（地区）就读不同课程方向的学生学校归属感有着显著的

差异（表３．５ｂ）。例如，在奥地利、荷兰以及伙伴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塞尔

维亚，在职业导向课程中的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比在学术导向课程中学习

的学生要弱得多。类似的，学生如果就读于为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设

计的课程中，他们的学校归属感要比就读以学术导向课程中的学生要低，

这种现象在比利时、捷克、希腊、匈牙利、日本、韩国和荷兰以及伙伴国家

塞尔维亚最为明显。

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

成果，同时，研究学生的学校归属感与其成绩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通

常，参与度被视为学业成绩的先兆，如果学生开始脱离学校活动，他们的

学业成绩就会受影响。对于有些学生来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还有

一个同样合理的模型，学生在学业上未获成功，结果导致他们对学校不

满，退出学校活动。还有第三个模式，包括个人、家庭、学校在内的一系列

其他因素共同影响了学生的学校参与度和学业成绩。也可能学生的学校

参与度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随着学生的学习能力、家庭和

学校环境而变化的。另外，这些解释之间并非互不相容。理解参与度和

学业成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教育政策的核心，因为它影响着何时干预及

　　……表明只针对

某些学校的策略不能

完满地解决问题。

　　在有些国家（地

区），职业班中的学生

比起普通班的学生感

受到的归属感更弱。

　　学生的学校归属

感和成绩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不同的观点来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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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干预的决策。

ＰＩＳＡ不能确定学生学校归属感和他们成绩的因果关系（反之亦然）。

然而，它指出１５岁学生这两个方面之间关系的强度。学生学校归属感和

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学生个体水平上和学校水平上来研究

（表３．５ｃ）。在学生层面上，这两者关系较弱，这说明成绩和学校归属感测

量的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果。相反，在大多数国家（地区），某些学校学生

的学校归属感与学校平均成绩水平之间的关系比其他学校的更加紧密。

特别是在日本、墨西哥、土耳其以及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学校归属感平均

水平高的学校平均成绩水平也高。

学校层面的学生归属感反映了学生共有的经验，它更可能反映与学

生学校归属感有关的学校特征。因此，那些为学生提供基本条件使他们

感到参与了学校活动并体验到学校归属感的学校，会比那些学生一般会

感到尴尬和不自在的学校总体成绩更好。

这个发现对教育政策和实施有很多启示。学生学校归属感和学生成

绩在学生层面上的低相关表明老师和指导顾问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学

生，他们有着非常低的学校归属感，但是学科成绩是平均或平均以上的。

学生学校归属感和他们数学成绩之间在学校层面有中等强度相关，

这意味着学生归属感强烈的学校学业成绩水平高。ＰＩＳＡ的设计并不允

许进行这样的推理：努力提高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很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学

业成绩。然而，结果表明，努力提高学生学校归属感通常对学业成绩无

害，反之亦然。事实上，这两者可能是互相强化的。

学生的自我信念

自主学习需要对任务难易度以及是否有能力投入足够精力去完成任

务做出关键的、真实的判断。学习者会形成有关自己能力和学习特征的

观点。已有证据表明，这些观点对学生设置目标的方式、使用的策略和他

们的成绩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定义这些信念的两种方式中，一种是基于

学生对自己学业能力的信念（自我概念），一种是学生相信自己能有效处

理任务和克服困难的程度（自我效能感）。第三种定义维度与情感因素有

关，比如处理数学问题时的无助感和情绪压力。ＰＩＳＡ对这三个维度都做

了调查研究。

本节研究了学生作为数学学习者时这三个方面的自我信念，然后分

析了这些方面如何与数学成绩有关。

学生在数学上的自我概念

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既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成果，又是学生能否成功

　　……但是和成绩

间关系最强的是整个

学校层面的学校归属

感水平，而不是学生

个体层面，这个事实

表明影响是在学校层

面起作用的。

　　这或许表明不只

是成绩差的学生才需

要帮助……

　　……并且那些关

注学生适应的学校并

不必以牺牲学生的成

绩为代价。

　　ＰＩＳＡ也研究学

生对自己能力的信

念、解决困难任务的

能力以及他们对数学

的焦虑。

　　对自己能力有信

心的学生能获得学习

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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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力预测指标。对自己能力的信念与学习的成功高度相关（Ｍａｒｓｈ，

１９８６）。它也会影响幸福感和人格发展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对背景不太

有利的学生尤其重要。

然而，当询问１５岁学生们关于他们对自己数学能力的观点时，情况

却没有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自我概念那么积极（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研究的内容，

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平均而言，ＯＥＣＤ国家（地区）６７％的学生不同意或非常

不同意下面的陈述：在数学课上，即使是最难的内容他们也能理解。每个

国家（地区）在学生的反应模式上各不相同。例如，针对前面提到的问题，

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的学生比例从日本和韩国的大约大于或等于

８４％，到加拿大、墨西哥、瑞典和美国的小于或等于５７％。类似地，平均

而言，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大约一半的学生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他们数学

学得很快。但在日本、韩国以及伙伴国家泰国，超过６２％的学生不同意

或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而在丹麦和瑞典相应的比例只有４０％左右（图

３．６，但要注意，结果是以学生对相关陈述是否表示同意的形式来报告的，

而不是以像文中那样以表示不同意的形式报告的）。

学生对这些问题中大多数问题的回答存在相对较大的性别差异，这

一点是明显的。例如，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平均而言，３６％的男性同意或非

常同意他们完全不擅长数学，而女性的平均比例为４７％。在意大利、日

本、韩国、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巴西、中国香

港、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泰国、突尼斯和土耳其，５０％到７０％的女性同

意或非常同意这个陈述（如需要数据，可登录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概括与学生对数学的自我概念有关的不同问

题，并以此来比较各国（地区）的情况。类似于前面用过的方法，这个指标

的建构将ＯＥＣＤ国家平均分设置为０，２／３的分数在１到－１间（如需要

题目分布图可登录网站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各个国家（地区）的结果

列在图３．６的第二大栏。图中，按照学生对数学自我概念的平均水平对

各国（地区）排序，并用直线连结每个国家（地区）最低１／４学生的平均值

和最高１／４学生的平均值。图３．６和表３．６都显示了不同性别学生的自

我概念的平均值。

比较结果显示，加拿大、丹麦、德国、墨西哥、新西兰、美国以及伙伴国

家（地区）突尼斯的学生对他们的数学能力最有自信心。而日本、韩国和

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学生的自我概念最低。几乎在所有国家（地区）中，男

生和女生之间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而男生在所有的国家（地区）中都

表现出比女生更高水平的数学自我概念，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这种情

况在丹麦、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士以及伙伴国家列支敦士登尤其明显

（见表３．６）。不过，在对指标值进行跨国比较时还是要谨慎些。

　　……但是２／３的

学生感到他们的有些

数学作业太难了，一

半人说他们数学学得

不够快……

　　……而有１／３的

男性和１／２的女性认

为他们不擅长数学。

　　对数学的自我概

念用一个可进行跨国

（地区）比较的指标来

概括……

　　……该指标表明

国家（地区）间存在差

异，而且每个国家（地

区）内均存在相当大

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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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 学生的数学自我概念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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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６的第三大栏也显示，在国家（地区）内部，学生对数学的自我概

念是和他们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评估中的成绩紧密联系的。ＯＥＣＤ国家

（地区）平均而言，数学自我概念量表的指标每增加一分，数学成绩量表就

相应增加３２分，相当于大约半个能力等级水平（见表３．６）。

除了每个学生个体层面的成绩和他们对数学的自我概念之间有中等

强度的相关外，数据还表明学校层面上这两者间的联系强度相似，这一点

可能更加重要。它表明学生数学自我概念强的学校数学成绩也更高。但

要注意，数学自我概念平均值高的国家（地区）数学平均分不一定高。

在一个层面上，ＰＩＳＡ中成绩优异的学生也倾向于对他们的能力有高

评价，这一点并不意外。然而，正如专栏３．４解释的，我们绝不能认为自

我概念仅反映着学生的成绩，其实，它很可能对学习过程有决定性的影

响。学生是否选择追求一个特定的学习目标，取决于他们对一门学科领

域的自我能力及潜力的评价，以及他们对自己即使在困难面前也能够达

成目标的信心。自我信念中的后一方面是下一部分的主题。

专栏３．４■ 学生对他们能力的信念只反映了他们的成绩吗？

当询问学生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时，尤其是问他们是否能够完成语言文字任务和数学任

务（在ＰＩＳＡ中也直接测评的内容）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能为我们根据测评所知的学

生能力增加什么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先前的研究和ＰＩＳＡ结果都给出了很有力的依据来假

定自信可以促成学习成功，而不是仅仅反映学习的成功。特别是以下这些：

■ 对学习过程的研究显示，学生首先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之后才会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

力寻找有助于获得更好成绩的学习策略（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９）。这一发现也得到了ＰＩＳＡ的证

实：图３．７表明，对自我效能的信念是一个特别强有力的预测指标，它可以预测学生是否可以

控制他（她）自己的学习。

■ 观察发现，学生自我信念水平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国家（地区）内部、学校内部以及班级

内部，这远远超出了认为自信仅反映了学生成绩时应有的状况。也就是说，在任何同伴群体

中，即使是数学成绩水平非常低的群体中，成绩越好的学生越可能有相对更高自信心，这表明

学生基于其所观察到的周围学生的状况来建立自信。这说明一个人直接接触的环境对培养

自信心多么重要，而自信心又是学生发展成高效学习者的需要。

■ 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中，虽然学生报告擅长语言文字任务和报告擅长数学任务间有较强的相

关性，但报告擅长语言文字任务的学生并不一定也相信自己擅长数学任务。的确，在大多数

国家（地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自我概念和对数学的自我概念之间最多是有微弱的相关性，

在有些情况下还有负相关（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ｂ）。这又一次可以用以下判断来解释，即学生对能力

的评价是根据主观标准作出的，而这种主观标准又是基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因此，有些在阅

读上很自信的学生可能在数学上没那么自信，部分原因是相对于他／她的整体能力而言，数学

是相对的薄弱点，部分原因可能是相对于那些阅读差的学生，他们同伴的数学成绩更好。

　　……还表明对数

学能力较自信和不自

信的学生间数学成绩

存在较大差异。

　　这不仅仅因为有

能力的学生就更加自

信，而是因为自信的

学生更可能确定某些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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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呈现的画面仍然主要是描述性的，同时，为了研究一般自我

信念，特别是数学的自我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教学实施和教师反馈等因

素相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学生克服数学中的困难的信心

成功的学习者不仅对他们的能力自信。他们也相信在学习中的付出

有重要意义，还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很强的自我

效能感。相反，有的学生对学习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和克服困难的能力

缺乏自信，这样他们就更容易在学校和将来的成人生活中遭受失败。自

我效能感超越了学生认为他们在诸如数学之类的学科中表现多好，它更

多涉及那种他们成功掌握具体学习任务所需要的自信。因此它不只是一

个学生能力和成绩的反映，它可以强化学习活动，进而改善学生成绩。

学生在特定的数学任务中克服困难的信心可以通过数学自我效能感

这个指标来比较。该指标概括了关于学生解决某些数学计算的信心的不

同问题。这个指标的建构是把所有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平均分设为０，

２／３国家（地区）的分数在１到－１之间（即标准差为１）（相关的题目分布

图可参阅网站：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证据

表明，数学自我效能感的指标值可以在各国（地区）间进行合理的比较

（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ｂ）。图３．７第１大栏列举了各个国家（地区）的结果，其中

各国（地区）按照数学自我效能感的平均水平排位，并且用线将各国（地

区）分数分布最低１／４的平均数和最高１／４的平均数连接起来。平均而

言，希腊、日本、韩国、墨西哥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

和突尼斯的学生的数学自我效能感水平最低，而加拿大、匈牙利、斯洛伐

克、瑞士和美国的学生则表达出相对较强的自我效能感。然而，在每个国

家（地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大多数国家（地

区）最高１／４的学生都表示对解决与数学有关的特定任务有强烈的信心。

在加拿大、冰岛、卢森堡、挪威、瑞士、土耳其和美国，国内学生数学自我效

能感的差异就特别大，这从各国（地区）最高１／４和最低１／４学生的数学

自我效能感的平均指标的差异就能看出来。

图３．７表明，学生对数学的自我效能感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学生数学成

绩相关程度非常高，甚至超过数学自我概念与数学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

事实上，自我效能感是学生成绩最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平均而言，它

可以解释ＯＥＣＤ国家（地区）数学成绩２３％的方差，而在捷克、匈牙利、日

本、韩国、挪威、斯洛伐克、瑞典和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它解释的方差则超

过３０％。即使在考虑了学习者的其他特征，例如对数学的焦虑、对数学

的兴趣和喜爱、控制策略的运用等以后，它在几乎所有国家（地区）仍存在

相当大的效应值（表３．１２）。

　　成功的学习者不

仅对他们的能力自

信，他们也相信对学

习的投入有重要意

义，还可以帮助他们

克服困难。

　　这样的自我效能

感可以用一个可跨国

（地区）比较的指标来

描述，该指标能反映

国家（地区）之间以及

国家（地区）内部的差

异。

　　自我效能感和数

学成绩之间的联系尤

其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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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７■ 学生的数学自我效能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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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学生对数学的自我效能感量表上，ＯＥＣＤ平均指标

值每增长１分，相应的数学成绩就增加４７分———刚好超过一学年的成绩增

量（表３．７和专栏２．２）。即使是学生成绩最好的ＯＥＣＤ国家（地区），自认

为自己效能表现最差的１／４学生也无法达到或超过ＯＥＣＤ的平均数学水

平。相反，除五个国家外的所有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数学自我效能感指

标处于第三个１／４位置的学生得分均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而且，除六个

国家以外的国有ＯＥＣＤ国家（地区），数学自我效能感最高１／４的学生成绩

均高于芬兰的平均水平，芬兰学生的数学成绩是ＯＥＣＤ国家中最高的（表

３．７）。事实上，在有些成绩最好的国家（地区），包括捷克、日本、韩国和瑞

士，自我效能感处于最低１／４的学生，其在数学评估中成绩位于最低１／４的

可能性，要比报告自我效能在平均水平的学生高出三到四倍。

数学效能和数学成绩之间的联系很强，不仅仅在学生层面，在大多数

国家（地区）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成绩较差学校的学生对自己克服困

难的能力更没有信心。事实上，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数学成绩的校间差

异中有２３％可以用学生的平均数学自我效能感来解释（图３．７）。这表明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是纵向研究，以期确定与高效能感相联系的

学校因素和学生因素，并研究努力提高效能感能否提高成绩。

最后，正如上面提到的，学生对自己有效解决数学难题能力的看法不

应该仅仅看作成绩的一个预测指标，这些看法本身就应该作为一个重要

的结果，它们对学生的动机和控制策略的使用有着关键的影响（表３．１３）。

学生对数学的焦虑

有些学生不太喜欢数学可能是由于早期的失败。的确，ＰＩＳＡ中相当

比例的１５岁学生们报告他们在处理数学问题时感到无助和有心理压力

（表３．８和图３．８）。平均而言，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一半的１５岁男生和超

过６０％的１５岁女生报告，他们经常担心数学课很难以及自己得分低（如

需数据，请登录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另一方面，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

不足３０％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下面一些陈述：他们在处理数学难题时

感到非常紧张，在做数学家庭作业时非常紧张，或者在处理数学难题时感

到无助（见图３．８中第１大栏）。

学生在处理数学问题时感到焦虑的程度在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

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学

生报告的焦虑感最强，而丹麦、芬兰、荷兰和瑞典学生报告的焦虑感最弱

（见图３．８的第二大栏）。例如，在法国和日本超过一半的学生报告他们在不

得不做数学家庭作业时感到非常紧张，而芬兰和荷兰仅仅有７％的学生这样

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和荷兰同时也是学生成绩最好的两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

家（地区）那些效能感

处于最低１／４的学生

数 学 成 绩 能 超 过

ＯＥＣＤ平均水平。

　　学校成绩之间的

差异很多是和他们学

生数学自我效能感的

差异相联系的……

　　……而且，数学

的自我效能感除了对

成绩有作用外，它本

身就是一个积极的结

果。

　　尽管只有一小部

分学生在解决数学问

题时感到非常紧张，

但大多数１５岁学生

都在一定程度上担心

数学上的困难……

　　……但国家（地

区）间差异是非常大

的：例如，有些国家（地

区）一半的学生在做数

学作业时感到非常紧

张，而其他一些国家

（地区）只有很少一部

分的学生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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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８■ 学生的数学焦虑

１．这是指位于第５百分位数的学校。只有在５％的学校中学生的数学焦虑感比这些学校更低。

２．这是指第９５百分位数的学校，学生的数学焦虑感比其余９５％的学校更高。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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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和葡萄牙，超过２／３的学生报告

他们经常担心上数学课对他们来说会很难，而丹麦和瑞典仅有１／３的学

生有这样的担心。在参与的伙伴国家（地区）中，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

突尼斯和乌拉圭的学生报告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更多地感到焦虑，而列支

敦士登的学生的焦虑感最少。例如，泰国和突尼斯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报

告当他们不得不做数学作业时感到非常紧张。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尼西

亚、中国澳门和突尼斯则有超过２／３的学生报告他们经常担心他们会觉

得数学课很难。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数学焦虑和学生成绩为负相关。ＯＥＣＤ国家（地

区）平均而言，ＰＩＳＡ数学焦虑指标每增长１分，数学分数下降３５分，正好

超过１／２能力水平（见图３．８的第三大栏和表３．８）。对数学的焦虑感处

在最低１／４的学生，其成绩位于最低１／４的可能性是位于平均水平的一

半。即使把其他学习者特征———比如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数学自

我效能感和控制策略的使用也考虑进来，数学焦虑感和学生成绩之间的

负相关仍然存在（表３．１２）。

和自我效能感的情况一样，数学焦虑和数学成绩之间的联系不仅仅

在学生层面很强，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地区）也有很明显的倾向，即在成绩

较差学校的学生所报告的数学焦虑感也更强（表３．１５），其中学校之间成

绩差异的７％可以由学生在校的数学焦虑平均水平来解释。

女生报告的数学焦虑感在统计上显著高于男生（这一点在除了波兰

外的所有国家（地区）都很明显），这是教育政策特别要关注的。这种情况

在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士都很

显著。除了塞尔维亚，其他所有伙伴国家（地区）中，女生也报告了比男生

更高水平的数学焦虑感（表３．８和图３．８）。

１５岁学生普遍有数学焦虑感，尤其是女生，而丹麦、瑞典、荷兰学生

所报告的数学焦虑感则低得多，这些都强调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重要

性。丹麦、瑞典和荷兰等国（这些国家（地区）的整体学生数学成绩也很

好）的积极经验表明这个问题可以成功解决，同时也引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这些国家（地区）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和教学方式的组织来关注和解决焦

虑感问题。

学生的学习策略

学生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和处理信息。他们是学习过程的主动参与

者，他们利用先前的知识以及新经验来建构意义。自我管理学习能力强

的学生能够选择恰当的学习目标，使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指导学习，并

选择适合于当前任务的学习策略。尽管发展这些技能和态度的并不总是

　　数学焦虑很高的

学生的数学成绩一般

会差一些……

　　……成绩较差的

学校的学生一般对数

学有更多的焦虑感。

　　男生的数学焦虑

感比女生弱，有些国

家（地区）学生的焦虑

感比其他国家（地区）

的学生弱，这一事实

表明该问题值得我们

注意。

　　因为学生是学习

过程的主动参与者，

他们利用先前的知识

和新的经验来建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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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明显的教学重点，但它越来越明确地被看作学校教育的一个主要目

标，而且，也就应该被看作学习过程的重要成果。这一点在学生离开学校

后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他们需要自己来管理大部分的学习。为此，他们必

须能够确立目标，持之以恒，监督他们的进步，必要时调整学习策略并克

服学习中的困难。因此，虽然理解和发展那些最能促进学习的策略对在

校学生来说是一种收益，但更大的收益是在他们成年后在更少支持下进

行学习时获得的。

这一节描述了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获得的三个有关概念，包括总体的学

习控制策略（包括规划、监督和调整的元认知策略）、记忆策略（比如，学习

关键术语或材料的重复学习）和精致策略（如联系相关的领域或考虑其他

解决方法）。

控制学习过程

优秀的学习者能够管理他们自己的学习，并能以有效地运用一系列

学习策略。相反，独立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经常无法找到有效的策略以促

进和监控学习，或者不会选择适合当前任务的策略。学生通过控制策略

可以监督学习，例如，检查他们已学的内容、找出他们仍需要学习的内容。

这些控制策略帮助学习者在需要时调整他们的学习，因而是有效学习方

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询问学生监督自己数学学习并将其与学习目标相联系的方法时，

ＯＥＣＤ国家中８７％的１５岁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当他们为一个数学考

试而学习时，他们会努力找出最重要的部分来学习；７３％的学生同意或非

常同意：当他们学习数学时，他们会自己检查是否记得他们已经学过的内

容；８６％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当他们学习数学时，他们会努力找出那些

自己还没有正确理解的概念；６９％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当他们不能理解

数学中的一些东西时，他们通常会搜索更多信息来弄清楚这个难题；而

７５％的１５岁学生们同意：当他们学习数学时，他们是从找出他们确实需

要学习的内容入手的（图３．９）。

我们可以用一个指标对学生进行比较，该指标概括了控制策略使用

中的不同问题（题目分布图请登录网址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相关数据请

参阅表３．９）。然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的分析表明，因为学生反应行为的文

化差异，各个国家（地区）在指标绝对值上的比较并不容易。不过，我们仍

然可以比较每个国家（地区）内学生控制策略和学生成绩之间的相关程

度，以及男女生（或其他群体）的性别差异的国别差异如何（表３．９）。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３０个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有２２个国家的女生报告所

使用的控制策略显著多于男生。

　　……ＰＩＳＡ也设

法获得不同类型的学

习策略。

　　高效的学习者通

过检查他们是否达到

自己的学习目标来监

督学习……

　　……大多数学生

认为他们某种程度上

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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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９■ 有效学习：控制策略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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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所报告的控制策略的使用与学生数学成绩之间的联系相对较

弱，ＯＥＣＤ国家（地区）平均而言，该指标一个单位的增量约对应于数学量

表的６分（表３．９）。这不同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阅读的情况，学生对控制策略

的使用与阅读成绩紧密相关，该指标一个单位的增量对应于１６分的阅读

成绩差异（表４．５和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本章中后面要提到，与自信的学生

相比，对数学焦虑的学生更多地使用控制策略，因此，尽管控制策略可以

帮助个体提高成绩，但是成绩好的学生一般不会更多地使用。基于以上

原因，学校可能仍需要明确关注学生对他们的学习的管理和控制，以达到

帮助学生发展有效策略的目的，这不仅仅是对他们学校学习的帮助，而且

也为他们以后生活中的学习提供管理的工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数学中控制策略的使用和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

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比如，在韩国，控制策略指标上平

均分相对较低（－０．４９），该指标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很强，指标上一个

单位对应数学量表上３８分。在澳大利亚、日本、挪威、葡萄牙、土耳其和

伙伴地区中国香港，该指标一个单位对应于１４到２７分。相反，在其他国

家（地区），这两者的相关在统计上不具显著性，甚至是很小的负相关。

记忆和精致策略

记忆策略（比如学习客观事实或复述例子）在很多任务中都很重要，

但其结果一般只是对知识逐字逐句的再现，新信息存储在记忆中却几乎

没有进一步的加工。如果学习者的目标是能够以呈现的方式回忆信息，

那么记忆就是一个很恰当的策略。但这样通过死记硬背学习，几乎无法

获得深层的理解。为了形成理解，新信息必须与学习者先前的知识基础

相结合。精致策略（比如探究这个材料如何与以前在其他情境中学习的

内容相关联，或者考虑这个信息如何才能适用于其他情境）可以达到这个

目标。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分别问学生他们在数学领域使用记忆策略和使用精致策

略的问题。基于学生的回答，制订出每个学习策略的指标。同样，任何结

论的做出都必须考虑文化和教育背景以及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分

析。这说明对这两个指标绝对值的跨国（地区）和跨文化比较仍然有困难

（表３．１０和表３．１１）。

在记忆策略的使用方面，ＯＥＣＤ国家（地区）６６％的１５岁学生同意或

非常同意为了记住解决数学问题的方法，他们会反复地看例题；有７５％

同意或非常同意他们学数学时会记住解题过程的每个步骤；然而，有

６５％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在他们学习数学时会努力记住题目的答案

（图３．１０）。

　　……尽管该策略

与成绩之间的联系在

一些国家（地区）比较

强，但总体上来看，这

种联系比较弱。

　　学生可能需要进

行记忆，但只有当记

忆的内容与原先知识

相结合，才会有更为

深刻的理解……

　　……因此ＰＩＳＡ

着眼于记忆和精致策

略。

　　大部分学生记住

运算步骤，而不是仅

仅记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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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０■ 有效学习：记忆策略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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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致策略的使用方面，ＯＥＣＤ国家（地区）５３％的１５岁学生们同意

或非常同意他们会思考自己学到的数学知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６４％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自己为理解数学中的新概念把它们与已知的内

容联系起来；６０％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当他们在解决数学难题时，他们经

常思考如何把解决方法应用到其他有兴趣的问题上；而５６％的１５岁学

生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当他们学习数学时，他们设法把它与他们在其他

学科中学到的内容联系起来。

学习者特征之间如何相关，它们怎样影响成绩

本章的前面几节已经逐个研究了不同的学习者特征。本节则考虑不

同的学习者特征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并研究每个学习者特征在考虑了其

他因素的作用后如何与成绩相关。

不同学生特征之间的联系使我们很难在预测成绩时把其中任何一个

的影响区分出来。例如，那些说自己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成绩也可能更

好，更相信自己的学习效能，也能付出努力和坚持，还有那些已表明与好

成绩相关的因素。那么，对数学感兴趣在多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一个好成

绩的预测指标，而且，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的好成绩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他

们所具备的其他积极特征来解释？通过在这些变量之间建立一个多重交

互作用的模型，就有可能把每个因素的影响区分出来———比如说，控制了

所测量的其他特征，有效地审视数学兴趣和成绩之间的联系。这样就可

能区分出每个变量的单独影响（图３．１１）。

这里用来分析这些影响的模型考虑了对ＰＩＳＡ所用测量指标的选

择，以用来测量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他们的数学焦虑加上学生对控制策

略的使用与他们的数学成绩的关系［７］。运用这个模型是基于这一观点：

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低水平的焦虑是引发他们采用特定策略投入学习活

动的驱动力，这些策略在模型中以学生控制自己学习的倾向性来体现。

然后，这个模型试图从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对数学学习不感焦虑以及学生

报告使用控制策略的频率来预测学生的数学成绩。

图３．１２显示的每组关系所测得的平均相关程度，表３．１２显示了各

个国家（地区）的结果。［８］图３．１２和表３．１２与前面几节显示的各个特征

和成绩之间的个别联系不同，它们是在考虑了其他变量间关系的基础上，

区分出各个变量的特定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得到下面的结果。

首先，学生数学焦虑的各个方面紧密地影响着成绩，超过了与其他学

习者特征之间的联系。图中，影响的强度用每个箭头的宽度来表示。结

果显示：当不考虑学生其他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时，没有数学焦虑感的学生

在数学中表现优异。当考虑其他因素时，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一般

　　……并且大部分

学生会把新概念与已

有的知识相联系，但

不会进行更广泛的反

思。

　　同时研究这些学

习者特征……

　　……就有可能区

分出他们对成绩的单

独影响作用。

　　分析表明，不考

虑其他特征因素，那

些不太焦虑的学生成

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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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１１■ 有效学习：精致策略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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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２■ 考虑其他因素时，个人因素与控制策略及数学成绩的关系

注：每个箭头的宽度同回归系数成比例，该回归系数在每一栏中都已标明，它表示因素之间的关系

（但是，已解释的方差比例不能用单一变量的回归系数计算，因为几个变量被视为同时作用）。上图

中的箭头方向表示一种影响作用，而不是因果关系。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１２，３．１３和３．１４。

和成绩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不重要：具有对数学感兴趣

和喜爱这一特征的学生更可能使用有效的学习策略，这样的事实明显和

上面的说法相矛盾。而且，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与数学焦虑之间很强的

负相关表明，这两种因素是共同作用的：如图３．１２显示的数学焦虑与对

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之间的联系，对学数学感到焦虑的学生往往不会对数

学感兴趣或喜爱。模型左边显示的两种学习者特征之间的联系在国家

（地区）之间相当一致（表３．１４），因而也说明了各种关系的一种普遍

模式。

一旦考虑其他学习者特征，控制策略对于成绩的影响就不明显了。

这并不是因为控制自己的学习对成绩没有帮助，而是因为学生控制自己

学习的程度差异中相当大部分是与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以及数学焦

虑的差异有关的。

从上面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单一学生特征对学生成绩和使用控制策

略的单独影响作用通常不大，整体影响的测量结果不同于这些个别联系

的总和，因为有些因素可能共同产生作用。模型建立过程中，通过计算变

异（例如学生成绩的变异）中由相关因素共同解释的百分比，我们可以估

计几个特征的共同作用。这些结果都列在图３．１３中。

另外，学生的数学焦虑和他们自我报告的控制策略之间的相关虽然

低却是正向的，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西班牙以及伙伴国拉脱维亚和列

支敦士登表现最为明显（表３．１３），这表明，不仅动机强烈的学生会使用

控制策略，对数学感到焦虑的学生也会使用控制策略。焦虑的学生（根据

焦虑对数学成绩的负向影响，这些学生经常是成绩较差的）似乎是通过更

多使用控制策略来调整学习，考虑到他们的特定需要，这是个非常有效的

　　……对数学的焦

虑与对数学的兴趣和

喜爱紧密相关……

　　……尽管控制策

略不直接与成绩相联

系，但它与兴趣和焦

虑有联系……

　　……学生似乎经

常使用控制策略应对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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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１３■ 学生学习特征对于数学成绩和控制策略的综合解释力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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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另一方面，能力更强的学生可能不需要这样刻意地自控，因为信息

加工过程流畅，所以他们较少报告使用这些策略。图３．１２显示了总体的

情况，这种对策略有差别地（但适应性地）使用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

使用控制策略最多的学生成绩不一定在平均分以上，即使这些策略可以

帮助有不同需要的个体得到更好的成绩。

总体上来说，图３．１３表明学习者特征和数学成绩之间紧密相关。与

此类似，如果我们考察对成绩方差的解释率，在韩国、土耳其和伙伴国家

突尼斯，对数学的兴趣喜爱与数学焦虑两个指标能解释３０％的方差

（ＯＥＣＤ国家平均为１４％）。尽管控制策略这一ＰＩＳＡ指标也可能控制其

他学习者特征，但对学习过程的控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尤其是在

终生学习的时代，自主学习越发重要。这些结果表明，在所有国家（地

区），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不仅有赖于掌握的认知方式（知道怎么学），也

有赖于所具有的特定态度和意向（想学）。

学习者特征在不同学校之间如何变化

学习者特征的整体模式在不同学校之间如何变化？同一国家（地区）

不同学校之间很大的差异说明某些学校比较表现突出，同时也表明通过

学校教育和有目的性的干预促进学生发展学习方法是有可能的。表

３．１５考察了本章中所报告的一些学习者特征在学校间变异中所占的相

对比例。

结果表明，学生报告的特征在学校之间的差异远不及学校内部的差

异明显。平均而言，对于表３．１５中涉及的八个特征，ＯＥＣＤ国家学校之

间的差异只能解释学生整体变异中不到１５％。这或许表明，在大多数国

家（地区），比较而言几乎没有学校会特别有可能拥有那些自我报告动机

强烈的、自信的、使用有效学习策略的学生。

但是，考虑到这些结果是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而且学生对自我的评

价是受到同伴强烈影响的，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解释这些结果。对于有

些特征而言，这可能会掩盖学生实际所用的学习方法在学校之间的重大

差异。例如，比起那些同班同学学习不那么用功的学生，那些同班同学很

用功的学生就在报告他们投入的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程度时可能就比较保

守，尽管如此，学生投入努力的绝对量才真正关系到学校的成功。这使我

们很难在整体上识别那些学生非常用功的学校。另外，从其他方面来看，

学生相对于他们同伴的感受也是整个研究的重要部分。例如，即使学生

感觉不擅长数学是与本校其他同学的数学能力强有关系，而不是和他本

人对这个学科的绝对弱势有关，那么，这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仍然是学习方

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学业发展。

　　该分析表明，学

习者特征和数学成绩

之间的关系紧密。

　　ＰＩＳＡ显示了学

校之间学习者特征的

差异要比成绩的差异

小……

　　……但这可能是

因为学生是以同伴为

参照评价自己的特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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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我报告的学习方法概况在各个学校间虽然差异不大，但这个

发现仍有重要意义，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学校在他们学生学习者特征

方面都是相似的。这一发现强调的是学校内学生之间在学习者特征方面

的巨大差异。学校内差异所占的较大比例强调了教师能够以多种方式建

设性地影响学生的能力和他们的学习方法，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是

成绩很好的学校，一样有缺乏自信和动机的学生，还有不太愿意确立和监

督自己学习目标的学生。

学习者特征中性别差异概况

本章前面各节分别研究了不同学习者特征的性别差异。图３．１４概

括了与数学相关的学生态度、焦虑度、控制策略和认知方面的性别差异，

并将这些结果与观察到的数学成绩差异相联系。所有的结果都用效应值

来表示，这样就可以对不同测量方法的结果和不同国家（地区）的结果进

行比较，其中效应值０．２０被用作判断差异是否值得政策制订者关注的标

准（专栏３．３）。

第一个惊人的发现尽管学生成绩的性别差异较小（见图３．１４的第１

栏），但在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以及与数学有关的自我信念、情绪和学习

策略等方面，男女生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

图３．１４显示，有２１个国家（地区）的男生比女生对数学有更高的兴

趣和喜爱，平均效应值为０．２１，瑞士和伙伴国家列支敦士登的效应值都

超过０．５０。数学工具性动机的性别差异（平均效应值为０．２４）比对数学

兴趣的性别差异更大，这表明男生学习数学的动机更强，因为他们相信数

学对他们未来的职业有帮助。

除了成绩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与学生内外部动机的性别差异

（相对要大得多）之间所表现出不一致性，学生数学方面的自我效能感、自

我概念和焦虑等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而且，虽然女生的成绩并不总是

比男生差，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地区），她们报告与数学有关的自我效

能一般都比男生低，其中芬兰、荷兰、瑞士以及伙伴国家列支敦士登，这种

性别差异最明显。学生在数学上的自我概念也出现了相似的结果，在大

多数国家（地区），男生对自己的能力评估一般都更积极。

最后，在４０个国家（地区）中的３２个国家（地区），女生在数学课上的

焦虑感、无助和压力明显多于男生。在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卢

森堡、荷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士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列支敦士登、中国澳

门和突尼斯，女生的高焦虑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总之，男女生在数学成绩上的差异，男女生在对数学的焦虑感和态度

上的差异，这些都对政策制定者有重要意义，这些数据都表明，学校和社

　　然而，每个学校

内部的差异显示，即

使是成功的学校也仍

有一些问题待解决。

　　各种不同的性别

差异可以以标准化的

形式来比较……

　　……显示男生和

女生学习数学的方法

是不一样的……

　　……男生表现出

更高的学习动机，特

别是在有些国家（地

区）更是如此。

　　相对于女生，男

生表现出对数学更强

的自信心，这种差异

超出了我们根据较小

的成绩差异可能做出

的预期……

　　……同时，大多

数国家（地区）的女生

更感焦虑。

　　这表明学校需要

提升女生对数学的兴

趣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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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１４■ 数学和其他学习特征效应值的性别差异

注：效应量等于或大于０．２０的以黑色表示（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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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４（续１）■ 数学和其他学习特征效应值的性别差异

注：效应量等于或大于０．２０的以黑色表示（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１６。



１２４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３
　
第
三
章
　
学
生
学
习


态
度
参
与
度
和
策
略

图３．１４（续２）■ 数学和其他学习特征效应值的性别差异

注：效应量等于或大于０．２０的以黑色表示（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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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推动学生学习动机和兴趣的有效性上存在性别上的不公。数据还揭

示了数学焦虑程度的差异。这些结果引出了一些问题，即如何缩小性别

差距，如何通过学校教育的组织和教学过程来达到整体上的好成绩。

在学生对学习策略的使用方面性别差异不太明显。不过，虽然记忆

策略使用中的性别模式不是非常明显［９］，但在４０个国家（地区）中有数

据的２８个国家（地区），男生普遍比女生更多地报告使用精致策略。相

反，在８个国家（地区）中女生比男生更多地报告使用控制策略。这表明

女生更易于在学习过程中采用自我评估的视角。女生更易于从使用精致

策略的培训中获益，而男生则更易于从计划、组织和建构的学习活动等更

基本的帮助中获益。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数据在测量阅读领域的相同学习策略

时，也有类似的结果（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ｂ）。

虽然这些数据反映了１５岁学生的态度和行为，但是观察到的模式可

以很好地预测他们在以后教育和职业生涯中的态度和行为。如前面所提

到的，自上一代以来，接受正规教育的性别差异已经明显减少，而且，在

２７个有比较数据存在的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有２１个国家（地区）的女

性大学毕业率已经等于或超过了男性（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然而，在数学和

计算机科学领域，完成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仍然很大，平均而言，ＯＥＣＤ

国家（地区）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只占３０％的比例，在

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匈牙利、冰岛、荷兰、挪威、斯洛伐克和瑞士，女性的

比例只有９％到２５％。

政策启示

本章的结果表明，如果学生的动机被很好地激发，对学习不感到焦

虑，而且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最有可能开始高质量的学习，使用

各种不同的策略。

学生的动机，他们积极的自我信念以及他们的情绪也影响他们对学

习策略的使用。这是有充分依据的：高质量的学习需要大量时间和努力

的投入。它包括学习过程的控制，清晰地检验先前习得知识和新信息之

间的关系，形成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假设，并根据新材料的背景验证这种假

设。只有当学习者对某门学科有浓厚的兴趣，或是优异的成绩有相当大

好处，学习者被外部奖励所驱动，他们才愿意付出努力。因此，学生需要

愿意去学习如何去学。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有效的学习方

法———包括目标的设置，策略的选择和对学习过程的控制和评估———能

够而且应该由教育环境和老师培养鼓励。

有关向学生传授学习策略的方法的研究显示，发展学习的专门知识

不仅依赖于一整套认知和元认知的信息加工的能力，而且也依赖于个体

　　在有些国家（地

区），女生更易于控制

自己的学习，而男生

则更易于对新知识进

行精加工。

　　这些性别差异不

仅仅对学生的在校成

绩有意义，更对他们

的未来有深远意义。

　　动机充分且自信

的学生会充分投入自

己的学习……

　　……而对于那些

学习方法较差的学生，

老师可以帮助他们掌

握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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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能够确定自己的目标，具有主动性，恰当地解释成功和失败，将

愿望转化为目的和计划，且不为竞争目的而学习。通过老师对学习行为

的实际示范，如采用旨在为学生建立学习支架结构的活动，分析学业成功

和失败的原因，学生能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与促进学习的品质结合在一

起的策略。在向高效和自我管理的学习者发展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帮

助和反馈，不仅针对他们学习的结果，还包括学习过程本身。特别是对于

那些学习方法最弱的学生，要成为有效和自我管理的学习者就必须有专

业的帮助。

学生对数学的自我信念和数学学习行为之间的联系表明，动机和自

信心对培养终生学习都是不可或缺的。动机和自信心对控制策略的共同

作用表明，要教一个学生如何自主学习，学生没有强烈的动机和自信心为

基础是不行的。

学生自我报告的学习方法概况在学校内部的差异要比学校之间大得

多，这一发现同样对政策有启示意义，虽然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学校的学生

在学习者特征方面都是相似的。它强调的是每个学校内部学生之间的学

习者特征差异很大。这表明学校和老师应起到建设性作用，他们不仅要

根据学生不同的能力区别对待，还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的学习者特点以及

对学习的不同态度来区别对待，能否做到这点非常重要。基于“水涨船

高”的原则来运作是不够的，因为即使成绩优异的学校仍然有缺乏自信心

和动机不足的学生，还有不愿意确定和监督自己学习目标的学生。

分析中另一个惊人发现是，虽然女生的数学成绩一般并不比男生差

很多，但是她们通常报告的数学兴趣和喜爱程度更弱，数学自我信念更

低，在数学课上感到更高程度的无助和压力。这项发现对政策制订者很

有意义，因为它揭示了学校和社会在激励学生学习动机和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帮助学生克服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焦虑———

等方面的有效性上，存在性别上的不平等。这些模式可以很好地预测男

女生在今后教育和职业生涯中的性别差异。它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

关于如何缩小性别差距，如何通过学校教育的组织和教学来达到整体上

高水平的成绩。

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教育系统需要努力关注态度和学习行为方

面的方法，并将其与传授知识一样看成是教育系统至关重要的目标。这

对教师的职前教育以及教师持续的专业发展会有所启示。

　　……这需要激发

他们的积极性、建立

他们的自信心。

　　不仅是成绩差的

学校，而是所有学校

的老师，都需要帮助

学生成为能力更强的

学习者……

　　……而且应该给

予女生特别的关注，

因为相比较差的数学

成绩，她们更缺乏对

数学的自信和动机。

　　因此，学校绝不

能仅传授学生知识，

还应该注重她们的学

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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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专栏３．１对该研究进行了概述，并在ＯＥＣＤ出版物（２００３ｂ）中有进一步的描述。

［２］其他两个类别与下列两个方面有关：最大可能意义上工具的交互使用和社会技能，社交技能界定为成功地参加社

会上有不同性质的群体。

［３］对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黑山的数据未能得到。黑山的人口占全国的７．９％。“塞尔维亚”是塞尔维亚和黑

山共和国塞尔维亚部分的简称。

［４］为了说明该指标国际分数的含义，我们建构了问题—分数图，将指标值与学生对所问问题的回答相联系。这些

“问题—分数”图能在下列网址上找到：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５］第二章专栏２．２中解释了分数如何转换成学年数。

［６］２００２年，在有数据的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获得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大学文凭（第三级教育类型Ａ）的所有人

中女性平均占３０％，其中奥地利为１９％，德国为２３％，荷兰为１６％，瑞士为１９％。卢森堡在工具性动机上也存在

很大的性别差异，但由于该国没有第三级教育机构颁发数学和计算机学科Ａ类型文凭的数据，因而无法进行这

方面的性别差异比较（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

［７］该模型中选择这些变量的目的如下：数学控制策略的使用是用来说明学习策略是如何与成绩相联系的。考虑要

学习什么，并将其与学习目标相联系，这是个人学习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以往的研究已表明，个人学习

管理与成绩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动机与成绩之间的联系通过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来显示，它是所测量的动

机特征之一。同时，对数学的焦虑感或者说学生在处理数学问题时感到的无助和压力对成绩有负面作用。感到

高度焦虑的学生没能去处理与任务相关的认知活动，反而常常被无关的认知和心理压力所困扰。这两者都会导

致处理当前任务的实际能力下降，从而使成绩变差。

［８］联系程度是用模型中的多元回归系数来测量的。这些系数在１或－１（表明完全正面或负面的关系）与０（表明没

有任务关系）间变动。

［９］只有丹麦、荷兰和挪威的效应值超过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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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二章研究了不同国（地区）１５岁学生的数学水平。分析发现各国

（地区）学生把数学知识和技能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有相当大的差异，

然而，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仅仅占了ＯＥＣＤ地区学生成绩总体差异的

１／１０。［１］

各国（地区）学生成绩的差异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学生和学校

的社会经济背景；课堂教学的组织方式与知识的传授方式；学校可以获得

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制度层面的因素，如课程的差异，教学组织策略

与实践。

本章开头部分将进一步深入探讨第二章所描述的学生成绩差异。特

别是学生成绩的总体变异与各学校的成绩变异有多大程度上的相关。其

次，要探讨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能力的影响。其间会描述社会经济梯度，

它把学生的数学成绩与家庭背景联系起来。接下来，这章会综合考虑两

种因素的影响（学校间的成绩差异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这是为了检

验社会经济背景与学习机会分配的平等性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最后，思考这些发现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根据成绩偏低群体在多大程

度上集中于某类学校以及某个社会经济阶层，来探讨为什么不同的政策

适合于不同国家（地区）。

第五章进一步分析学校资源，教育政策，教学实践对学校的ＰＩＳＡ成

绩的影响。

从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的结果来看，家庭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在数学、

阅读、科学上表现一致。［２］因此，为了简化表达、避免重复，本章仅就学生

数学成绩的差异进行分析讨论，考察的是综合数学量表，而不是分别考察

四个量表。

保证学校达到一致的标准：学生成绩的校间与校内差异

既要满足各类学生的需要，又要缩小学生成绩的差异对各国（地区）

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各国（地区）处理这些要求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

些国家（地区）采取综合性的教育体制，学校之间没有差异或只有有限的

差异。他们要求学校和老师为各种能力水平，不同兴趣和家庭背景的学

生服务，以此为所有的学生提供相同的学习机会。其他一些国家（地区）

则按学生能力进行分流，校间校内都是如此，目的是按学生的学术潜力和

对具体课程的特殊兴趣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教育。而在很多国家（地区）是

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

　　９０％的ＰＩＳＡ学

生成绩差异来自国家

（地区）内部，本章我

们考察……

　　在这些成绩差异

中，有多少是学校间

及不同社会经济群体

间的差异……

　　……以及在提高

学生成绩和学习机会

分配的公平性方面的

政策措施。

　　学生成绩的校间

差异可能产生于学生

之间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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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综合性的教育体制下，由于社区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特征不同，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如，地区之间，联邦体制的各州、各省之间，或者城

乡之间），不同学校学生的成绩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各个学校间

的有些差异更难量化或描述，部分差异是由于学校教学的质量或者说有

效性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就导致了在综合性的教育体制下，学生的成

绩水平在各校间也有较大的差异。

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教育政策，教育模式是如何影响学生成绩，并产

生校间、校内差异的呢？明确实行按学生能力分班的国家（地区）相对于

采取没有选择性的教育体制的国家（地区）而言，学生成绩的总体差异是

否更大呢？对数学总成绩差异很大的那些国家（地区）而言，这些问题特

别重要。（表４．１ａ）。

图４．１显示了各个国家（地区）内部１５岁孩子数学能力的巨大差

异（表４．１ａ）。横条的总长度代表了学生成绩在ＰＩＳＡ数学量表上的方

差。图４．１中的数值是ＯＥＣＤ成员在ＰＩＳＡ数学量表上的平均方差的

百分比，平均方差相当于８５９３个单元。［３］数值如果大于１００，说明这个

国家（地区）学生成绩的差异要大于ＯＥＣＤ成员的平均差异。同样，如

果数值小于１００，说明这个国家（地区）学生成绩的差异要小于ＯＥＣＤ

成员的平均差异。例如，芬兰、爱尔兰、墨西哥和ＰＩＳＡ伙伴国印度尼西

亚、塞尔维亚、［４］泰国、突尼斯一样，成绩方差要比ＯＥＣＤ成员的平均

方差低１５％以上。相对而言，比利时、日本、土耳其及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中国香港、乌拉圭的成绩方差就要比ＯＥＣＤ成员的平均方差高

１５％以上。［５］

对每个国家（地区）来说，学生成绩的差异是由不同学校间的差异以

及校内不同学生的差异造成的［６］。在图４．１中，中心线左边的横条长度

表明校间方差。中心线右面的横条长度表明校内方差。因此，中心线的

左面越长则不同学校的平均成绩差异越大，而中心线的右面越长则校内

不同学生成绩差异越大。

图４．１显示，所有的国家（地区）都有相当大的校内方差，同时大多数

的国家（地区）也有相当大的校间方差。在ＯＥＣＤ各国（地区），１５岁学生

成绩的校间方差能解释学生间方差的３４％。

在匈牙利和土耳其，学生成绩的校间差异特别大，是ＯＥＣＤ平均校

间方差的两倍。在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以及伙

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和乌拉圭，校间方差的比例都超过ＯＥＣＤ平均的

１．５倍（见表４．１ａ第三栏）。那些校间差异较大而校内差异较小的国家

（地区），学生们往往与和他们成绩相近的学生分在一个学校。这可能反

映了家庭对学校的选择或按照居住地派位的情况、学校招生政策以

　　……甚至在综合

性的教育体制下也会

有差异，如地区差异，

学校质量差异。

　　在有些国家（地

区），学生成绩的总

体差异要比其他国

家（地区）高１／３以

上……

　　……而且这些差

异中有多少是来自学

校间的差异，国家（地

区）之间差别很大。

　　平均来看，校间

方差的大小是校内方

差的一半……

　　……但是，一些

国家（地区）校间差异

是 ＯＥＣＤ平均值的

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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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１■ 学生数学量表成绩的学校间和学校内方差

以占ＯＥＣＤ成员学生成绩方差平均数的百分比表示

学校间总方差

可以由学生和学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

位指数解释的学校间方差

　　　　　　　　

学校内总方差

可以由学生和学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

位指数解释的学校内方差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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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排学生学习不同课程的政策。为了了解国内（地区）不同教育系统、

不同地区的差异，一些国家（地区）让各地区以地区身份参加了ＰＩＳＡ的

测评工作。这些结果呈现在附录Ｂ２里。

芬兰和冰岛的校间方差是ＯＥＣＤ平均水平的１／１０，加拿大、丹麦、爱

尔兰、挪威、波兰、瑞典以及伙伴地区中国澳门则是ＯＥＣＤ平均水平的一

半甚至更少。在这些国家（地区），学生成绩基本上与学生所在的学校没

有关系（表４．１ａ），学习环境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是相同的。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以及伙伴

地区中国澳门的成绩都很好，至少在ＯＥＣＤ平均水平之上。这些国家

（地区）的父母对于通过择校来提高学生成绩不是很热心，他们对整个教

育系统里各学校严格、一致的学习成绩标准充满信心。

一些校间差异是由生源的社会经济背景造成的，有些也反映了学校

和学校教育制度的某种结构特征，特别是那些按能力分班的制度。有些

校间成绩差异是由于政策以及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执行情况造成的。换

句话讲，进入一所特别的学校会产生增加值。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习成绩高的国家（地区），当然不是全部，校

间差异也较低或中等。这表明要确保学校间学生成绩比较接近，可能

最重要的是找出成绩差的学校并对他们进行改革，这是教育政策的

目标。这个政策本身很重要，同时也与整体上取得好成绩的目标相

一致。

对大多数国家（地区）而言，这些结果与２０００年ＰＩＳＡ的测评结果相

似。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在波兰，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实行统一的教育

制度———学校之间的区别现在主要体现在１５岁以后，这可能使得１５岁

学生学习成绩的校间差异大幅度下降。

波兰的校间方差从２０００年的占总成绩方差的５０％以上，降到了

２００３年的１３％（见表４．１ａ第１３栏）［７］。与此同时，波兰１５岁孩子在数

学方面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了，而且低分者与高分者的成绩差异比２０００

年缩小了。正如第二章中所写的那样，数学平均成绩的提高主要归功于

成绩分布在低端（即第５、第１０、第２５个百分位）的学生在数学成绩上的

进步。在２０００年有１０％的学生没达到的水平，到２００３年只有５％的学

生没达到了（第二章表２．１ｃ、２．１ｄ、２．２ｃ、２．２ｄ）。２００３年，还有一些国家

（地区）的校间差异也缩小了：如在比利时、希腊、墨西哥三国，学生成绩的

国家（地区）间方差中，来自校间的方差降低了８—１０个百分点［８］。相

反，印度尼西亚和意大利，学校间方差增加了１０个百分点以上（表４．１ 第

１３栏，表４．１ｂ第９栏）。

　　……而另一些国

家（地区）则只有ＯＥＣＤ

平均值的１／１０，学生的

差异存在于校内。

　　在一些国家（地

区），父母可以信赖整

个教育系统中严格、一

致的学习成绩标准。

　　生源的社会经济

状况造成学校的差

异，但是不同学校的

增加值也会造成学校

差异……
　

　　……在一些成绩

优秀的国家（地区），

所有学校的增加值大

致相同。

　

　　在有些国家（地

区），成绩的校间差异

已经缩小……

　　……最有意义的

是，波兰成绩最差的

学生，成绩水平已经

大大提高了。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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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果的质量与学习机会分配的公平性

了解一些学校为什么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是学校改进的关键。它

要求分析各国（地区）的学生因素和学校因素对学校内以及对学校间成绩

差异的影响。第一步，分析学生成绩和社会经济背景的相关程度，通过

ＰＩＳＡ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指数来测量。第二步，分析由学生社会经济

背景造成的学生成绩校间方差的比例是多少。第三步，把结果和学习机

会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联系起来。

学生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因此，学校需要为不同的学

生提供适当的、公平的机会。这方面做得成功与否是评价教育系统绩效

的一个重要标准。发现成绩差的学生和学校也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和决策

者决定政策的优先顺序。同样地，发现成绩好的学生和学校具有的特征

可以帮助决策者推动整体成绩的提高。

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的结果显示成绩差并不总是与家庭背景不利联系在一

起。但是，家庭背景仍旧是影响成绩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这种影响的

性质和程度在接下来的几段中谈。

双亲的职业地位与学生成绩有着密切的关联，并且通常与社会经济

地位的其他特征紧密相关（表４．２ａ）。位于ＰＩＳＡ职业地位指数前１／４的

（父母的职业是医生，高校教师以及律师等）和位于指数后１／４（父母职业

是小农场主、卡车驾驶员、餐馆服务员）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平均成绩差距

平均达９３分，或者说相当于一个半数学等级水平［９］。换言之，在ＰＩＳＡ

职业地位指数上的一个标准差（也就是１６．４个单位）对应的成绩差异平

均为３４分。甚至在考虑到双亲职业地位与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后，职业地

位的单独贡献仍然有２１分（表４．２第２栏所示）。

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卢森堡、斯洛伐克以及伙伴国列支敦

士登，成绩差距尤其突出。在这些国家（地区），父母职业地位最高的那部

分学生平均成绩与芬兰中等水平的学生差不多，芬兰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数

学、阅读和科学三科成绩都是最好的国家。相反父母职业地位最低的学

生成绩则比ＯＥＣＤ国家中成绩最低的学生稍好一点。换个角度来看，在

比利时、德国、卢森堡和伙伴国列支敦士登，父母的职业地位处在最后

１／４的学生，其数学成绩落到最后１／４区域的可能性是其他学生的２．３倍

（表４．２ａ第１１栏所示）。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学生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好处（表４．２ｂ和表４．２ｃ）。

在所有参与的国家（地区）中［１０］，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学生的数学成绩有

显著的正相关。母亲为高中毕业的学生比其他学生的数学成绩高５０分，

而在德国、墨西哥、斯洛伐克、瑞士、土耳其和伙伴国巴西则要高６０分。

　　为了明白学校差

异背后的原因，我们

需要看一看社会经济

因素如何影响成绩，

社会经济因素能在多

大程度上解释学校差

异，它与学习机会分配

公平性有多大相关。
　

　

　　学校的重点目标

是弥补不同背景的学

生之间的差异，这些

背景差异会对学生产

生巨大的影响。

　　父母工作最好的

那１／４学生的成绩比

那些父母职业地位

最低的１／４学生成

绩要高１．５个等级

水平……

　　……但在一些国

家（地区），这种差距

更大。

　　如果一个学生的

母亲为高中毕业，那

么这个学生的成绩要

比母亲没有高中毕业

的学生的成绩高一个

等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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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德国，母亲或父亲没有达到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其成绩位

于最低１／４的可能性是一般学生的３倍（表４．２ｂ和４．２ｃ）。

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来看，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学成绩平均要

比其他学生高２４分（表４．２ｂ）。甚至在控制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

响后，父母的教育［１１］每增加一年，学生的成绩平均增加５分（见表４．２

第３栏）。

除了父母自己的受教育水平外（受教育水平受政策影响比较少），人

们普遍认为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支持也是孩子在学校里取得成功的一个基

本因素。当父母与孩子很好地沟通和交流时，他们会给孩子鼓励，表现出

他们对孩子取得进步的兴趣，并且会表达他们对孩子正在进行的活动的

关心，无论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实际上，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表明，父母的参与

度与孩子学业上的成功有很重要的关系，而且教育的成功可能与父母与

孩子之间的沟通模式有关（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因此，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

可能是支持父母，特别是那些自身的教育程度有限的父母，帮助他们在提

高孩子学习质量方面与孩子以及孩子所在学校之间进行沟通。ＰＩＳＡ２００６

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并且还会增加家长问卷作为一个新的国际选项。

拥有“经典”文化资源（例如，古典文学作品，诗集或者艺术作品）以及

与此相关的活动也和成绩有密切关系（表４．２ｄ）。拥有那些学校要开设

有关课程的以及考试和测验要考的那些文化资本似乎与学生的数学成绩

密切相关。虽然拥有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往往与其他家庭背景特点有

关，但是总的来说它们的独立效应仍然很强。即使控制了其他社会经济

背景因素，一个单位的ＰＩＳＡ文化资源拥有度指数对应的ＰＩＳＡ数学成绩

差异仍然有１２分，几乎与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一样大（表４．２第４栏）。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家庭环境有助于提高学业成绩。父母可以

读给小孩子听，帮助他们做家庭作业，在有的国家（地区）父母还到学校做

志愿者。对大一点的学生来说，一个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包括重视家庭作

业、激励、参加教师或学校管理人员召开的会议等）也是有帮助的。对于

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提供并维持这样一种环境可能比较难，因为

他们的父母往往不得不忙于应付工作和孩子教育的双重责任。在有些国

家（地区），ＰＩＳＡ测试的结果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之间有很大

的成绩差距（表４．２ｅ）。在比利时、爱尔兰、荷兰、瑞典和美国，单亲家庭

的学生，数学成绩落到最后１／４的可能性是与双亲生活在一起的学生的

１．５倍以上。

即使控制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单亲家庭与其他家庭的学生

成绩差异也达到１８分。在比利时、爱尔兰和美国，这一差距达２５到３０

分（表４．２第５栏）。

　　……如果母亲完

成高等教育的话，孩

子的成绩会更高。

　　文化资本的单独

影响几乎与父母职业

的影响一样大。

　　单身父亲或母亲

在帮助学生学习方面

可能比较困难，在有

些国家（地区），单亲

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成

为差生。

　　……即使控制了

其他需要额外支持的

因素后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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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亲家庭的孩子成绩比较好，这对单亲家庭来说是令人气馁的，但处

境不利的现实情况往往是制定政策的起点。问题是怎样针对单亲家庭的

环境，在学生学习方面提供有效的家庭支持。对那些时间很有限的父母

来说，对他们的时间进行战略性的分配，把时间用到潜在效用最大的活动

中去会提高他们的效能。对教育系统和各个学校来说，政策问题是应该

鼓励那些与父母参与度有关的相互作用。显然，这方面的教育政策必须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结合在一起来考虑，比如那些与福利及提供儿童保育

服务有关的政策。

最后，最近几十年来，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移民增加了，许多人的母语

不是孩子学校所用的教学语言。我们可以逐个考虑以下几类学生的情

况：第一代移民学生（出生在本国（地区），但是父母出生在外国（地区））、

非本国（地区）学生（出生在外国（地区））以及在家庭中大多数时间使用的

语言不同于所在国（地区）官方语言的学生。

比较第一代移民学生和本国（地区）学生的数学成绩发现，那些第一

代移民学生占参加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测评学生数的３％的国家（地区），第一代

移民学生成绩显著低于本国（地区）学生。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伙伴

国家（地区）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中国澳门和塞尔维亚以外所有国家

（地区）都是这样（表４．２ｆ）。这一结果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阅读素养测评结果的

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些成绩差距显著且第一代移民学生相对比较高的国家（地区）对这

些差异特别关注。例如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士和美国。

德国在这方面的差距最大，数学量表上的成绩差距达９３分，相当于

２个年级水平的平均成绩差异（专栏２．２）。这些差距很成问题，因为两组

学生都是在本国（地区）出生的，并且学习的课程大致上都是国家（地区）

统一的课程。不管他们受过的教育有多少相似之处，作为第一代移民学

生所具有的某些因素使他们在这些国家（地区）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当

控制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后，这一不利因素减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下文

会讨论）。

如预料的那样，非本国（地区）学生与本国（地区）学生之间的差距比第

一代移民学生的更大，最大的达１０９分，是在比利时（表４．２ｆ和图４．２）。

少数民族学生和／或移民学生在教育上经历的不利情况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他们来源国家（地区）的环境影响。来源国家（地区）教育上的不利

地位在移居国家（地区）会被放大，虽然从绝对值上来说，他们的成绩可能

已经提高了。这些学生在学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作

为移民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教育系统中，或者是因为他们要学习新的语言

　　在有些国家（地

区），１５岁学生中有

相当比例的移民学

生，其中有些在家中

不说当地的语言……

　　……那些父母是

移民的学生一般来说

成绩显著低。

　　这引起了那些移

民学生人数最多的国

家（地区）的关注……
　

　　……特别是在那

些第一代移民学生和

其他出生在本国（地

区）的学生学习同样

课程的国家（地区）。

　　适应新的教育系

统的困难和语言方面

的困难对成绩都有很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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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２■ 学生的出生地与成绩

非本土和第一代学生所占比例（左侧表）

非本土学生的比例

第一代学生的比例

　

　　　　　　　　

非本土、第一代学生和本土学生的数学成绩（右侧表）

本土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

第一代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

非本土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

注：仅列出这三类学生中至少有一类超过３％的国家（地区）。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２ｆ。

而家庭环境又不支持他们这方面的学习。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可能都

需要特别的或额外的关心。集中在语言教学方面提供帮助是对这类学生

经常采用的政策。例如，在比利时、德国、荷兰和瑞士，学生在家中不说测

评所采用的语言的，成绩落在倒数１／４的可能性是其他学生的２．５倍（表

４．２ｇ），更普遍地，ＯＥＣＤ各国平均来看，非本国学生或者家庭语言不同于

测评语言的学生，数学成绩分别要低１９分及９分（表４．２）。

然而，结果表明有些国家（地区）在改善移民学生成绩的不利局面上

似乎更有效。最突出的例子是伙伴地区中国香港。香港有２３％的学生

父母不是在香港出生的，另外有２０％的学生自己不是在香港出生的（虽

然许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然而所有的三组学生———不论是非本土学

生，第一代移民学生，还是在家庭中所用语言不同于测评所用语言的学

生———成绩都远远高于ＯＥＣＤ平均。而且，第一代移民和非本土学生之

间巨大的成绩差异表明，对于那些来港时间足以使他们融入香港教育系

统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是这类例子，

　　……但是在有些

国家（地区）学生似乎

能成功地克服这些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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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移民人口学生成绩总体上也很好。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的移民

人口的背景与其他参与测评的国家（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难以与

其他国家（地区）比较。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地区），本土学生与非本土出

生的学生成绩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差异———许多非本土出生的学生已经在

他们原来的国家（地区）受过几年教育———这说明他们在进入当地教育系

统之前成绩已经很好了。这与另外一些国家（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例

如比利时、荷兰、瑞典和瑞士。当考虑家庭中使用语言这一因素的单独作

用时对比更为明显（表４．２）。

当我们解释本国／本地区学生和其他有着移民背景的学生的成绩差

距时，很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国家（地区）之间其他方面的差异，例如移民人

口的来源国（地区）以及他们的经济、教育和语言背景。

反过来，移民人口的构成是由移民政策和实施情况以及移民的标准决

定的，不同的国家（地区）接受移民的标准也很不相同（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ｆ）。

　　　
图４．３■ 学生的语言与成绩

在家中绝大多数时间所讲的语言不同于测试语言、其他官方

语言或民族方言的学生百分比（左侧表）

在家中绝大多数时间所讲的语言不同于测试语言、其他官

方语言或民族方言的学生百分比

　

　　　　

以语言划分的各组学生数学成绩（右侧表）

在家中绝大多数时间所讲的语言与测试语言、其他官方语言

或民族方言相同的学生数学平均成绩

在家中绝大多数时间所讲的语言不相同于测试语言、其他官

方语言或民族方言的学生数学平均成绩

注：仅列出此类学生超过３％的国家（地区）。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２ｇ。

　　国家（地区）之间

的比较需要考虑移民

人口的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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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地区）每年接受大量移民并且选择性很低，其他国家（地区）移民

人数则少得多而且选择性强。此外，移民政策和归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考

虑想要移民的人的社会、教育和职业地位，国家（地区）之间也很不相同。

结果是，有些国家（地区）比其他国家（地区）的移民人口在背景上更有优势。

研究表明有移民背景的学生比例与这些学生比本土学生成功或不成

功的程度没有关系（Ｓｔａｎａｔ，２００４）。因此，移民人口的比例这个因素本身

看来并不能解释不同国家（地区）各组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为什么不同。

相反，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研究已经发现，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在社会经济和教育

背景上的不利程度与他们的成绩水平有关（Ｓｔａｎａｔ，２００４）。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证实了这些发现。图４．４表明在那些移民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相

对比较低的国家（地区），移民学生和非移民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比较大。

有移民背景学生的相对成绩有多少能够归因于移民人口的构成？为

了测量国家（地区）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程度，可以在控制学生的社会经

济背景后进行分析，如图４．２所示，本土学生与第一代移民以及非本土学

生之间在统计上有显著性成绩差距，这一差距ＯＥＣＤ各国不同，从比利

　　　
图４．４■ 移民和非移民背景学生数学成绩差异和社会经济背景差异

本土和有移民背景的学生成绩差异与他们在社会经济背景上差异之间的关系

本土学生和移民学生在数学

成绩上的差异

本土学生和移民学生在社会经济

背景上的差异（ＥＳＣＳ）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２ｆ。

　　移民人口的比例

对成绩差距没有影

响，起作用的是移民

人口的社会经济构

成。

　　控制了这一因素

后移民效应减少甚至

在有些国家（地区）中

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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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１００分到卢森堡和美国的４２分，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没

有显著性差异。在考虑了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后（该背景是由ＰＩＳＡ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测量的），本国／本地区学生和有移民背景的学生

之间的成绩差距在很多国家（地区）都大大缩小了。从图４．５和表４．２ｈ可

以看出。例如比利时，差距从１００分缩小到了６０分，德国从８１分缩小到了

３５分。在美国，成绩差距缩小后，该差距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１２］

同时，即使控制了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以后，移民学生和本土学生之

间成绩差距的大小在国家（地区）之间差异仍相当大。比利时和瑞士在有

移民背景的学生和本土学生之间的差距仍然是最大的。

这表明，除了一个国家（地区）移民人口的构成外还有其他因素起作用，

造成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移民人口在学校中的相对成功程度的差异。

因素之一是不同国家（地区）的移民人口的语言背景不同。不同国家

（地区）中，移民不得不的克服语言障碍的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在那些有

殖民历史的国家（地区），许多移民在他们进入该国家（地区）之前就已经

使用该国家（地区）的官方语言了。以学生在家庭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代

表，图４．６表示的是在解释了这一因素后，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解释

　　　
图４．５■ 学生数学成绩差异与其移民背景的联系

本土学生和第一代学生或非本土学生之间的数学成

绩差异。

深色表示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
　　　　　　

考虑了社会经济背景（ＥＳＣＳ）差异后，本土学生和第一代

学生或非本土学生之间的数学成绩差异。

深色表示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

注：仅列出非本土学生和第一代学生比例合计超过３％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２ｈ。

　　移民学生的相对

成绩在不同国家（地

区）之间仍然存在很

大差异……

　　……即使在控制

了语言背景因素后，

国家（地区）之间的差

异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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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６■ 学生数学成绩差异与其移民背景和家庭语言的联系

本土学生和家庭语言不同于测试语言、其他官方语言或
方言的第一代学生之间的数学成绩差异。
深色表示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

　

　　　　

考虑了社会经济背景（ＥＳＣＳ）差异后，本土学生和家庭语
言不同于测试语言、其他官方语言或民族方言的第一代学
生或非本土学生之间的数学成绩差异。
深色表示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

注：仅列出该类学生达到３％的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２ｈ。

这一因素后国家（地区）之间的数学成绩差异略有减少。统计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的范围包括从美国的４２分到比利时的１０４分。当进一步考虑社

会经济背景因素后，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更小了，但是实际数值仍然比

较大，从卢森堡的９分到比利时的５１分。

图４．７概括了各个国家（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特征与数学成绩相关

的程度。这些特征是：父母的职业地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

限来表示；“经典”文化资源拥有度；家庭结构；学生及其父母的出生地；家

庭中使用的语言。由于这些特征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例如学生的父

母若受过良好教育，其职业地位一般也较高———图中显示了这些特征共

同作用的影响，而且也显示了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其中每个因素对学生成

绩的单独作用。图４．７中最后的条形说明了６个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

成绩差异（表４．２）。

ＯＥＣＤ各国总的来说，这一组学生层面的社会经济变量的共同作用

能解释数学成绩方差的１７％，从加拿大、冰岛和伙伴国家（地区）印度尼

西亚、中国香港和俄罗斯的不到１０％到比利时、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

２０％以上（见表４．２最后一栏）。这些发现对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启示。

数学能力是终身学习的重要基础并且能提高未来的就业机会及收入。结

　　各种不同的家庭

背景因素的单独影响

及共同作用可以被测

量出来……

　　……表明家庭背

景对学生成绩的差异

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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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７■ 学生水平的因素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父母中职业地位国际社会经济最高指数

　　　　　　　　　　　　　　 父母中最高教育水平

　　　　　　　　　　　　　　 经典文化的拥有度

　　　　　　　　　　　　　　 单亲家庭

　　　　　　　　　　　　　　 移民背景

　　　　　　　　　　　　　　 家庭中使用的语言

　　　　　　　　　　　　　　 两个以上的上述因素

解释的方差百分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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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社会经济背景和学生成绩之间联系很强的国家（地区）没有充分开发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的潜能，人力资本可能因此而被浪费掉，从低社会

经济地位向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也受到限制，成绩差的学生几乎

肯定会成为那些最不可能抓住有经济流动前景的就业机会的人。这不仅

是对个人的损失，也是对日益依赖于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的损失。

在获得公平的学习结果的同时又不降低成绩上的高标准是一个重大

挑战。国家（地区）层面的分析往往是令人失望的。例如，用纵向研究的

方法，研究者们跟踪了儿童的词汇量的发展，发现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孩

子的发展轨迹从一开始就不同了（Ｈａｒｔ和Ｒｉｓｅｌｙ，１９９５），到孩子上学时，

社会经济背景对认知能力和行为的影响已经基本确立了。而且，父母收

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失业、或者从事声望很低的职业的，孩子在小学

和中学学习期间往往在学业上追求不高，或者比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优越

的孩子在课堂中投入程度低、参加课外活动比较少（Ｄａｔｃｈｅｒ，１９８２；Ｆｉｎｎ

和Ｒｏｃｋ，１９９７；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２００１；Ｖｏｅｌｋｌ，１９９５）。

国家（地区）层面的研究还提出，学校在克服家庭背景的不利因素方

面作用不大。实际上，有时有这样的争论，如果学校教育系统更加包

容———例如，增加中学毕业的年轻人的比例———那么质量就会受到损失。

ＰＩＳＡ国际层面的证据更鼓舞人心。确实所有国家（地区）都是这样，

家庭背景优越的学生ＰＩＳＡ分数会高一些，然而将学生成绩与各种社会

经济背景结合起来的比较研究发现，有些国家（地区）能够在取得高质量

的同时实现学习结果的公平分配，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成绩相对均

衡。因此，要获得总体上的高水平并不必然以扩大学生成绩的差异为

条件。

将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合成为一个单一指数，可以对这一发

现做更加系统的分析，如下面讨论的那样。该指数包括了父母或监护人

的最高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转换为

受教育年限来表示），［１３］家庭教育资源拥有度指数［１４］以及家庭藏书量。

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们将其称为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或者

有时简单地表示为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见附录Ａ１）。

图４．８描述了整个ＯＥＣＤ范围内，学生成绩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地

位指数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ＰＩＳＡ数学量表

上成绩怎样。这一关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教育系统绩效有多好，

二是构成指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分散程度（专栏４．１）。

这一关系可以用社会经济梯度来表示，理解这一关系对于分析教育

机会的分配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从学校政策的角度来看，理解这一关系

　　国家（地区）层

面的研究发现，家庭

背景对学生发展的

影响贯穿整个儿童

阶段……

　　……学校似乎不

起什么作用。

　　然而，从 ＰＩＳＡ

国际层面的比较来

看，在整体取得高质

量的同时实现社会经

济公平是有可能的。

　　这可以用一个家

庭背景的综合指数来

分析……

　　……可以把成绩

用图表示出来……

　　……用一个指数

表示学校结果的社会

经济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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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８■ 作为整体的犗犈犆犇地区学生数学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注：每一个点代表５３８名ＯＥＣＤ地区的学生。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专栏４．１■ 怎样理解图４．８

图中每个点代表整个ＯＥＣＤ地区５３８名１５岁的学生。图４．８将他们的数学成绩与经济

社会和文化地位用散点图表示出来。

纵坐标表示学生的数学成绩，成绩平均值是５００。注意，由于ＰＩＳＡ量表在构建时已经确

定了标准差为１００，因此约２／３的点落在了４００与６００之间。深浅不同的阴影表示数学能力

的六个等级水平。

横坐标表示ＰＩＳＡ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指数的值。在构建该指数时规定平均值为０，

标准差为１，因此，几乎２／３的学生位于＋１与－１之间。

黑线代表国际的社会经济梯度线，是ＯＥＣＤ各国数学成绩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最佳拟

合线。

由于图的重点不是比较教育系统，而是强调在整个ＯＥＣＤ地区内存在的一种关系，所以

在整个ＯＥＣＤ地区内每个学生的贡献值是相等的———也就是说，ＰＩＳＡ对应的学生总体人口

多的大国，例如日本、墨西哥和美国，对于国际梯度线的影响比冰岛和卢森堡这样的小国

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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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学校教育的好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公平地让不同

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分享，至少在学生成绩上。

图４．８指出了以下几项发现：

● 社会经济背景优越的学生一般表现比较好。这一发现前面也已经

提到了，可以从斜线上升的趋势看出来。

● 在整个图的分布中，学生数学成绩的差异大致都与一定的社会经

济地位的差异联系在一起———即，当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增加很多时，额

外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边际效益既不能消除也不能大量提高学生成

绩，这从社会经济梯度线几乎呈直线可以看出来。然而该梯度线并不完

全是直的，实际上，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相比，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

指数和数学成绩的关系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要强一些。［１５］

● 学生成绩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的关系不是决定性的，图的

左半部分表明，许多地位不利的学生成绩要高于国际梯度趋势线预测的

分数，而相当比例的特权家庭的学生成绩低于根据他们的家庭背景所估

计出来分数。对任何一类背景的学生来说，分数分布的范围都是相当

广的。

这种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经济差异的必然结果、是不受公共政

策影响的？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国家（地区）

能成功地削弱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成绩之间的联系。图４．９分别显示了

各个国家（地区）学生数学成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之间的关系。

图４．９Ａ和图４．９Ｂ突出了那些数学成绩在统计上显著高于ＯＥＣＤ平均

值的国家（地区）；图４．９Ｃ和图４．９Ｄ突出了那些数学成绩与ＯＥＣＤ平均

值没有显著差异的国家（地区）；图４．９Ｅ和图４．９Ｆ突出了那些数学成绩

在统计上显著低于ＯＥＣＤ平均值的国家（地区）。

数学成绩高于平均值、并且社会经济背景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与

ＯＥＣＤ平均水平没有差异的国家（地区）在图４．９Ａ中用黑色线条表示。

数学成绩高于平均并且数学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弱于平均水平的

国家（地区）在图４．９Ｂ中用红色线条表示，这些国家（地区）成功地在取得

高的总体成绩的同时保持中等的社会经济差距。数学成绩高于平均且社

会经济背景的影响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地区）在图４．９Ｂ中用虚的黑线

表示，这些国家（地区）成绩高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背景处于优势的学生

达到了很高的成绩标准。

数学成绩低于平均水平、且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与ＯＥＣＤ平均值没

有显著性差异的国家（地区）在图４．９Ｅ中用黑线表示。低于平均成绩且

社会经济背景与成绩的关系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地区）在图４．９Ｆ用红

　　这表明社会经济

背景比较优越的学生

数学成绩也比较好，

一般来说……

　　……但是许多学

生的成绩比根据他们

的社会经济背景预测

的分数要更高或者更

低。

　　这一关系的强弱

因国家（地区）而异。

　　有些国家（地区）

的学生不管他们的

社会经济背景如何，

他们的成绩都比较

好……

　　……以及成绩低

于平均水平且社会经济

差距大的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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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９■ 学生数学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

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作用与ＯＥＣＤ平均影响作用无

显著差异的国家（地区）

ＯＥＣＤ均值

　

　　　　　　

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作用大于ＯＥＣＤ平均影响作用

的国家（地区）

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作用小于ＯＥＣＤ平均影响作用

的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数据库，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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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示，在这些国家（地区）中，社会经济差距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相对较

小，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社会经济背景处于优势或劣势的学生，成绩都比

较差。最后，成绩低于平均且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

（地区）在图４．９Ｆ中用黑的虚线表示。在这些国家（地区）中，社会经济背

景差异大而且总体成绩差。

成绩与平均水平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且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

系也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的国家（地区）在图４．９Ｃ中用黑线

表示，而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则在图４．９Ｄ中

用黑色的虚线表示。

在描述图４．９以及表４．３ａ中显示的各个国家（地区）的成绩分布时，

必须注意有关梯度的一些问题，包括社会经济背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

测成绩，背景处于平均水平的学生表现有多好，比平均水平高或者低的社

会经济背景能造成多少差异，在学生总体中社会经济差异有多大。更具

体地说，社会经济背景和成绩之间的关系特点可以用以下这些术语来

描述：

■数学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强度。这指的是学生个体的

成绩在多大程度上高于或低于斜线。对于整个ＯＥＣＤ地区来说，这可以

从图４．８中的点分布在线上或线下看出来。对于每个国家（地区）来说，

表４．３ａ的第３栏给出了解释了的方差，这个统计值可以概括关系的强

度，表示为观察到的学生成绩差异中能够用梯度线代表的关系来解释的

比例。如果这一数字比较低，那么说明学生成绩的方差中与学生社会经

济背景相联系的部分相对较小；反之亦然。ＯＥＣＤ各国平均来看，各国学

生数学成绩的方差中，１７％是与ＰＩＳ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相联

系的。［１６］然而，该数值从冰岛及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

中国澳门的７％及以下到比利时、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土耳其的

２２％以上。

■梯度线的高度。表４．３ａ中给出了图４．９中梯度线的平均高度。

这表示各个国家（地区）中那些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等于ＯＥＣＤ各国平

均水平的学生的数学平均分数。一个国家（地区）梯度线的高度可以看作

是在学生总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相同的时候，教

育系统的总体水平。

■梯度线的斜率表示了由社会经济因素（见表４．３ａ第４栏）造成的

数学成绩不平等的程度，可以用社会经济背景量表中一个单位的变化会

造成学生数学成绩上多大的差异来测量。梯度线比较陡表示经济社会和

文化地位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比较大，即，比较不公平。梯度线比较平表示

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比较小，即，比较公平。区别斜率与关系

　　梯度线可以从

以下这些方面来描

述……

　　……这些成绩差

异中有多少是可以

用学生的背景来解

释的……

　　……国际平均社

会经济背景水平的学

生成绩有多好……

　　……社会经济背

景造成的成绩差异大

小，平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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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弱是很重要的。例如，德国和日本斜率接近，社会经济背景量表中一

个单位的变化分别对应数学成绩量表上４７分和４６分的差异。然而在日

本，这一一般的趋势还有许多特例，所以这一关系只能解释１２％的成绩

方差，而在德国，学生成绩更紧密地分布在社会经济背景预测的水平周

围，学生成绩的方差中有２３％可以用社会经济背景来解释。从ＯＥＣＤ各

国（地区）平均来看，梯度线的斜率是４２（见注释１６）。这意味着从ＯＥＣＤ

平均来看，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数学量表上的

分数就增加４２分。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的标准差是１，意味着有

２／３的ＯＥＣＤ学生该指标值在两个单位之间。例如在波兰，它的梯度线

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非常接近，社会经济指标值比平均水平低一个单位的

学生，数学平均成绩为４４５分，接近希腊学生的平均成绩，社会经济指标

值比平均水平高一个单位的学生，数学成绩的平均分为５３５分，即，接近

日本的平均成绩。

■梯度线的长度取决于各国（地区）（见表４．３ａ第５ｃ栏）中间９０％

（第５个百分位和第９５个百分位之间）的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分数的范

围，以及它的斜率。表４．３ａ的第５ａ栏和５ｂ栏表明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

化地位指数中第５和第９５个百分位在梯度线上的跨度。梯度线的长度

表示学生总体社会经济背景差异的分散程度，梯度线长表示一个国家（地

区）内部的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分布范围比较广。

从图４．９和表４．３ａ可以看出：

■ 各国（地区）社会经济背景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的强度和斜率不

同。图中不仅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地区）在数学量表上的成绩水平相对高

和低，还可以看出各国（地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成绩的不均衡性

高或者低。要注意的是差异相当大的情况。例如有两个学生，一个来自

背景比较差的家庭，假定比ＯＥＣＤ平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低１

个标准差，另一个来自背景比较好的家庭，假定比ＯＥＣＤ平均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地位指数高１个标准差。这两个学生预测的成绩差异是因国家

（地区）而异的，可以用表４．３ａ第４栏来计算这一差异。这一栏中数学分

数的差异对应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的一个标准差的变化，这

一例子中两个学生相差两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在冰岛，他们的数学成绩差

距是５６分，但在比利时和匈牙利差距达１１０分，相当于两个等级水平（是

梯度线斜率的两倍，即，比较相差两个标准差的学生的成绩），该图还清楚

地表明成绩高并不必然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有些成绩最高的国家（地区）

梯度线相对比较平缓。

■ 第二，梯度线跨度表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的分布范围在

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差异很大。从图４．９可以看出中间９０％的学生总

　　……以及各国

（地区）学生背景差异

的范围。

　　在一些国家（地

区），一定的社会经济

背景差异所预测的成

绩差异是其他国家

（地区）的两倍。

　　有些国家（地区）

需要面对背景范围更

广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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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背景分布范围，日本、挪威和伙伴国家拉脱维亚和俄罗斯该指数的跨

度小于２．５分，但是在墨西哥、葡萄牙和伙伴国家突尼斯则超过４分。这

些数据表明有些国家（地区）的教育系统要面对的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分布

范围比其他国家（地区）广（见表４．３ａ第５栏）。

■ 第三，许多国家（地区）的梯度基本是线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

指数的每个增量对应的数学量表上的成绩增量基本上是常数。有人可能

会预期，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梯度线会比较陡，然后到

比较高的水平后就变得比较平缓，表明超过某个水平后学生成绩就增加

得不多了。实际上，有些国家（地区）的梯度线确实符合这一走势，这些国

家是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表４．３ａ的第８栏表示了统计上有

显著性的负值）。但是在澳大利亚、德国、卢森堡、新西兰、土耳其和美国，

以及伙伴国家巴西、印度尼西亚、列支敦士登、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梯

度线呈现相反的走势———社会经济地位低时相对平缓，而到高水平时变

得比较陡（表４．３ａ第８栏表示了统计上有显著性的正值）。在这些国家

中，在背景最优越的学生中，家庭背景造成了学生数学成绩的巨大差异。

换句话说，社会经济背景越优越，它给学生成绩带来的优势就越大。

在参加ＰＩＳＡ的其余２４个国家（地区）中，这些效应比较小，没有统

计上的显著性。所有国家（地区）的梯度变化都呈线性趋势，或在经济社

会和文化地位分布范围内只有适中的弯曲，这一发现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许多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增加最不利的学生的资源，通过税收或把某

个群体作为受益目标和社会经济项目的目标。ＰＩＳＡ结果表明不容易确

定一个低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基准线，若地位处于该基准线以下则成

绩急剧下降。而且，如果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作为一个父母决策和行动

的代表，目的是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丰富的环境条件———例如关心他们

的学校作业———那么这些发现表明在各个社会经济水平上都有改进的空

间。然而，难以确定一个基准线的事实并不说明不能保证给学生有区别

性的支持。有目标的努力能够很有效地缩小差距，例如，许多国家（地区）

成功地消除了学生成绩的性别差异。

图４．１０通过把数学平均成绩（纵坐标）与经济社会背景与数学成绩

之间的关系的强度（横坐标）相对比来概括这些发现。后者可以看作学习

机会分配的公平性指标，学生成绩不受经济社会背景影响就是最公平的。

表格的右上象限标出的国家（地区），加拿大、芬兰、日本和伙伴地区中国

香港，都是学生数学成绩比较高，同时成绩受经济社会背景影响低于平均

水平的国家（地区）。而位于左下象限的匈牙利、土耳其，则代表学生数学

成绩低于平均值并且经济社会背景影响高于平均值的国家（地区）。比利

时、捷克和荷兰则代表学生平均成绩高但是成绩受经济社会背景影响较

　　在大多数国家

（地区）中，在整个分

布范围内，社会经济

背景优势增加，对应

的成绩也同等地增

加，但是有些国家（地

区）是低端的学生受

益更多，而另一些国

家（地区）是高端的学

生受益更多。

　　把社会经济梯度

的强度与学生平均成

绩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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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１０■ 数学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作用

各国（地区）ＰＩＳＡ数学成绩以及成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间的关系

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紧密程度

强于ＯＥＣＤ平均值
　 　

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紧密程度

与ＯＥＣＤ平均值无显著性差异
　 　

成绩与社会经济背景的关系紧密程度

弱于ＯＥＣＤ平均值

注：该图中采用的ＯＥＣＤ平均值是所有ＯＥＣＤ成员的算术平均表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３ａ。

大的国家（地区）。最后，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属于学生数学平均成绩低

于ＯＥＣＤ平均值，但学生成绩受经济社会背景影响不大的国家（地区）。

尽管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学生成绩低于平均值，并且经济社会背景的影响

相当于平均水平，但是应该注意到，由于这两个国家只有一半的１５岁青

少年在校并在参加了ＰＩＳＡ测评（从表格３．１Ａ中可以看出来，这一比例

在所有参与国家（地区）中是最低的），因此很可能在这两个国家（地区）经

济社会背景对１５岁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被低估了。

该图突出地表明，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不仅整体的学习成绩不同，

并且在降低经济社会背景对学生成绩影响的程度方面也不同。ＰＩＳＡ表

明，尽可能提高学生整体成绩，并保证来自不同经济社会背景的学生学习

成绩比较接近，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实现。结果显示，教学质量与教育公

平不能被看作是两个互相竞争的政策目标。

上述结果反映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学测评中发现的结果。可是，在一些

国家（地区）也有例外情况：２００３年，在美国、澳大利亚，学生成绩与经济

　　……表明不必把

质量和公平看作两个

竞争性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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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背景的关系弱于２０００年；而在比利时、意大利和伙伴国家列支敦士

登，这一关系却更强了（见表４．３ｂ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结果）［１７］。

在比较学生经济社会背景与其成绩之间的关系时，考虑不同国家（地

区）之间社会经济特点分布的明显差异是很重要的。表４．３ａ表示２００３

年ＰＩＳＡ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指数分布的主要特点。如前面提到的，ＰＩＳＡ

的社会经济指数的构造是这样的，大约２／３的ＯＥＣＤ学生总体该指标的

值分布在－１和１之间，平均值为０（即，参加ＰＩＳＡ测试的ＯＥＣＤ国家

（地区）加起来的学生总体的平均数设定为０，标准差设定为１）。平均指

数为负数的国家（地区）（见表４．３ａ第６栏），例如最为明显的是墨西哥、

葡萄牙、土耳其、巴西以及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中国澳

门、泰国、突尼斯，经济社会背景指数低于平均数，在减弱经济社会背景对

学生成绩影响方面，面临的挑战总体上要更加艰巨，因此，中国香港以及

澳门地区的学生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就更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这也

让我们对上面提到的其他国家（地区）学生成绩低于平均水平有了不同的

看法。事实上，假设把所有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指数

调整到平均水平，那么土耳其学生的数学成绩将从４２３分提高到４６８分，

这正是葡萄牙学生的平均成绩。而葡萄牙的平均成绩由４６６分提高到

４８５分，这与西班牙和美国的平均成绩不相上下。调整后的分数详见表

４．３ａ第２栏。而在加拿大，冰岛，挪威和美国，这些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

国家，上述调整反而大大降低了学生成绩。显然，这个调整只是一个假

设，国家（地区）作为全球市场中的一分子，学生的实际成绩才是最重要

的，而非调整的成绩。另外，上述假设没有把各国（地区）复杂的文化背景

考虑进去。同样地，比较学校教育质量要关注学校提供的增加值（在解释

结果时要考虑学校生源的经济社会背景）；进行跨国比较时必须注意不同

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环境的差异。

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国家（地区）平均的社会经济

背景，还取决于国家（地区）内社会经济特点的分布情况。这种社会经济

特点分布的一致性可以用一个国家（地区）内部学生的ＰＩＳＡ经济、社会

和文化地位指标值的标准差来测量（表４．３ａ第７栏）。１５岁学生家庭背

景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越大，教师、学校和整个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就越

大。实际上，许多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地区），特别是墨西

哥、葡萄牙、土耳其和伙伴国家突尼斯，都遇到了１５岁学生社会经济背景

巨大的异质性问题。

甚至处于平均社会经济水平的国家（地区）之间，人口的社会经济背

景差异也很大。例如，法国和日本的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都

接近ＯＥＣＤ平均水平，然而，日本的社会经济特点分布在ＯＥＣＤ国家中

　　区分各国（地区）

之间不同的总体社会

经济构成，可以从不

同的角度来看他们的

成绩。

　　不仅是平均社会

经济背景，而且学生

的社会经济背景分布

范围也对教育系统面

对的挑战有影响……

　　……而且会增加

社会经济梯度的陡度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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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同质的，法国的差异就相对比较大了。同样地，在那些社会经济地位

总体比较高的国家（地区）中，加拿大、冰岛、挪威和瑞典社会经济特点的

分布范围比较窄，而美国的社会经济差距比较大。

在学生人口背景差异很大的国家（地区），同样的社会经济梯度对成

绩的影响会高于那些学生社会经济地位比较相似的国家（地区）。例如，

德国和波兰的社会经济梯度线的斜率比较接近，即，在这两个国家，一定

的社会经济差异对应的成绩差异也相同。但是由于德国在社会经济特点

分布上的异质性程度比波兰高，因此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指数最

高与最低１／４的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德国要比波兰高很多。

社会经济背景低于平均水平且社会经济特点分布差异较大的国家

（地区），在满足处于劣势地位的学生的需要方面面临特别的挑战，在社会

经济背景特点呈偏向劣势那端的偏态分布时更是如此，如表４．３ａ中（第

９栏）的偏态指数为正值时所表示的那样。例如，在墨西哥和土耳其以及

伙伴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突尼斯，一半以上的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水

平低于ＯＥＣＤ国家中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那部分１５岁学生的水平（表

４．３ａ第１０栏）。相反，加拿大、冰岛和挪威，只有不到５％的学生社会经

济背景低于所有ＯＥＣＤ国家中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那部分学生的水平。

社会经济差异、学校差异和教育政策在减少社会经济不利因素的

影响中的作用

　　许多社会经济不利因素不会直接受教育政策的影响，至少短期内不

会。例如父母的文化程度只能逐步改变，家庭财富有赖于国家（地区）长

期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展鼓励个人储蓄的文化。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以及意识到这种不利的方面只能经过长时期才能改变，给政策制定者提

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学校和学校政策能减少社会经济不

利地位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社会经济背景和学生成绩的关系为评价教育

系统提供平等学习机会的能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标。然而，从政策的

角度来看，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成绩的关系比该指标能表明平等与教育

的系统特征的关系更重要。

图４．１揭示了国家（地区）之间在学校间成绩差异程度上的巨大差

别，表４．１ａ通过显示归因于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成绩方差中来自学

校间的差异和来自学校内的差异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它考察

学校间及学校内社会经济背景和学生成绩之间关系的大小。显然，国家

（地区）之间在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校内方差的百分比上有相当

大的差异，同时，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这一百分比要小于可以归因于社

会经济背景的学校间成绩差异。

　　结果，梯度对学

生成绩的影响在社会

经济分布异质性高的

总体中更大。

　　一些国家（地区）

中，低于ＯＥＣＤ社会

经济背景分布最低

１／６水平的学生数比

其他国家（地区）多

１０倍。

　　虽然教育系统不

能改变学生的背景，

但是学校能潜移默化

地减少它们的影响。

　　学校层面上学生

成绩和社会经济背景

之间的关系要强于学

生层面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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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时、捷克、德国、匈牙利和伙伴国家乌拉圭，学校生源的社会经

济背景差异相当大，但是在学校内，学生社会经济背景比较同质。在比利

时、捷克、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美国以及伙伴国家乌拉圭，学生成绩的

学校间方差中，可以用学生社会经济背景来解释的占了ＯＥＣＤ学生成绩

方差平均值的１２％以上（表４．１ａ第５、６栏），对比利时、德国和匈牙利来

说，如果整个学校社会经济合起来对学生成绩影响的附加效应加上去的

话，这一数值会升到４０％（表４．１ａ第７、８栏）。相反，在学校内部，这三个

国家中，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背景只能解释不到５％的校内成绩方差（表

４．１ａ第６栏）。

加拿大、芬兰、冰岛、日本、墨西哥、挪威和瑞典以及伙伴国家（地区）

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澳门，每个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能解释５％

或不到５％的学校间成绩方差（表４．１ａ第５、第６栏）。然而在这些国家

（地区）中，日本很突出，当学校生源的社会经济背景作为整体考虑的时

候，图形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整个学校的社会经济构成对学生成绩影

响的附加效应被考虑进来时，学校成绩方差中可以解释的百分比从占

ＯＥＣＤ平均方差的３％提高到了４２％（表４．１ａ第５、第７栏）。

需要做一个检验，了解社会经济背景是怎样对学生成绩的学校内方

差和学校间方差起作用的。这是为了理解哪些政策能够在提高总体成绩

的同时缩小社会经济背景因素的影响（即，使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梯度

线变得更高更平）。下面这部分内容考察了社会经济差异对学生成绩的

影响，是用社会经济梯度来测量的。为了这一目的，一个国家（地区）的梯

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校内梯度和校间梯度。校内梯度描述了在一个共同

的学校环境中，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与他们的成绩有什么关系。校间梯度

描述了学校平均成绩与生源的平均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有什么关系。［１８］

本章最后的图４．１３显示的是ＰＩＳＡ样本中各个学校的平均成绩以

及学校生源的社会经济构成，社会经济构成是用学校平均的ＰＩＳＡ经济、

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来测量的。图中每个点代表一所学校，点的大小代

表了学校中１５岁在校生的多少。这说明，首先在有些国家（地区），学生

在社会经济上高度隔离，可能是因为居住地的隔离，经济因素或学校系统

内的选择因素。图还显示了社会经济背景和学生成绩（黑线）的总的梯度

（已经在图４．９中显示了）。最后，图还显示了学校间梯度（粗的黑色虚

线）和平均的学校内梯度（细的黑色虚线）。高于学校间梯度线（粗的黑色

虚线）的学校比根据它们生源的社会经济水平所预测出来的成绩要高，低

于学校间梯度线的学校成绩要比它们的预测值低。

图４．１１比较了各国（地区）校内和校间梯度线的斜率，如本章最后所

示。斜率分别代表一所学校内以一个固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总量值来分割

　　……特别是在那

些学校生源的社会经

济背景差异大的国家

（地区）……

　　……但是也有其

他一些国家（地区）的

学校差异主要是因为

与学生背景无关的因

素。

　　要进一步理解这

点，既要考虑在同一

学校内学生背景是如

何影响成绩的，又要

考虑……

　　……根据学校生

源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不同，学校成绩有什

么不同。

　　这里显示的梯度

表明了与一个固定的

社会经济背景差异量

相对应的成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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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１１■ 学生和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与半个学生水平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指数标准差相联系的数学成绩差异

　　 学生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的影响作用　　　　 学校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的影响作用　　

 学校水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平均指数的四分位数间距。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４．５（第２栏和第７栏各值的一半）。

的两个学生的预测分数之间的差距，以及两个有同样社会经济背景但在

不同学校学习的两个学生的预测分数的差异，这两所学校学生的平均社

会经济背景是用一个同样的总量分割开来的。斜率是用一个包括学生层

面的以及学校层面的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的多水平模型来

估计的。图４．１１中条的长度表示与半个国际水平标准差的ＰＩＳＡ经济

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的差异相对应的学生个体（红色的条）与该学生所在

学校平均（灰色的条）的ＰＩＳＡ数学分数的差异。学生层面标准差的一半

被选择作为衡量学生成绩差距的基准，因为这个值描述了社会经济构成

在学校间的实际差异：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来说，学校平均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地位指数分布在第７５和第２５个百分位间的变异相当于０．７７个学生

层面标准差。这个值在各国（地区）之间是不同的，从丹麦、芬兰、挪威和

瑞典的不到０．４２个标准差到德国、卢森堡和墨西哥以及伙伴国家列支敦

士登和突尼斯的超过０．９０个标准差（表４．５第１１栏）。

对几乎所有国家（地区）以及所有学生来说，图４．１１中相对长的灰条

表示学生进入一所平均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学校所获得的明显优势。不

管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背景怎样，学生到平均社会经济背景高的学校就

　　结果表明学校生

源的社会经济背景所

起的作用大于学生个

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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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其成绩往往高于在生源社会经济背景比较差的学校就读的学生。

对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地区）来说，一所学校内的学生平均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地位的作用（指的是学生成绩的差异）大大超过学生个体的社会经

济背景的作用。

所有的这些结果可能并不让人吃惊，但是差距之大却着实惊人。在

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德国、匈牙利、日本、韩国、荷兰、斯洛伐克和土耳

其，以及在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和列支敦士登，学校平均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地位对学生成绩的影响非常大。在这些国家（地区）中，学校层

面上半个单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对应了４０—７０分的差距。（表

４．５中第７栏的值的一半）

设想一下，假定有两个来自这些国家（地区）的学生，依据经济、社会

和文化地位指数，他们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处于平均水平。其中一个学

生进入了一所社会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学校，该学校生源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水平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１／４个标准差（学生水平）。这样一来，该

学生的大部分同学均来自比他或她更富裕的家庭。另一名学生进入了一

所位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的学校：该学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比

ＯＥＣＤ平均水平低１／４个标准差。因此，该学生的家庭比他或她的同学

家庭要富裕。图４．１１表明，前一位学生的数学成绩可能好于后一位学

生，分数差异会因各国（地区）情况不同在４０到７０之间变化。

学生水平的社会经济差异对学生成绩的预测性大大小于学校社会经

济背景的预测作用。设想在同一国家（地区）的两个学生，他们两个的家庭

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一个比平均水平高１／４个标准差，另一个要低

１／４个标准差。如果这两个学生进入了同样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社会经济

特征处于平均水平，那么，他们之间的可能的成绩差异就非常小，在日本大

约是２分，在比利时和斯洛伐克是１２分（表４．５第二栏中的数字一半）。

在对图４．１１进行解释时要知道，学校平均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自然

要小于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每所学校总体社会经济水平都是

由社会经济变量组合起来计算的。为了解释的方便，图４．１１中增加了学

校平均社会经济水平的基本范围。

对学生应该读哪一学区或地区的学校、校内哪一班级和哪类课程的

安排方式，均会影响学生学习环境，包括与教育成果相联系的学校教学和

学习条件。一些研究发现，学生总体社会经济平均水平较高的学校通常

具有以下一些优势。他们的纪律问题较少，师生关系融洽，教师积极性

高，而且总体的校风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导向。通常，这些学校的课程进

度比较快。能干且有积极性的教师更容易被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校所

吸引，不大可能跳槽其他学校或其他行业。一些与社会经济水平相关的

　　在这里所测量的

范围内，社会经济条件

相对优越的学校有着

超过半个等级水平的

成绩优势，有些国家

（地区）甚至更多……

　　……尽管这些差

异必须根据学校的平

均社会经济背景的实

际变化进行解释。

　　不同的影响作用

可能隐藏在学校总体

社会经济水平之后，

包括学习气氛、教学

质量和学生间的交互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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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作用还可能源于聪明学生之间的共同合作。第五章中对这种课堂和

学校因素的潜在影响作用会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一些作用于学习环境的因素可能是ＰＩＳＡ所不能解释的。比如，平

均来看，如果学生父母曾就读的学校社会经济水平更高的话，他们在家中

会更多地参与学生的学习。即使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类似于那些孩子就

读较差学校的父母，情况也是如此。另一个要注意的地方与我们之前提

到的两个能力相当的学生进入了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校的例子有关。

这是因为，ＰＩＳＡ中没有关于学生之前学习成绩的数据，不可能推测学生

能力和动机。因此，我们也无法确定学校背景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直接

或间接地决定着学生的成绩（例如，通过学校选择学生或者学生自己选择

学校间接地决定学生成绩）。

这里有两个信息涉及到提高教育的公平和公正。一方面，社会经济

隔离对优势群体有利，能够使精英学生成绩更好，进而可能提高整个社会

的平均成绩。另一方面，学校的隔离可能带来不公。但是，强有力的证据

表明这一两难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这可以在那些教育既高效又公平的国

家（地区）看到。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地区）怎样达到这种高效和公平就

成了关键问题。把所有学生都转移到社会经济水平高的学校的想法是不

合逻辑的，而且，图４．１１中的结果并不能得出将低社会经济水平学校的

学生转移到高社会经济水平学校就能自动得到图４．１１中的成绩增长。

也就是说，表４．１１中对环境作用的预测值仅仅是对学校成绩分布的描

述，不一定能进行因果解释。

如果要根据以上发现制定教育政策，那就需要了解一些有关正式

和非正式的学生选拔方式对学校间社会经济隔离的作用，还有这种隔

离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有些国家（地区），由于主要城市内的住宅区隔

离或者城乡间的巨大差异，社会经济隔离相当稳固，在另一些国家（地

区），教育制度本身从结构上就带有倾向，那些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

学生往往被分流到内容不同、教育方式不同的课程体系中去（参见第五

章）。那么，教育政策的制定或者是能缩小社会经济隔离，或者是能减少

其影响作用。

政策启示

家庭背景影响着教育上的成功，而且学校学习的经历通常会强化这

种作用。尽管ＰＩＳＡ结果表明成绩差并非一定是较差的社会经济背景带

来的结果，但是，社会经济背景确实对于成绩有很强的影响作用。

这对公共教育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就公共政策而言，无论学

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如何，都要努力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国家（地

　　……还有一些难

以测量的影响作用，

比如父母参与学生学

习和学生先前的能力

和动机。

　　造成社会经济隔

离的可能是由于地理

因素或教育制度本身

的结构特征造成的。

　　学校的学习经历

常常会增强而不是削

弱家庭背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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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层面的研究结果常常令人失去信心。看起来学校所起的作用非常

小。有可能社会经济条件方面有优势的家庭能更好地强化和提高学校

作用，或者因为学校更善于使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孩子得到培养和发

展。通常情况下，学校会复制学生已有的优势地位，而不是让成绩分布

更平均。

通过ＰＩＳＡ研究得到的国际比较观点更让人鼓舞。尽管在所有的国

家（地区），家庭背景和教育成果之间都有明显的正相关，但一些国家（地

区）的情况表明，教育的高质量和公平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在这一章，我们以国际比较的视角确定了一组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帮

助政策制定者找出以提高学业成绩和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为目标的策略。

尽管所有可能的政策都要受到各国（地区）社会经济、经济和教育环境的

制约，但是国际比较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发现哪类政策可能最为有效。为

了评价它们提高学业成绩和促进公平的潜在能力，我们可以将教育政策

分为以下几类（Ｗｉｌｌｉｍｓ，２００４）。

学业成绩导向政策基于学生的学业成绩水平，为特定的学生提供特

定的课程计划或额外的教育资源。比如，对于可能在学龄前教育和学校

教育中落后的学生，有些学校教育系统提供了早期的预防课程，而在其他

的学校教育系统中，对于在最初几年的小学教育中无法跟上正常速度的

学生，它们会提供后期干预或补救课程。一些以成绩为导向的教育计划

试图为成绩好的学生提供合适的课程，比如天才教育。从更一般的意义

而言，如果教育政策包含将学生分流到不同类型课程体系中去的措施的

话，那就可以称之为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标的，这是因为它们试图使课程

计划和教学适应学生学习能力或学业成绩。留级有时也被视为一种以学

业成绩为导向的政策，因为通常情况下，决定学生留级与否主要取决于其

学习成绩。但是，许多情况下，留级并不需要调整课程计划或增加教育资

源，因此并不符合我们这里定义的以成绩为导向的政策。图４．１２中描述

了这类政策可能的影响作用。该图是根据图４．８画出来的，图中纵轴表

示学生成绩，横轴表示学生社会经济背景。成绩导向的政策关注的是成

绩较低的那部分，不考虑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在图中通过纵轴下端向上移

动的箭头表示，而不考虑学生在横轴上的位置）。图４．１２ａ中的实线表示

现在观测到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的斜率，虚线表示成

功实施了这类政策之后可能结果的斜率。

社会经济导向政策为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学生提供特殊的课程计划和

额外的教育资源。例如，美国为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孩子提供“先行一步”

学前教育项目，尽管他们已有大量的为可能出现问题的儿童或年轻人提

供的教育计划。除了社会经济背景外，一些教育项目还根据学生可能会

　　这可能是因为家

庭背景好的孩子能更

好的利用教育，或者

学校觉得他们更容易

教育……

　　……但是有些国

家（地区）教育既有高

质量，又高度均衡。

　　为提高成绩，达

到这些国际性标准，

可以采取好几种政策

……

　　……一些政策

试图为成绩差的学

生提供更多的教育资

源……

　　……一些政策帮

助那些社会经济背景

较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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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１２■ 学业成绩导向、社会经济导向、补偿性、全面性的教育政策

与学生水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半标准差的相应的数学成绩差异

犃．学业成绩导向政策
　

犅．社会经济导向政策

犆．补偿性政策
　

犇．全面性政策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产生问题的因素对学生进行选择，比如学生是否为新近的移民，是否少数

民族，是否生活在低收入的社区中。这些教育政策的最大特征在于根据

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进行选择，而不是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选择。

图４．１２ｂ表示这类政策想要产生的影响（通过向上移动的箭头表示）和想

要达到的结果（通过倾斜的虚线表示）。其关注的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

部分，不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在图中通过横轴左端向上移动的箭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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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而不考虑学生在成绩量表上的位置）。

补偿性政策为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学生提供额外的经济补助。这些政

策可以视为前述社会经济导向政策的分支，因其同样关注社会经济条件

差的学生，而非关注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但是，这类政策强调改善来自贫

穷家庭孩子的经济环境，而不是提供特定的课程计划或者额外的教育资

源。为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就是此类政策的一个例子。

更为普遍的是，在许多国家（地区），为贫穷家庭提供转移支付是国家

（地区）层面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杠杆。补偿政策与社会经济导向政策的

区别不是很明确。比如，一些地区采用补偿拨款公式对不同学校拨付

不同的教育经费，其区分依据就是学校生源的总体社会经济状况。从

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就是一种补偿政策，但是，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

会经济导向的政策，这是因为其目的是要为社会经济背景差的学生提

供额外的教育资源。图４．１２ｃ表示了这类政策想要产生的影响（通过

指向社会经济量表右侧的箭头表示）及其想要达到的结果（通过倾斜的

虚线表示）。

全面性政策试图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习成绩，其方法是通过对学校教

育制度各方面进行均衡的改革。通常情况下，全面政策的目标是改变教

育内容、改变教学计划实施步骤，改进教学方法或者改善学校和课堂的学

习环境。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结果公布后，一些权力机构要求进行重大的学校

改革，学校教育全日制化、调整入学年龄或增加语文课时间。这些都是全

面性教育政策。许多全面性政策通过改变学校结构特征来改善学生的学

习环境。还有的努力采用几种方法提高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程度，包括

更多参与家庭教育和更多参与学校管理。许多全面性的政策希望通过学

生成绩评估来改变老师的教学或加强学校或学校教育系统的责任制。其

潜在的信念在于，加强责任制会促使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改善学校和班级

的学习环境并更好地教育学生。图４．１２ｄ表示了这类政策想要产生的影

响及结果（通过倾斜的虚线表示）。

最后一种是全纳性政策，这种政策希望将边缘化的学生纳入到正常

的班级和学校中。全纳政策通常致力于将有能力问题的学生纳入正常的

班级，而不是把他们安排到特殊的学校或班级。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将

全纳政策视为广泛包容的改革，目的是使任何可能被区别对待的学生

进入正常学校，无论他们是有能力问题，还是来自少数民族，抑或社会

经济背景差，一些全纳政策试图通过诸如重新划分学校招生范围、合并

学校或者在社会经济水平差的地区建立磁石学校来缩小学校间的社会

经济差异。

为了提高学生成绩，是不是应该重点关注那些成绩差或社会经济背

　　……或者通过经

济补助改善他们的经

济条件。

　　还有一些政策试

图提高每个学生的成

绩……

　　……同时，其他

的政策试图包容那些

处境不利的学生，其

中包括减少社会经济

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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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差的学生呢？这是学校管理者通常面临的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个

有用的指标是整体的社会经济梯度线的斜率，以及相应的可由社会经济

背景解释的成绩变异比例。梯度线较为平坦的国家（地区）会发现学业成

绩导向的政策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相对有效。相反，梯度线很陡的国家

（地区）可能会发现成绩导向和社会经济导向的政策组合会更加有效。例

如我们前面提到过，加拿大、芬兰、冰岛、意大利、卢森堡、墨西哥、葡萄牙

和西班牙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国和

突尼斯等国的梯度线相对ＯＥＣＤ的平均水平要平坦（表４．３ａ）。这些国

家（地区）中成绩不好的学生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来自于背景差的家庭，

而且学校的表现与其总体社会经济水平几乎没有关系。因此，对他们而

言，专门指向社会经济背景差的学生的政策没法满足大部分学习成绩差

的学生的需要。然而，如果政策的目标是确保大部分学生达到某种最低

的成绩水平，那么，社会经济导向的政策在这些国家（地区）就会服务于很

大一部分的成绩优秀的学生。

相反，对于那些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成绩影响作用大的国家（地区），

社会经济导向的政策会将教育资源分配给需要这些资源的学生身上。举

个例子，我们比较一下图４．１３中的芬兰和德国。社会经济导向的政策主

要关注图中左侧的区域，这样会排除芬兰许多学校和学生，他们成绩相对

比较差但是社会经济背景好、位于图中右下方的区域。相反，学业成绩导

向的政策则会涉及到绝大部分成绩差的学生和学校。在德国，社会经济

背景与学生成绩联系更加紧密，社会经济导向的政策就会产生更大的作

用，这是因为德国有大量学生和学校位于图中左下方的象限。

尽管如此，在社会经济梯度线陡峭的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导向的政

策仍然可能被强调过头。在那些虽然社会经济梯度线陡峭，但社会经济

背景解释的成绩变异仅达到中等程度的国家（地区），同样有一大批社会

经济条件好而成绩差的学生。大部分情况下，社会经济导向的政策指向

的是社会经济条件很差的学生。例如，在捷克，如果在图４．１３左侧纵向

上下观察，也就是说，如果注意社会经济水平较差的部分，那么这类政策

没有涉及到的成绩较差的学生和学校的比例就会增大。这样一来，社会

经济导向的政策可能会忽视很大一部分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

学业成绩导向的政策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提高成绩较差的

学校的总体成绩，另一类着眼于提高学校内差生的成绩。这一章开头我

们描述过学校间成绩变异所占的比例（表４．１ａ），它可以成为判断某项政

策是否适当的有效指标。

如果学校间的成绩变异非常小，比如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

兰、挪威、波兰和瑞典，那么致力于提高校内差生成绩的政策就会更加有效。

　　在关注社会经济

背景差还是关注成绩

差的学生这两种政策

的抉择中，后者对社

会经济梯度线比较平

坦的国家（地区）会更

有效。

　　但是，对于学业

成绩差与背景条件差

两者紧密联系的国家

（地区），社会经济导向

的政策更为有效……

　　……尽管有些国

家（地区）梯度线陡

峭，如果两者关系不

够紧密的话，此类导

向的政策同样不能使

许多学生受益。

　　改进的策略可以

关注学生个体或者关

注学校，这要根据学

校内学生成绩变异的

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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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荷兰和土耳其

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巴西和中国香港，学校间成绩差异很大，因此政策需

要关注成绩差的学校，至少需要关注分层教育制度中各种类型的学校中

较差的部分。

补偿性的政策通过对家庭条件差的学生提供经济补贴以满足其需

要，有两个变量可以帮助我们评价这类政策是否得当。其一是学生社会

经济背景的分布偏态性，这可以作为测量国家（地区）内部经济条件不利

程度的指标；另一个是每个国家（地区）位于国际社会经济背景分布最低

１／６的学生比例（参见表４．３ａ第９栏和第１０栏）。在ＯＥＣＤ国家，分布

偏态值为－０．３１（这表明１５岁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向高的一边偏）。在

伙伴国，该值为０．１６（这表明１５岁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向低的一边偏）。

在一些收入较低的伙伴国（但在捷克、波兰、葡萄牙和土耳其等成员中也

一样），偏态值达到该值的１．５倍。这些数字说明低收入国家（地区）非常

需要补偿性的政策。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同社会经济导向的政策

一样，这类政策本身无法从根本上抬高或者拉平社会经济分布梯度线。

如果该类政策能够与全面性的政策以及成绩导向、社会经济导向的策略

同时实施，那么其实施将最为有效。

表４．５中也列出了一个全纳指数（参见第１２栏）（Ｗｉｌｌｉｍｓ，２００４）该

指数值越小，有社会经济隔离的学校就越多。该指数值越大，进行社会经

济隔离的学校就越少。［１９］从所有国家（地区）来看，学生平均成绩与全纳

指数之间呈正相关。这表明，越是进行社会经济全纳的国家（地区），其总

体成绩就越好。而且，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社会经济梯度和社会经济全

纳之间呈负相关，就是说社会经济全纳更强的国家（地区）社会经济梯度

线更趋平坦。将以上结果综合起来看，我们发现学校教育系统全纳性更

强的国家（地区）不仅成绩更好，而且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差异

也更小。在一些国家（地区），由于城乡之间的经济隔离，以及城市居住区

的隔离，社会经济隔离非常牢固。但是，如果过早地将孩子分流到不同类

型的课程体系中，这样的教育政策同样可以导致隔离。

为了提高这些国家（地区）教育的质量与公平性（即，使梯度线变得又

高又平），必须对学校间的差异特别关注。减少学校的社会经济分离可以

作为一种策略，同时，为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课程体系进行不同的资源分

配，努力为学生提供因人而异的教育机会，这些都是可采取的策略。如果

一个国家（地区）全纳指数小，那么了解国家（地区）内部学校资源的配置

与学校生源的总体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其他国家（地区）学

校间的社会经济隔离比较少———就是说，学校间的总体社会经济水平相

当。这些国家（地区）的教育质量（梯度线的高度）和教育公平（梯度线的

　　一些国家（地区）

需要关注成绩差的学

校，另一些主要面对

的是学校内的差异。

　　……一些国家

（地区），学业差的学

生更趋集中，这种情

况就更需要采取以社

会经济条件导向的政

策。

　　学校间社会经济

隔离严重的国家（地

区），由社会经济背景

导致的学业成绩差异

就比较大……

　　……在这些国家

（地区），一些学校需

要更多的补助，而在

其他国家（地区），只

有从学校内部入手，

才可能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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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主要受到学生成绩与每所学校内学生个体社会经济背景之间关系

的影响。在这些国家（地区），要提高教育质量和公平性，就需要非常关注

学校内部。减少学校内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不同的学生之间的分离，这

不啻为一种策略，同时还需要考察一下学生在课堂内的分组方式。而且，

还需要对学习差的学生进行直接的帮助。在这些国家（地区），了解学校

内的资源分配与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特征如何相互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在考虑ＰＩＳＡ提供的信息时，政策分析会倾向于关注学校教育

系统，特别是中学教育系统的特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ＰＩＳＡ测量的是

１５岁的学生。实际上，这份报告中对于学校教育效能的分析是基于小学

后期或者中学水平的学校教育特征数据。但是，ＰＩＳＡ并非一项针对青少

年在之前几年的学校教育中所学到了什么的评估，也不是对中学阶段学

到什么的评估。它是一种对从出生就开始的学习发展的说明。一个国家

（地区）的ＰＩＳＡ结果与其在学生婴儿期和学前期所给予的照顾和刺激的

质量以及儿童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获得的学校和家庭学习机会有关。

这样看来，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性需要一种长期性的视角和宽广

的视野。对一些国家（地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采取措施保护其少年儿

童的健康发展，或者改进儿童早期的教育。对另一些国家（地区）而言，这

个可能意味着需要社会经济的变革以使得家庭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照

顾。但是对很多国家（地区）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努力提高社会经济全纳

性和改进学校提供的服务。

　　在进行政策权衡

时，需要考虑到其对

１５岁学生的长期影

响……

　　……而且要有宽

广的视野，要注意到

童年早期和家庭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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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３■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学校内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

背景的关系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注：每一个标记表示ＰＩＳＡ的一个样本学校，标记的大小与各学校１５岁学生的数量相对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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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３（续１）■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学校内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

背景的关系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注：每一个标记表示ＰＩＳＡ的一个样本学校，标记的大小与各学校１５岁学生的数量相对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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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３（续２）■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学校内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

背景的关系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注：每一个标记表示ＰＩＳＡ的一个样本学校，标记的大小与各学校１５岁学生的数量相对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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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３（续３）■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学校内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

背景的关系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注：每一个标记表示ＰＩＳＡ的一个样本学校，标记的大小与各学校１５岁学生的数量相对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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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１３（续４）■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学校内学生成绩与学生社会经济

背景的关系 　 　
学校成绩与学校社会经济背景的

关系

注：每一个标记表示ＰＩＳＡ的一个样本学校，标记的大小与各学校１５岁学生的数量相对应。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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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国家（地区）间成绩差异可以解释学生数学成绩总体方差观察值的１０％，而国家（地区）内部学校间的成绩差异可

以解释２８％，国家（地区）内部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可以解释总体方差的６１％（表５．２１ａ）。

［２］尽管在数学、科学和阅读三个领域，社会经济背景和学生成绩之间的总体关系比较相似，但在一些国家（地区）中

这种关系会有变化。比如在捷克、匈牙利、韩国和伙伴国巴西、突尼斯和乌拉圭，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

对学生科学成绩变异的解释百分比低于对数学的解释百分比３．０到５．８个百分点，但是在德国，对数学的解释百

分比低于对科学的解释百分比３．２个百分点。同样地，捷克、希腊、匈牙利、韩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伙伴

国巴西、突尼斯和乌拉圭，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所解释的阅读成绩差异相对数学差异要低３．１到６．７

个百分点，但是在奥地利阅读则要高５．０个百分点（参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３］变异通过统计方差来表示。该方差是通过对标准差平方得到的，这在第二章曾提到过。在进行比较时，我们采用

了方差而非标准差，因为采用方差可以对学生成绩变异进行分解。由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中已经解释的一些原因，而且最主要是因为该表格中的数据仅仅包含有效的社会经济背景数

据的学生，所以这里的方差可能与第二章中的标准差的平方不一致。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中，我们还解释了

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地区）学校间和学校内方差之和与总方差有微小的差异。平均数是通过对表格中所有ＯＥＣＤ

国家（地区）的计算得出的。

［４］对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黑山的数据未能得到。黑山的人口占全国的７．９％。“塞尔维亚”是塞尔维亚和黑

山共和国塞尔维亚部分的简称。

［５］ＯＥＣＤ的平均值是通过对各国数据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到的。这一平均值与第二章中ＯＥＣＤ平均标准差的

平方不同，因为后者包含了国家（地区）间的成绩变异，而前者仅简单地对各国内部成绩变异进行了平均。

［６］要注意，这些结果同样受到国家（地区）内部如何定义学校、学校如何组织以及抽样单位的影响。例如，有些国家

（地区）的ＰＩＳＡ样本学校以学校管理单位来定义（即使这些学校拥有位于不同地区的几所分校），比如意大利；有

些国家（地区）的样本学校单位则被定义为大教育机构中为１５岁学生提供教育的那部分；还有些国家（地区）的样

本学校单位被定义为独立的校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地区），样本学校单位从管理角度来定义（例如，拥有校长的

一个实体机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中对如何对学校定义有总体的描述。还要注意，因为

学生的抽样方式，校内变异不仅包括班级间，也包括学生之间的。

［７］在所有国家（地区）中，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两个数学量表间的变化非常小，可以用来估计趋势数据。从进行比较的

角度考虑，这里仅列出了数学总量表的结果，尽管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数据中没有包括四个数学量表中的两个。

［８］在比利时，这种差异可能源于ＰＩＳＡ抽样中对学校定义方式上的变化。

［９］这里采用了父亲或者母亲的职业进行比较，选择其中ＰＩＳＡ职业地位社会经济指数较高的一个。

［１０］这里选择了母亲的教育水平进行比较，因为文献资料表明其与孩子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但是，如果考察父亲的

教育水平，这种关系比较相似。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来看，父亲完成中学教育的孩子与父亲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孩子

的成绩差异为４０分（表４．２ｃ）。

［１１］为了进行这种比较，我们对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进行综合考察，选择两者中更高的一个与学生成绩计算相关。

为了得到一个连续的量以进行回归分析，我们根据表Ａ１．１把教育水平转换为学校教育的年限。

［１２］进行这一分析时，将移民家庭现在的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看作他们在迁入移民国家（地区）时是否合格的标识。

需要注意的是，移民家庭当前的情况会因为移入国家（地区）的融合政策及具体实施而有所不同。因此，在确定国

家（地区）间有无移民背景的学生成绩差异的可能决定因素时，该结果很可能高估移民人群自身的作用，同时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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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移民融入政策的作用。

［１３］换算方法参见附件Ａ１．１。

［１４］对家庭教育资源的测量基于学生对以下几项内容的报告：在家里有一张学习用的书桌，有自己的房间，有安静的

地方学习，有一台电脑可以用来完成学校作业，有教育软件，能上网，有自己的计算器，有古典文学作品，有诗集；

有艺术品（比如绘画作品）；有教辅书籍，有词典。

［１５］这些结果是通过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进行均分为四等，然后考察每一部分与数学成绩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

果：犻）最低的１／４：ＯＥＣＤ总体（各国加权平均，译者注）为０．３３６（０．０１４），ＯＥＣＤ均值（各国算术平均，译者注）为

０．２９７（０．００９），犻犻）最高１／４：ＯＥＣＤ总体为０．１７９（０．０１２），ＯＥＣＤ均值为０．１４７（０．００７）。

［１６］ＯＥＣＤ国家的方差的平均解释率和所有国家（地区）的平均斜率与表４．３ａ上的ＯＥＣＤ平均值和总体值不相同，这

是因为后者中还反映了国家（地区）间的差异。

［１７］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中，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包含了家庭财富的成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数据分析表明，由于一些潜

在的问题，家庭财富很难在各个国家（地区）和文化间进行比较，因此我们从指数中去除了家庭财富一项。尽管如

此，家庭财富对指数的影响作用很小。为了进行跨时间的比较，我们也对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指数在去除家庭财富后进行

了重新计算。因此，２０００年的结果在这份报告中与２００１年出版的报告中稍有区别。

［１８］结果分解是学校间斜率、校内斜率以及η
２的函数，它是学校间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异部分。η

２可以被视为是对社

会经济背景隔离的测量指标（Ｗｉｌｌｉｍｓ和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５），从理论上来讲，该值可以在０和１之间变化，０表示完

全无任何隔离的教育制度，每所学校间的社会经济水平分布都相同，１表示完全隔离的教育制度，即每所学校学

生的社会经济背景都相同，但是各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平均值互不相同。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等式：１－η
２，该

等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全纳指数，它可以从０到１变化，０表示隔离的学校教育体制，１表示完全无隔离的学校教

育体制。借助隔离和全纳指标，总体的斜率与学校间和学校内的斜率关系为：β狋＝η
２
×β犫＋（１－η

２）×β狑，β狋表

示总体斜率，β犫表示学校间的斜率，β狑表示学校内的平均斜率。

［１９］更具体的说，该指数是１减去学校间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指数变异部分所得的结果，注１８中进行过

解释。



书书书

５

第五章

学习环境和学校组织

概述 　　………………………………………………………………………………１７２

学习环境和学校风气 　　……………………………………………………１７４

　■ 学生对教师给予他们个人支持的认识 　　……………………１７４

　■ 影响学校数学学习氛围的学生因素 　　………………………１７７

　■ 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 　　………………………………………１８２

　■ 学校风气各因素的综合作用 　　……………………………………１８７

学校政策和实施 　　……………………………………………………………１８９

　■ 学校录取政策 　　…………………………………………………………１９０

　■ 学校评价机制和实施 　　………………………………………………１９１

　■ 学校管理方法 　　…………………………………………………………１９４

　■ 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的综合作用 　　……………………………１９９

投入教育的资源 　　……………………………………………………………２００

　■ 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 　　………………………………………………２００

　■ 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和质量 　　……………………………………２０５

　■ 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的质量 　　………………………２０８

　■ 公众或私人利益相关者 　　…………………………………………２１０

　■ 学校资源的综合作用 　　………………………………………………２１３

造成学校成绩差异的原因 　　……………………………………………２１４

教育机构差异 　　………………………………………………………………２１９

政策启示 　　………………………………………………………………………２２３



１７２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５
　
第
五
章
　
学
习
环
境
和
学
校
组
织

概述

第四章介绍了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成绩的重大影响，也暗示了其对

教育机会分配的重大影响。同时，教育政策并不能直接改变许多不利的

社会经济因素，至少短期内不会。比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只能逐渐提

高，家庭平均经济状况不仅依赖于国家（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还依赖于

鼓励个人节约的文化的形成。社会经济劣势的影响巨大，而且这种劣势

仅能在长时期内发生改变，这一事实向教育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至关

重要的问题：学校和学校政策怎样才能提高学生成绩，促进学生机会

均等？

２０００年ＰＩＳＡ的结果表明，如果期望水平高、学生愿意付出努力、能

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遵守纪律，并且师生关系良好，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学

生和学校会有更优异的表现。基于这一结果，这一章分析政策杠杆和学

校层面的特征，通常认为它们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成绩，促进教育资源均衡

配置。

但是，类似ＰＩＳＡ的研究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类问题做出解释，

这是由于ＰＩＳＡ这类国际性的调查比较无法涵盖许多重要的背景因素，

而且这类调查没有考察长期的过程，这样就无法建立强有力的因果

联系。

ＰＩＳＡ所考察的学校因素是根据以下三方面的研究选出的：

■ 有效教学研究，该研究倾向关注课堂管理和教学策略，比如学生

的学习机会，学习时间，课堂行为的监控，教学方法和学生分类

方法。

■ 学校效能研究，该研究关注学校的组织和管理特征，比如学校和班

级的氛围，成就导向，学校的自主性和教育领导，评价机制与具体

实施办法，家长参与和师资的发展。

■ 与学校教育成果有关的经济因素研究，该研究关注投入学校的资

源———比如学校规模；师生比；学校硬件设施和教育资源的质量；

教师的工作经验，职业培训和报酬———并且关注这些因素如何转

变为教育成果。

ＰＩＳＡ提出的关于学生和学校校长的问题要平衡地体现以上三方面

的研究，集中于那些得到先前的经验性研究支持的方面。但是，由于无法

获得学生学习机会的数据，所以就不能深入了解有效教学及学习时间方

面的信息［１］。另外，由于没有收集教师的数据，因此，只能通过学生和学

校校长的看法间接地推断教学和学习情况。

　　面对学生背景带

来的长期影响，学校

该怎么做？

　　先前的结果表明

学校特征会导致差

异，这一章以这一结

果为基础……

　　……同时考察通

常被认为有助于提高

学生学业水平、促进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

政策杠杆作用。

　　分析是基于已知

的提高学校教育的方

法……包括研究有效

的教育和教学……

　　……研究学校如

何有效运作……

　　……并研究关系

到教学成果的经济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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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与学生实际学习联系最紧密的因素对学生学业影响最大

（比如，Ｗａｎｇ等人，１９９３），而对那些与课堂关系不紧密的因素，则很难估计

其影响作用。因此，这章按照各因素与课堂关系由近及远的顺序进行探讨：

■ 首先考察学校风气和班级、学校的学习环境；

■ 然后转而考察不同的学校政策及实施情况与学生成绩之间的联系；

■ 接着探讨学校资源对于学生和学校成绩的影响作用；

■ 最后考察教育系统结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各参与国（地区）学生

分层和教育机构分类的特点和程度。

由于上述每个类别中的各因素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一部分都

要考察该部分所有因素综合作用。

对于学校成绩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考察也同样重

要。例如，第四章曾谈到，社会经济因素不仅在学生个体层面上起作用，

而且还通过它们形成的学校整体学习环境起作用，比如，学生的社会经济

背景良好，他们就可以选择好学校，或者通过创造一种更有益于学习的环

境，获得较好的学习条件。因此下列各部分同样考虑了学校因素和学生

社会经济背景之间的相互联系。

结论部分综合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并且在考虑了其他各因素作用

之后，试图确定每个因素对于学校表现的特定作用。以此为基础，通过国

际比较就可以得出政策经验。

专栏５．１ ■ 对学校数据及其与学生学业成绩关系的解释

一些指标是通过综合学生或校长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回答获得的。这些问题是从理论和

先前研究较大的概念中选取出来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理论上预期的指标分类，并验

证它们跨国（地区）的可比性。为此，一个模型既要在每一个国家（地区）中单独地进行估计，

也要对所有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综合起来进行估计。要更详细地了解指标结构，参见附录Ａ１。

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的指标基于学生和校长对以下两方面的解释，包括学校的学习环境和组织

管理，以及开展学习活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这些指标源于自我报告数据，而不是外部观察，

因此可能会受到人们应答行为上文化差异的影响。比如，学生对课堂环境的自我认识无法完

全反映真实的课堂环境，或者可能由于某种反应更受社会称许，学生会选择与他们实际认识

不同的反应。

在解释数据时需要注意我们在收集校长数据中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 第一，平均每个ＯＥＣＤ成员仅调查了２７０名校长，并且其中５个国家的受调查人数少于

１５０人。

　　本章从学生在课

堂中的直接经验开

始，然后转到更广泛

的学校和学校系统的

特点中去……

　　考虑这些因素互

相之间是怎么相互影

响的以及与社会经济

背景之间的交互作

用……

　　……最后发现各

个因素的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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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尽管校长能够提供其学校的信息，但是对每所学校仅归纳单一渠道的信息（然后再把这

些信息与学生填报的内容作比较），这并不合理。最重要的是，学生在每一测评领域的成绩取

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他们之前所接受的所有教育，不仅仅是他们受现任教师教育的结果。

■ 第三，对于某些与教师有关信息，校长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信息提供者。比如教师的工作热

情和敬业精神。

■ 第四，１５岁的学生自己感觉到的、也就是ＰＩＳＡ所能考察的学习环境只能部分地反映出形成

他们１５岁之前教育经历的学习环境，尤其是在某些教育体制中，即学生在不同的教育阶段

（学前、小学、初中、高中）要在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中学习。就这方面来说，１５岁学生当前

的学习环境与之前的学校生活并不相同，ＰＩＳＡ收集的学习环境数据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学生

不断累积的学习环境数据，因此，其对学习结果的作用往往会被低估。

■ 第五，在一些国家（地区），界定学生接受教育的学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１５岁的学生

可能在不同的类型的学校里，这些学校的层次和培养目标并不相同。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学校问卷的信息仍具有指导意义，它可以为国家（地区）和省级权力

机构落实它们的教育目标提供独特的启示。

这份报告中所出现基于校长报告的信息都是经过加权处理的，因此，它反映了每所学校

中１５岁学生的数量。

除非另外说明，本章中学生成绩的比较指的是综合数学量表上的比较。

学习环境和学校风气

这部分考察学校风气及班级和学校的学习环境，关注学生感受到的

他们从教师身上所获的个人支持的程度，以及他们对师生关系、学校纪律

状况的认识。其中还包括校长对学生和教师行为的看法，对学校里学生

的积极性和教师工作热情的看法。

学生对教师给予他们个人支持的认识

提高成绩水平关键依赖于有效的支持体系，该体系可以为学生、教师

和学校管理提供专业的建议和帮助。各国（地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

不同的措施（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ｃ）。有些国家（地区）主要关注学生群体的差异

性，根据学生的需要提供服务，面向的学生群体包括需要特殊教育或社会

帮助的，或者是需要教育及职业生涯咨询的。一些国家（地区）构造学校

与学校、学校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以推动教师和学校工作的进

步。还有其他一些措施涉及整个学校体系，而且通常包括外部的职能部

门。一些国家（地区）设立独立的专业支持机构，而一些国家（地区）将支

持体系融入学校管理机构、学校监督机构或者学术部门。

　　学习环境和氛围

是从学生和校长填报

的问卷中得出的。

　　不同国家（地区）

对学生的支持策略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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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种支持措施中，学生从教师处获得个人学习帮助都是最

为核心的部分。有关学校教育成效的研究表明，如果教师的教学方

法显示出他们关注学生进步，期望所有学生达到适当的学业标准，并

且他们乐于为此帮助所有学生，那么，学生（特别是那些学习较差的

学生）会从中受益。这就是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所考察的学生支持方面的

内容。

为了检查上述教学措施在不同国家（地区）中的被采纳的普遍程度，

我们要求学生指出教师以下行为在数学课上出现的频率，比如关注每个

学生的学习，当学生需要时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帮助，帮助学生学习，教到

学生弄懂为止以及允许学生发表个人观点。［２］

根据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的结果，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提供个别化

帮助的支持程度（至少在学生眼里）不完全相同，国家（地区）之间存

在很大差异。在冰岛、墨西哥、葡萄牙、瑞典、土耳其和美国以及ＰＩＳＡ

伙伴国巴西、俄罗斯、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２／３的学生报告说教师

在每一节或至少一节数学课上表现出对每个学生学习的关注，这一

比例在德国和希腊只有４３％（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５８％）（图５．１和表

５．１ｂ）。

实际上，德国、希腊和卢森堡有１８％的学生报告说他们的教师在数

学课上从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表现出对每个学生学习的关注（想了解具体

数据，参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在全部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仅有

６６％的学生报告说教师通常在学生需要时提供额外的帮助，仅有６２％的

人报告教师在数学课上教到学生们弄懂为止。

我们可以把学生对这些不同问题的回答归纳为一个教师的支持指

标。将ＯＥＣＤ平均值设为０，如果指标值大于０，就表示学生对教师在数

学课上支持性的认识高于均值，负值则表示这一认识低于均值。［３］

通过在不同国家（地区）间比较教师在数学课上对个人学习的帮助这

一指标，我们发现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冰岛、墨西哥、新西兰、葡萄牙、

瑞典、土耳其和美国以及伙伴国如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泰国、突尼

斯和乌拉圭的学生对这一指标的感受最积极肯定。相反，奥地利、德国、

日本、卢森堡和荷兰的学生对这一指标的感受水平最低。从已知的数据

中无法评定这些结果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教师态度和采取措施的真正差

异，该差异既指国内的，也指国际间的。由于每个国家（地区）的学生做出

了他们自己的判断，所以数据仅仅反映了学生的主观认识。尽管存在这

些问题，一些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因此值得我们注意（图５．１

和表５．１ａ）。

　　……但是在大多

数措施中，教师对学

生个别支持是最核心

的要素。

　　有的国家（地区）

大多数学生感到教师

对他们的支持，有的

则只有少数感到这种

支持，这因国家（地

区）而异……

　　……而且，相当

多的学生感到在他们

需要帮助时没有得到

帮助。

　　一个总指标……

　　……表明学生感

受到的从教师那里得

到的支持在不同国家

（地区）之间差异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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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 ■ 教师在数学上的支持

 

    

１．该学校处于第５个百分位数，仅有５％的学校学生眼中的教师支持比它更差。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它比９５％的学校学生眼中的教师支持更好。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ａ和５．１ｂ。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１７７　　

５
　
第
五
章
　
学
习
环
境
和
学
校
组
织

在一些国家（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教师支持的认识也有很大的

差异。图５．１最后两栏提供了学校间这方面的变异指标：５％的１５岁学

生所在学校的教师支持被评定为比第一栏中的更差，另有５％的学生所

在学校的教师支持被评定为比第二栏中更好。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意大利、墨西哥、斯洛伐克和美国，以及伙伴国列支敦士登和乌拉圭这些

国家，不同学校学生对于教师支持的认识有很大不同，这可以通过各学校

教师支持指数在第９５个百分位和第５个百分位之间的差别看出来。这

说明此类问题同特定学校和学校的类型有关，因此，着力提高教师支持的

教育方针会非常奏效。相反，在韩国、日本以及伙伴国（地区）中的中国香

港、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澳门，学校间在教师支持认识上的差异最不显著，

表现为学校间差异很小，这表明对教师缺乏支持的认识更可能是教育系

统的普遍问题。

在一些国家（地区），学生对教师支持的认识有较大的性别差异，比如

在奥地利、德国和瑞士以及伙伴国列支敦士登和塞尔维亚，［４］女生报告

数学课教师支持较少，而在葡萄牙、土耳其、美国以及伙伴国泰国情况正

好相反。

对由较差的学生和主要由后进生组成的班级，教师通常会更多地采

取支持性的教学方法，这样，教师支持和学生学业会有负相关。但同时，

假如教师的鼓励确实有效，我们就可以推测那些获得较多支持的班级学

习会更好。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估计教师支持和学生学业之间的关系复

杂，而且通常这种联系很微弱。［５］如果想确定教师支持如何影响学生和

学校获得成功，这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影响学校数学学习氛围的学生因素

ＰＩＳＡ中学校和学生情境问卷包括一些涉及学生态度和行为的

题目，它们能够确定和比较学生、校长对此类影响学校风气因素的

认识。

校长需要指出在何种程度上学生学习受到诸如旷课、饮酒、吸毒以及

扰乱课堂的影响。他们还要评估学生的学习上进心，提问如学生是不是

喜欢呆在学校，学习有没有热情，是不是对学校感到骄傲、是不是看重学

业成绩，是不是乐于合作以及是不是有礼貌等。学生则被问到在他们的

数学课上某些混乱情况有多频繁。比如，学生要指出数学课上“学生学习

力不从心”、“课堂吵闹无序”以及“课堂最初五分钟什么也不做”的出现

频率。

但是，解释这些数据时要谨慎。在考虑学校风气时，不同国家（地

　　在一些国家（地

区）内部，学校间也有

很大的差异，但并非

所有国家（地区）都这

样。

　　……在一些地方

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因为教师可能更

多地帮助差生，所以

很难测量教师的帮助

对提高成绩有多大作

用。

　　校长和学生都被

问到关于学校风气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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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甚至不同学校的学生和校长会采取不同的标准。比如，在旷课学

生少的国家（地区），校长会认为纪律问题主要是学生旷课引起的，而旷

课比率高的国家（地区）校长看法会与此不同。类似的，学生倾向于将

班级或学校的纪律情况同他们自己的经验相比来做判断，而不是和

某些客观标准或国家（地区）平均水平做比较。尽管解释上存在这些

问题，但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所反映的许多模式在各国（地区）都有惊人的

相似。

在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校长认为对学习影响最大的学生

因素是旷课：平均来看，４８％的１５岁学生所在的学校校长认为旷课或

多或少地影响１５岁学生的学习。另一个最常被提及的影响学习的因

素是破坏课堂纪律，平均４０％的校长提到这点。紧随其后的是学生逃

课，有３０％的校长提及；然后是学生饮酒或吸毒，有１０％的校长提及；

以及学生威胁或欺负别的学生，有１５％的校长提及。（图５．２和表

５．２ｂ）

在学生看来，课堂吵闹无序是最经常报告的数学课堂纪律问题，有

３６％的学生报告这种情况在每一节课或至少大多数课堂上出现。根据

ＯＥＣＤ成员的平均值，超过１／４的学生报告在每一节课或至少大多数课

上，学生在上课很长一段时间后还没开始学习，有１／３的学生报告教师必

须等很长时间让学生安静下来或者学生根本不听教师的话。（图５．３和

表５．３ｂ）

这些平均数说明了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总体趋势，但是却掩盖了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之间相当大的差异。为了考察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

状况，我们采用校长和学生的数据构造了一个总指标。对于学生有关纪

律状况的报告，指标值越高于零，就说明学生对数学课教育氛围越是持有

积极的看法。对于学校层面的指标，高于零的指标值，反映了校长对纪律

状况的积极看法，就是说，他们认为此种指标所指代的各种因素对学习的

影响低于ＯＥＣＤ的平均水平。相反，低于零的指标值表明他们认为学校

风气（学校水平的指标）和纪律状况（学生水平的指标）都低于ＯＥＣＤ的

平均值。（表５．２ａ和表５．３ａ）

在把学生的观点通过纪律状况总指标进行比较时，奥地利、德国、爱

尔兰、日本和伙伴国拉脱维亚及俄罗斯的学生对纪律状况评价积极，而希

腊、卢森堡、挪威和伙伴国巴西的学生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图５．３和表

５．３ａ）。根据校长的看法，纪律状况最佳的是日本、韩国和伙伴国乌拉圭，

最差的是伙伴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突尼斯以及ＯＥＣＤ成员加拿大、

希腊、新西兰。

　　旷课和破坏纪律

是校长提到的最多的

两个问题……

　　……而学生最常

提到的纪律问题是为

吵闹无序。

　　总的指标概括了

校长和学生的回答，

以及国家（地区）之间

的差异程度。

　　学生和校长评分

认为日本的纪律最

好，希腊的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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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 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

 

 

１．该学校处于第五个百分位数，仅有５％的学校校风比它更差。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它比９５％的学校校风更好。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２ａ和５．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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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 ■ 学生对数学课堂纪律的看法

１．该学校处于第五个百分位数，仅有５％学校的数学课纪律比它更差。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它比９５％的学校数学课纪律更好。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３ａ和５．３ｂ。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１８１　　

５
　
第
五
章
　
学
习
环
境
和
学
校
组
织

然而，根据对学校风气的认识，即使在国际上表现相当优异的国家

（地区），其校长在回答中也表明存在问题。比如，以日本和韩国为例，这

两个国家（地区）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因素的综合指标得分最高。

日本３９％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旷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学生

的学习（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４８％），１３％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学生扰

乱课堂纪律影响了学习（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４０％），２３％的校长指出学生逃

课影响了学习（ＯＥＣＤ均值为３０％），３２％的校长认为学生缺乏对教师的

尊敬影响了学习（ＯＥＣＤ均值为２２％），７％的校长指出学生威胁或欺负

别人影响了学习（ＯＥＣＤ均值为１５％）。在日本，校长认为并不存在学生

饮酒和吸毒的问题（１％，ＯＥＣＤ均值为１０％）。与此类似，韩国１７％的

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旷课或多或少地影响学生的学习，１８％的

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存在学生扰乱课堂纪律的问题，１３％的学生所在

学校认为有学生逃课的问题，２３％的学校认为存在学生不尊重教师的问

题，１３％的校长（２０００年此指标为１１％）指出学生饮酒和吸毒影响学习，

１３％的校长（２０００年次指标为１０％）指出学生胁迫或欺凌他人或多或少

地影响了学习（表５．２ｂ）。这表明，即使是问题最少的国家（地区），也有

提高的空间。

总体上说，学生和学校校长的回答模式与２０００年ＰＩＳＡ中的观

察相当一致（表５．２ｂ和表５．３ｂ）。［６］然而，有一些差异值得注意。比

如，在丹麦和伙伴国印度尼西亚，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中报告学

生旷课或多或少影响学习的百分比增加了２０％。相反，在芬兰和希

腊，报告这一问题的比例比２０００年明显减少。类似的，在丹麦、新西

兰、波兰和伙伴国印度尼西亚，报告１５岁学生扰乱课堂纪律影响学

习的校长增加了１０％，但在芬兰、卢森堡和葡萄牙这一比率大致减少

了１０％。

对学校风气的认识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怎样呢？图５．３中，

ＯＥＣＤ成员平均来说，学生对纪律状况的认识的ＰＩＳＡ指标每增加一个

单位，其数学成绩就会提高１８分，在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日本、葡萄

牙、土耳其、美国和伙伴国家（地区）巴西、中国香港、列支敦士登、俄罗斯

和泰国，数学分数的增长在２０到３３之间。同样，那些校长认为影响学校

风气的学生因素造成的学生分数变化量也很接近。这些关系如何产生？

什么样的环境或中介因素可以影响它？在最初的报告中并不能给这些问

题的答案，要解答它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比较各国（地区）

数据来看，有趋势表明校长对学校风气的认识越积极肯定，该国的学生学

业越好，但是这一关系仅仅解释了ＯＥＣＤ国家（地区）间学生成绩变异约

５％的部分，因此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学生对纪律状况的认识上，情况

　　……然而即使在

评分最高的国家（地

区）也仍有改进的空

间。

　　一些国家（地区）

纪律问题变得更严重

了，而另一些国家（地

区）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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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相同。

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

询问校长的问题中还包括他们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的认

识。尤其是，校长要指出在他看来学校中以下几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学生学习，比如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值低，师生关系差，教师缺勤，教

职工不愿改进工作，教师无法满足学生的个别需要，没有鼓励学生充分

发挥个人潜能。将校长的回答综合起来就构成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

素综合指数。正值表示校长认为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对学生学习

作用很小，负值表示校长认为教师行为对学生学习影响相比ＯＥＣＤ的

均值更大。

就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均值来看，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

评价较为积极。尽管如此，３３％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由于教

师无法满足学生个别需要，学生学习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接下来几个常

被提及的影响学习的因素是教职工不愿改进工作（２６％），没有鼓励学生

充分发挥个人潜力（２３％），教师对学生期望值低（２２％），教师缺勤（１９％）

和师生关系差（１７％）（表５．４ｂ和图５．４）。

如果把这些回答综合成校长对教师因素的认识指数，那么，丹麦、匈

牙利、冰岛、韩国、波兰、斯洛伐克和瑞士的教师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

素评价最为积极（较大的正指数），而荷兰和土耳其以及伙伴国家（地区）

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和突尼斯的校长倾向于认为问题严重（较大的负指

数）（表５．４ａ）。

在一些国家（地区），特别是加拿大、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韩

国、墨西哥、波兰、西班牙、土耳其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巴西、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俄罗斯、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各学校校长对

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评价差异很大。假定校长的认识反映了学校

的真实情况，这就表明，这些国家（地区）需要重视教师素质并制订相应

的政策。图５．４的最后两栏中提供了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在学校

间的变异量：５％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因素被评定为比第１栏

中的更差，另有５％的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因素被评定为比第二栏中更

好。这两个数据的差异越大，学校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的

认识差异就越大。

如同人们预期的一样，在大多数国家（地区），校长对影响学校的教师

因素的评价同学生的数学学习有正相关，就是说，校长越是担心影响学校

风气的教师因素，学生的数学学习越差。但在许多国家（地区）中，这一关

系并不紧密。

　　校长还要报告教

师态度、行为和师生

关系是否会影响学

习……

　　……并且虽然总

体上说校长对教师的

评价是积极的，但少

数学校仍有问题。

　　与教师有关的因

素对学校氛围的影响

也能进行跨国（地区）

比较……

　　……并且结果显

示国家（地区）之间及

国家（地区）内部都存

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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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４ ■ 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

１．该学校处于第５个百分位数，仅有５％学校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比它更差。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它比９５％的学校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更好。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４ａ和５．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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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各国（地区）进行比较来看，那些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

因素评价积极的国家（地区）学生学习会更好，但是这种关系仅仅解释了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之间学生成绩变异的１４％，因而统计上并不显著。

对大多数国家（地区）而言，２００３年ＰＩＳＡ调查中校长对影响学校风

气的教师因素的看法几乎与２０００年的相同。但是仍有一些例外（表

５．４ｂ）。尤其是希腊，其校长２００３年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的评价显

著高于２０００年。比如，在希腊，１５岁学生所在的学校校长认为由于师生

关系差或多或少影响学生学习的比率从６２％显著地下降到４１％。［７］与

此类似，对于涉及没有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潜能、教师缺勤、教师无法满足

学生的个别要求的问题，分别下降了３２个百分点、２７个百分点、２４个百

分点。相反，在加拿大、捷克、丹麦、日本、新西兰和伙伴国家（地区）中国

香港、印度尼西亚，２００３年校长对这四个方面中至少有三个的评价更差。

例如，日本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报告学习或多或少受到教师不

愿改进工作影响，这一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９％上升到２００３年的４２％。与

此类似，对于涉及教师对学生过分严厉以及无法满足个别学生需求的问

题，日本的校长的回答分别增加１７个百分点和１４个百分点。然而，在解

释这些数据时，需要考虑到学校所处的教育环境。例如，在那些报告教师

不愿改进的校长人数比例很高的国家（地区），这可能仅仅表明在２０００至

２００３年间，该国出现了影响教师工作的巨大变化或改革，这些变革对教

师提出了新的挑战。相反，对教师不愿改进工作的报告比率较低可能反

映了教育系统没有大的变革（表５．４ｂ）。

除了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外，校长还要评价教师的工作热情和敬

业精神。为此，他们需要指出，对下列涉及其学校教师的表述，他们在多大

程度上赞同或者否认：“教师们工作积极热情”，“教师们为学校感到自豪”以

及“学校里教师们士气高昂”。总的来说，校长认为教师工作热情很高。１５

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对教师士气高昂持赞同、非常赞同态度的比例仅在

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低于８０％。类似的，认为教师工作有热情的校长

比率仅在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斯洛伐克、土耳其及伙伴国巴西和塞尔维

亚低于８５％。在所有参与的国家（地区）中，大约８０％或更多的１５岁学生所

在学校的校长认为教师为学校自豪，重视学生学业成绩（图５．５和表５．５ｂ）。

根据校长的回答，我们可以得出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指数。

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设为零，标准差为１，这样，指数高说明认为教师工

作热情、敬业精神高。奥地利、丹麦、芬兰、冰岛、瑞典和伙伴国印度尼西

亚的指数值最高，这表明他们的校长对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评价

最高。相反，意大利、韩国、葡萄牙和伙伴国家（地区）中国澳门、塞尔维亚

的校长报告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比较低（图５．５和表５．５ａ）。

　　大多数国家（地

区）２００３年的情况与

２０００年的差不多。

　　校长们一般对教

师的工作热情和奉献

精 神 持 肯 定 的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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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５ ■ 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１．该学校处于第５个百分位数，仅有５％学校师德和教师敬业精神比它更差。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它比９５％的学校师德和教师敬业精神更好。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５ａ和５．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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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６ ■ 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

１．该学校处于第５个百分位数，仅有５％学校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比它更差。

２．该学校处于第９５个百分位数，其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比９５％的学校更好。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６ａ和５．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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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评定指数发现，校长认

为学生学习热情低于教师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表５．６ａ）。比如，根据

ＯＥＣＤ的均值，相比认为教师工作热情高的校长比例而言，认为１５岁学

生学习热情高的相应比例低１７个百分点。在捷克、德国、匈牙利、卢森

堡、波兰和西班牙，对学生的评定低于对教师的评定３０％以上（表５．５ｂ

和表５．６ｂ）。

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评价与学生数学课的成绩之间相

关微弱。但是，在有些国家（地区），这一相关较强，特别是在比利时、日本

和韩国，这一相关可以解释学生成绩变异的６％到１５％（表５．５ａ）。在学

生成绩与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评定之间的相关更强。同样

在上述国家（地区），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可以解释成绩变异的

２１％（表５．６ａ）。综合所有国家（地区）的情况，上述两者与学生成绩的相

关同样都很微弱，而且总体看来，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评定

同该国学生成绩之间没有相关。

学校风气各因素的综合作用

由于上述不同的学校风气因素之间相互联系，所以，不可能仅靠把这

些因素简单相加来预测学校风气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我们只有通过同时

考察影响学校风气的各个不同因素才可能预测其对学生和学校成绩的综

合作用。

在进行这种分析时，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学校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第四章曾讲过，社会经济因素不仅通过学生个体

起作用，还会通过学校提供的整体学习环境产生影响，比如，如果学生家

庭背景有优势，他们可以通过择校，也可以通过营造有利于学习的氛围，

主动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为了对此进行考察，我们纳入了以下几种分

析，通过计算ＰＩＳ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来表示学生个体的社会

经济背景；通过计算学校ＰＩＳＡ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均值来表示学校的

社会经济水平。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在解释ＰＩＳＡ结果时，如何纳入社会经济因

素的作用。一种做法是先根据社会经济差异进行相应调整，然后再考察

学校因素的影响作用。通过这种调整，我们就可以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环

境下进行学校间的比较。但是，调整得到的净效应常常会低估学校风气

的真正作用，因为学校的一些教学差异是学校因素和社会经济地位共同

作用的结果。例如，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生能创造更有利于学习的学校

风气。

　　……而他们对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

性的评价低于他们对

教师的评价。

　　这些学校风气因

素综合起来对成绩的

影响是可以看出来

的……

　　……但是我们还

要考虑家庭背景优越

的学生可能到氛围更

好的学校去。

　　可以在控制社会

经济差异之后再分析

学校风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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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不根据社会经济因素做调整，在解释中就会高估学校因素

的作用，而忽视学校的社会经济特征。如果这样的话，在父母为孩子择校

时，未经调整的学校总体作用会更真实地反映各种选择的真实情况。比

如，父母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自然而言地对学校整体表现更感兴趣，其中包

括学校的社会经济状况所起的影响作用，学校提供的增益值可能仅仅是

个次要因素。

下面的分析同时纳入了学生和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学校风气两

方面的因素。在同时考虑ＰＩＳＡ这两方面的评估时，根据ＯＥＣＤ国家（地

区）的均值，有４６％的学校间教学的差异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因素（参见

表５．７第１栏），５％可以归因于单纯的学校风气因素（参见表５．７第２

栏），有２２％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因素的共同作用（参见表

５．７第３栏）。［８］

据此看来，社会经济因素明显地增强了学校风气对学校教学的影

响作用，有可能社会经济背景良好的学生纪律好，而且他们对学校教育

的评价更积极，或者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学校的学生家长对良好的课

堂纪律和教师的职业忠诚有更高的期许。相反，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学

校可能较少面对家长要求增强班级纪律、替换缺勤和工作缺乏积极性

教师的压力。这样，教育政策的制订者就需要认真考虑社会经济和学

校风气共同产生的巨大作用，因为他们不考虑学校的社会经济水平高

低，总想寻找一种方法确保所有学校的教师都有敬业精神，教学井然

有序。

在这点上我们需要指出，在一些国家（地区），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风

气的共同作用要比ＯＥＣＤ的平均水平大许多。比如，在澳大利亚、比利

时、德国、日本、韩国、荷兰和西班牙，学校风气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作用仅

能解释学校间变异的１．４％到７．５％，但如果同时考虑学生和学校社会经

济背景，其总体作用增加到２９％（西班牙）到４９％（比利时）之间，而且，这

七国在该值上高于所有其他ＯＥＣＤ国家。图５．７显示了用多层模型分

析的这三种作用的相对大小。

很显然，要考虑学校因素对学校教学影响作用多大，必须首先明确学

校间的教学差异有多大。比如，在我们考察的七个国家中，澳大利亚和西

班牙的学校教学差异比起比利时、德国、日本、韩国和荷兰要小得多。其

结果是，即使澳大利亚和西班牙学校纪律和社会经济状况能解释的成绩

差异相对较大，其对学生学习的总体影响比起比利时、德国、日本、韩国和

荷兰要小很多。为了帮助阐明这一结论，图５．７也列出了各国（地区）学

校间成绩差异值。

　　实际上，ＰＩＳＡ的

结果表明学校风气的

影响大多是与社会经

济 背 景 的 共 同 作

用……

　　……例如，背景

好的家庭会设法帮助

创造好的学校风气。

　　有些国家（地区）

近一半的学校间成绩

变异可以用学生家庭

背景和学校风气的共

同作用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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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７ ■ 校风对学校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学校整体社会地位

考虑学校整体社会地位作用之后的校风因素

学校整体社会地位和校风的共同作用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学校间变异占ＯＥＣＤ成员学生成绩平均变异的百分比。 所解释的学校间成绩变异百分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７。

学校政策和实施

这一章，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学校的政策和实施方法，通常学校希望通

过这些方面使自己同其他学校有所不同。

ＰＩＳＡ中涵盖的学校政策及实施方法有限，只有那些容易被校长量化

或在国家（地区）间进行比较的部分，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校录取政策

及学生分类的信息；学校中评价的使用以及评价工具特征，比如标准化测

　　ＰＩＳＡ就影响学

生成绩的政策和措施

问了校长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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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教师自编测试以及教师评定等级；学校组织提高班和补习班以及其他

与数学有关的活动；学校参与的各类决策，包括教育资源管理方面，比如

聘用教师，确定和分配学校的预算资金，还包括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

的，比如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教材和评价措施的选择。这部分最后我们

会考察这些因素对学生学习的综合作用。

学校录取政策

为了评价教育选拔机制，校长需要回答在录取学生时他们对三方面问题

的关心程度，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包括派位测试的成绩）、原先就读学校的

评定以及学生对特定课程的需求或渴望。［９］在这些标准中，学生的学科成绩

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但是，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日本、韩国、卢森堡、荷

兰、瑞士和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和塞尔维亚，在

决定是否录取学生时，有超过一半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认为学业

成绩是录取的前提条件或至少会优先考虑，在澳大利亚、丹麦、芬兰、希腊、

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这一比例低于１０％（ＯＥＣＤ的均值

为２５％）。接下来是学生对特定课程的需求或渴望，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２１％，

然后是原先就读学校的评定，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１３％（表５．８和图５．８）。

图５．８ ■ 学校的招生政策

其校长认为下列陈述是招生的“前提”或“优先考虑”的学生百分比

ＯＥＣＤ成员

协作国家和地区

ＯＥＣＤ平均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８。

　　某些国家（地区）

中，大多数１５岁学生

是经过学业成绩选拔

的，但另一些国家（地

区）中，用这种选拔方

法的比例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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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学校录取政策与其教学成果之间的关系非常难，由于选拔性

高的学校成绩较高可能只是因为拒收了差生，并不一定是本身教学水平

高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这章最后解释过其他政策和实施方法之后再讨

论它。从所有国家（地区）总体上来看，某种依学业选拔方式的广泛采用

与该国的学生学习正相关，这包括采用学生的学科成绩记录或者先前学

校的评定，但是，其相关微弱，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只能解释国家（地区）

之间学生学业差异的６％到１０％。

学校评价机制和实施

在许多国家（地区），由于公众和政府对学校的关注从单纯控制教育

资源和内容转向重视教育成果，这推动了许多教育机构工作质量标准的

建立。这些标准涵盖了从广义的教育目标制订到为单纯的学科领域设定

简明的学习目标。只有不断监控这些教学标准的实施，才可以确保其作

用。因此，毫无疑问，对学生学业的评价在许多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都

很普遍，所以评估结果会经常见诸报端，在公众辩论中以及在有关学校进

步的讨论中被引用。然而，在每个国家（地区）内部或者不同的国家（地

区）之间，对于评价原理及评价工具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存在很大的不同。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的所采用的评价方法包括标准化的测试和教师自编

的测试，还有教师评定等级。

从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来看，２３％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

每年至少进行三次标准化测试。在韩国、新西兰和伙伴国突尼斯，这一比

例超过学生的一半（表５．９）。相反，有同样比例的１５岁学生报告说从未

采用标准化的测验。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瑞士，这一比例占到１５岁

学生的一半或更多（数据参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学生学习档案袋是另一种评价方式，从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均值来

看，采用这种方法的使用频率要超过标准化测验。根据ＯＥＣＤ国家（地

区）的均值，有４３％校长报告每年至少三次采用学生学习档案袋来评估

１５岁学生，在丹麦、冰岛、日本、墨西哥、西班牙和伙伴国巴西，这一比例

在７５％到９６％之间（表５．９）。

学校对１５岁学生的评价更常采用的方式是教师评定等级，在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中，平均有７５％的学生每年至少经历三次。最后，

９２％的学生所在的学校采用教师自编测验评价１５岁的学生（表

５．９）。

　　监测和评价学生

进步的方法对成绩也

有影响……

　　……有１／４的学

生常常参加标准化考

试，另外１／４学生从没

参加过标准化考试。

　　档案袋评价用得

更多……

　　……教师自编测

验用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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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９ ■ 测评方法和学生数学成绩

校长报告每年采用下述测评方法至少三次的学校与每年

采用下述方法两次或更少的学校之间的数学成绩差异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９。

在国家（地区）层次上要在评估方法与学习成果之间建立联系非常困

难，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评估方法在质量和特征上差异巨大，还因为不同学

校、不同科目之间的评价机制和实施方法通常并不一致。但是，就采用教

师自编测验的方法而言，用得多的学校通常学生成绩更好。比如，根据

ＯＥＣＤ国家（地区）的平均值，学生报告每年采用教师自编测验两次或更

少的学校在数学量表上的得分均值是４７１分，而在那些每年采用教师自

编测验三次或更多的学校，学生量表上的平均成绩是５０３分（表５．９）。

　　报告教师自编测

验多的学生往往成绩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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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标准化测试的采用，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在希腊、日本和韩国，标准

化测试使用的频率倾向于和学校教学成果呈正相关，但是在意大利、卢森堡、

荷兰和伙伴国拉脱维亚却是负相关。对于采用教师评定等级和学生学习

档案的评估方法而言，相关微弱，也没有出现清晰的模式。由于ＰＩＳＡ所能

提供的资料有限，我们对此很难得出结论。并且，要考察不同评价方法的

采用对提高教学成果有多大帮助，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通过国家

（地区）间的相互比较，不同评价方法采用的频率同该国（地区）学生学习之

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仅在教师自编测试和学生作业／课题／家庭作业经常

得到采用的情况下，测试方法才与该国（地区）学生学习有明显的正相关。

测试结果怎样才能最好地用以提高学习热情、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

内容并为教师提供理解和促进学生学习的参照框架，对此人们中间存在

激烈的争论。一些国家（地区）把测试作为一种工具，能为学生个人提供

反馈，能凸显最佳的教学方法，也可以发现共有的问题，借此可以鼓励学

校和教师创造和促进更有效、更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另一些国家（地

区）则把测试的作用扩大到对公共服务还是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讨论，

比如，用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学校成绩的对比结果来推动家长选择

或经费随学生分配的政策。

ＰＩＳＡ的数据证实了各国（地区）之间存在这些学习目标和学习策略

上的差异。根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４０％的１５岁学生报告所在学校

使用测试来与其他学校的成绩进行比较。但是，在比利时、丹麦、爱尔兰、

卢森堡和伙伴国乌拉圭，该比例是１０％或更少，在德国、希腊、日本、西班

牙、瑞士和伙伴地区中国澳门，该比例仅在１２％到１７％之间，在匈牙利、

新西兰、美国和伙伴国印度尼西亚，该比例超过７０％（图５．１０）。同样，在

匈牙利、冰岛、新西兰、波兰、瑞典和美国，有超过７０％的１５岁学生所在

的学校采用测试与所处地区或整个国家（地区）的教学水平作比较，而在

奥地利、比利时、希腊和伙伴地区中国澳门，该比例仅在６％到１２％之间

（表５．１０和图５．１０）。在这些国家（地区）中，有一些完全没有这类工具，

因此，即使学生想要比较也没有办法比。［１０］

各国（地区）使用测验来评价教师效能的做法并不相同。根据ＯＥＣＤ

的平均水平，有４４％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采取这种做法，但是该比例在

丹麦和德国是４％到１１％，日本及伙伴国印度尼西亚和拉脱维亚的比例

高于８０％，俄罗斯则达到了９９％。

更多的测试是为了监控学校发展（ＯＥＣＤ平均为６９％）、决定学生留

级或升学（ＯＥＣＤ平均为７９％）或者告知家长其子女的学习进步，除了丹

麦和伙伴国突尼斯，其他国家（地区）至少有８５％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

为此实施测试（ＯＥＣＤ平均为９５％）。

　　……ＰＩＳＡ发现，

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测

验来对学校进行比

较，各国之间存在很

大差异……

　　……而且，在多

大程度上用测验结果

来评价教师，各国也

不相同……

　　……有些监测功

能甚至在一些国家用

得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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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０ ■ 其校长报告将测评结果用于以下目的的学生比例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ＯＥＣＤ成员　　　　　　　 协作国家／地区　　　　　　　 ＯＥＣＤ均值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０。

那么，这些评价机制及实施是如何影响学生成绩的呢？这个问题同

样很难回答，最明显的原因是学校对测验结果的使用通常与学校的其他

政策及实施紧密联系在一起（参见本章最后一部分），另外，还因为在不同

的ＯＥＣＤ国家中，评价方法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也大不相同。比如，在比

利时、日本、韩国、荷兰及伙伴国印度尼西亚，那些依照地区或国家标准比

较测试结果的学校学生成绩比不做比较的学校要高２０到５０量表分。根

据ＯＥＣＤ的平均水平，那些为了与国家或地区标准进行比较而实施测验

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有９分的优势，这在统计上达到了显著水平（表

５．１０）。相反，在卢森堡，两者之间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从ＯＥＣＤ国家

平均来看，用测验决定学生升留级、告知家长子女学习状况的学校同样有

优势。但是，这些做法同样在国家间存在差异。

学校管理方法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开始，增强教育机构运作的自主性成为教育

体制改革和机构重组的主要目的。通过增强自主性，可以把责任移交给

教育一线，鼓励教育为当地需要服务，从而提高学生成绩。增强自主性包

括加强校长的决策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也强化教师和部门领导的管理责

任。尽管如此，虽然自主性可能会刺激学校服务于当地需要，但是，它有

时候被看成是为那些本来的特权阶层造就优先选择的途径。

为了评估教师在学校政策和管理中有多大发言权，校长要回答在以

下这些决定上，教师、部门领导、校长、任命或选举出来的董事会是否要承

　　增加自主性有助

于改进学校管理，但

是有人担心这种做法

会强化特权。

　　ＰＩＳＡ要研究一

系列决定是由谁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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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责任，包括：聘任和开除教师、决定教师起薪和加薪、编制学校预算、决

定学校内的预算分配、制定学生纪律的规章制度和评价办法、学生录取、

教材选择、确定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等方面。

图５．１１ ■ 学校参与决策的程度

其校长报告学校对下述学校政策和管理方面负责的学生百分比

通过各国的数学平均分计算出的跨国相关（ＯＥＣＤ成员）

ＯＥＣＤ成员　　　　　　　 协作国家／地区　　　　　　　 ＯＥＣＤ均值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１ａ和５．１１ｂ。

图５．１１表示了校长需要承担各种学校管理责任的学校在校生百

分比。［１１］

与私有企业不同，表５．１１ａ中表明，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学校对于确定

教师起薪都没有多少发言权。除了匈牙利、墨西哥、荷兰、斯洛伐克、瑞典、

美国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中国澳门和俄罗斯以外，

其他国家（地区）只有不到１／３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有部分权利决定教

师起薪（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２６％）。校长对已聘任教师的加薪权也十分有限。

只有在捷克、荷兰、瑞士、美国与伙伴国家（地区）中国澳门和泰国，有超过

２／３学生的校长报告他们有对教师的加薪权利（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２７％）。

对于教师聘任与解聘，学校的差异较大。从ＯＥＣＤ的平均值来

看，５６％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承担解聘教师的一部分责任。在比

利时、捷克、匈牙利、冰岛、荷兰、新西兰、波兰、斯洛伐克、瑞典、瑞士、

　　……结果表明，

学校在教师工资方面

的决定权很有限……

　　……但是，在有

些国家（地区）在聘用

教师方面的权力在逐

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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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以及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拉脱维亚、中国澳门、俄罗斯和

塞尔维亚，该比例超过８０％，实际上，只有在奥地利、德国、希腊、卢森

堡、葡萄牙、土耳其以及伙伴国突尼斯，有超过９０％的１５岁学生的校

长报告根本没有解聘教师的权利。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学校参与

教师聘任的权利要略微高于解聘的权利。根据ＯＥＣＤ的平均值，有

６４％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他们对教师聘任有部分权利。在这

一领域，一些国家（地区）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德

国，学校在这方面享有权利的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０％增加到２００３年

的１８％。

除了加拿大、德国、爱尔兰、挪威、葡萄牙、瑞士、土耳其以及伙伴国塞

尔维亚、突尼斯和乌拉圭，大多数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他们参与决定课

程内容（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６７％），而且，除了挪威、波兰、瑞士、土耳其以及

伙伴国塞尔维亚、突尼斯和乌拉圭以外，大多数国家（地区）校长也参与决

定课程的设置。

学校在编制其预算中所起的作用也在各国（地区）互有不同。虽然在

奥地利、德国和卢森堡，仅有１５％或更少的学校在这一领域有权利，但是

该比例在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芬兰、匈牙利、墨西哥、葡萄牙、斯洛伐

克、西班牙、瑞典、美国以及伙伴国泰国超过８０％，而在丹麦、冰岛、韩国、

荷兰、新西兰以及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该比例超过

９０％（ＯＥＣＤ平均值是７１％）。除了墨西哥、土耳其和伙伴国乌拉圭以

外，几乎所有国家（地区）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他们在决定怎么用钱方

面有一定的权力（ＯＥＣＤ平均值是９５％）。

最后，对于学生纪律、教材选择和学生录取这些方面，大多数校长报

告学校有一定的权利，大多数学校还有一些评价权。但是，在大多数

ＯＥＣＤ国家，大多数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地区或国家权力机关对这些方

面的决定有直接影响，而且，在加拿大、德国、希腊、墨西哥、新西兰和美

国，该比例是８０％或更多（数据参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那么，决定权的分配会影响学生成绩吗？在这方面，某个国家（地区）

学生成绩与其学校各种自主权之间的相关往往是微弱的。这很容易理

解，因为国家（地区）法律通常会规定决策权的分配，因此通常国家（地区）

内部的差异很小。

但是，平均看来，校长报告享有较高学校管理自主权的国家（地区），

其学生数学成绩更高。如表５．１１最后的各国（地区）总体的相关系数所

示。比如，学校有权编制预算的比例解释了各国（地区）总体的学校成绩

变异的３６％，而且，在考虑了教师聘任和解聘决定权、课程内容和课程设

　　大多数情况下学

生对课程内容有决定

权……

　　……但是学校在

决定预算方面的权利

在各国之间差异很

大。

　　学校在选择教科

书、学生录取和评价

方面也起着关键作

用。

　　……但是在各国

（地区）之间，学校的

自主性与某些方面的

成绩有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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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及学校纪律之后，这一比例仍在９％到１６％之间。［１２］但是，与其他此

类的分析类似，由于许多因素都在起作用，因此这种相关不能被视为因果

关系。尽管如此，至少在各国（地区）的总体水平上，这一发现表明学校参

与各项决策与其数学成绩之间存在正相关。

对于学校内部或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决策这方面，国家（地

区）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所有制定决策的四个领域，即教师聘任与

辞退、学校预算、教学内容和评价工作，要求校长对七种利益相关者团体

的影响力进行评价。结果校长认为地区和国家（地区）的权力机关影响最

大，其次是学校董事会、教师团体、校外考试委员会，接着是企业雇主、家

长团体和学生团体（图５．１２和表５．１２）。［１３］

地区或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所有四个方面的决策影响都很大。

但是也有例外。比方说在匈牙利、韩国、挪威、波兰、瑞典，仅有１１％

到２６％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地区或国家（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直

接决定教师聘任及辞退（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５７％）。与此类似，在德

国、波兰、瑞典、土耳其以及伙伴国突尼斯，管理部门直接决定学校预

算的比例仅为１０％到２５％（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５８％）；在冰岛、韩国、

波兰，管理部门直接决定教学内容的比例仅在２０％到２９％之间（ＯＥＣＤ

的平均值为６６％）；在冰岛、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教育管理部门直

接决定学校评价工作的比例仅为１３％到２７％（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

５３％）。

另外，在有些国家（地区），地区或国家（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

不同方面的决策影响力大不相同。比如在瑞典，国家和地区教育主管

部门决定着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内容，而且它们在６２％的学校实施测试

以监测学校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然而，它们很少干预学校教学目标具

体是如何实施的，仅有约１０％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地区或国家

（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直接决定学校教师聘任与辞退以及学校预算

（图５．１２）。

诸如教师协会、课程委员会和教师工会等教师团体在决定教学内

容和评价机制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ＯＥＣ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

异。比如，虽然在澳大利亚、丹麦、匈牙利、斯洛伐克、美国以及伙伴国

俄罗斯和泰国，有超过２／３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教师团体直接影响

有关教学内容的决定，但是在德国、希腊、冰岛和日本，该比例仅为

９％或更少（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４０％）。对于评价工作、教师聘任和辞

退以及学校预算，ＯＥＣＤ该比例的平均值分别为４１％、２２％和１７％

（图５．１２）。

　　一些校外的利益

相关者对学校有影

响，其中影响最大的

是国家（地区）和地方

的权力机关。

　　……但是在有些

国家（地区）中，国家

（地区）权力机关的影

响在不同地区之间差

异很大。

　　其他利益相关者

在某些方面也有影

响：教师或专业组织

对教学和评价有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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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２ ■ 各利益相关方对学校决策的参与程度

ＯＥＣＤ成员中其校长报告下图中各利益相关方直接影响学校以下各项决策的学生百分比：

教师聘用和解雇，学校预算，教学内容和测评

教师聘用与解雇　 学校预算　 教学内容　 测评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２。

校外的考试委员会自然在评价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一些国

家（地区），学校还报告说考试委员会也对教学内容方面有很大影响。但

是，国家（地区）之间在这方面仍然差异较大。在澳大利亚、芬兰、爱尔兰、

荷兰、斯洛伐克以及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泰国，虽然有超过３／４的

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校外的考试委员会参与学校评价工作的决策，但

是，在奥地利、德国、希腊、日本、瑞典，这种考试委员会要么不存在，要么

影响不大（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４０％）。它们对于教学内容、预算和教师队

伍的影响，相应的ＯＥＣＤ平均值分别为２８％、７％和８％。

仅有很少几个国家（地区）报告存在企业雇主对于教师队伍配置、学

校预算、教学内容和评价工作四个方面有较强的影响。

学生家长对学校决策影响最大的是教学内容和评价机制，在学校预

算方面影响较小，对学校教师聘任影响最小。在韩国、波兰、斯洛伐克、瑞

典、美国和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俄罗斯和泰国，有１／４到

２／３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家长直接影响学校教学内容，而且这一比

例在芬兰和拉脱维亚分别达到８４％和８６％。相反，在希腊、爱尔兰、葡萄

　　……考试委员会

对评价，有时也对教

学有影响……

　　……家长团体有

时在教学内容和评价

方面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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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和瑞士，该比例少于５％（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１９％）。在芬兰、匈牙利、

波兰以及伙伴国拉脱维亚，家长团体对２／３甚至更多的学校评价工作起

直接的影响作用，但是该比例在奥地利、日本、瑞士以及伙伴国乌拉圭不

到５％（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２２％）。家长团体对于学校教师任免上的影响

作用差异最大。在芬兰，有４２％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家长直接影

响教师任免决策，而在捷克、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挪威、葡

萄牙、斯洛伐克、瑞士以及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和突尼斯，该比例低

于１％（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为７％）。而家长在学校预算方面的影响，ＯＥＣＤ

的平均值为１５％。

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的综合作用

就像前一部分所述的学校风气变量一样，学校政策及实施方法对学

生学习的影响不能依靠简单的相加，因为他们相互联系在一起。下面，我

们综合对它们进行考虑。在探讨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时，考虑其与学生

及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这种交互作用提

出了有关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

图５．１３列出了分析结果。当我们综合考虑ＰＩＳＡ测量的学生和学

校社会经济背景与学校政策及实施方法时，从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来

看，学生学习变异的５３％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背景，２％归因于单纯的学

校政策及实施方法，还有１５％归因于两者的综合作用。［１４］因此，尽管

ＰＩＳＡ观察到学校政策及实施方法对学生学习的单独影响在大多数国家

（地区）都很小，但是，在纳入两者交互作用之后，其总体作用在很多国家

（地区）都很大。特别是在奥地利、比利时、德国、韩国、荷兰、葡萄牙和伙

伴国乌拉圭（表５．１３）。同前面的部分一样，要对此进行解释，首先要考

虑学校成绩变化的大小。图中也列出了学校之间成绩差异的估计值。

尽管可以根据净效应估计学校政策及实施办法在社会经济背景之外

的影响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学校政策及实施办法加给学生的是什么，但

是，净效应倾向于低估学校政策及实施办法的真实作用。这是因为一些学

生成绩的差异来源于学校因素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共同作用。比如，在社会

经济上占优势的学校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和实施方法，因为它们有最优

秀的教师。由于这种联合作用需要政策制订者多加关注，因为从中可以看

出学校政策和实施办法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学校间的社会经济差异。

相反，如果不根据社会经济因素进行调整，直接对学校政策和实施方

法的作用进行总体解释，这样可能高估其重要性，而忽略学校本身社会经

济条件的差异。但是，就像上面所说的，由于家长主要对学校总体的成绩

结果感兴趣，所以政策和实施办法的总体作用最能吸引他们，而不管其中

是不是包含着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

　　这些因素的作用

要从整体上来看，而

且要与社会背景结合

在一起……

　　……这里再次看

到了与社会经济差异

结合在一起的最大效

应。

　　……但是交互作

用很大，表明学校政

策和实际做法更强的

学校，学生成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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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３ ■ 学校政策和实施对学校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学校整体社会地位

考虑了学校整体社会地位之后的学校政策和实施

学校整体社会地位和学校政策及实施的共同作用

注：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学校间方差占ＯＥＣＤ成员学生成绩方差的百分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３。

投入教育的资源

这一部分我们来考察一下投入教育的资源。在公众看来，学生的成

绩通常与这方面的因素有关。它们包括学习时间、班级和学校规模、生师

比、对学校基础设施落后的感受、对教职工短缺的感受和学校教育资源的

质量。这部分我们还要讨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的成绩差异。

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

教育中最重要的资源当然是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了。教育政策制订

　　最后，ＰＩＳＡ要分

析投入的时间、教师

和物质资源对成绩的

影响。

　　学生学习时间是

一种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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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试图通过增加学生花在学校学习上的时间或者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时

间来改进教育的结果。

课堂教学占用了学生共同学习的绝大部分时间（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ｂ）。根

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１５岁学生每周上２４小时的课，但是，在丹麦、芬

兰、德国、挪威、波兰、瑞典、美国以及伙伴国巴西和乌拉圭，每周上课花

１９到２３小时，奥地利、爱尔兰、韩国以及伙伴国列支敦士登、泰国和突尼

斯，达到了２７到３０小时（表５．１４）。［１５］每周数学课的平均时间为３．３小

时。教学时间安排，就是规定每个学生花在有组织学习上的时间，它与班

级大小、教师工作时间（教学时间）以及生师比存在密切关系。这些因素

之间的最佳搭配在不同科目上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教育层次上也有不同。

但是，课堂教学仅仅是学生学习时间的一部分。虽然在奥地利、比利时、

捷克、冰岛、日本、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课堂学习占到了全部学校学习

的８０％，但是在希腊以及伙伴国俄罗斯，学生４０％的学校学习时间采用了其

他方式，包括做家庭作业或完成老师指定的其他学习（ＯＥＣＤ的均值为７．５小

时，花在数学上的有３．０个小时）；参加校外授课（ＯＥＣＤ均值为０．９小时，数

学占０．３小时）、参加学校的补习班（ＯＥＣＤ均值为０．８小时，数学占０．３小

时）、或者参加学校的提高班（ＯＥＣＤ均值为０．７小时，数学占０．２小时）；请

家教辅导（ＯＥＣＤ均值为０．５小时，数学占其中一半还多的时间）；或者参与

其他形式的学习（ＯＥＣＤ平均值为１．６小时，数学占０．２小时）。要注意，这

些数据是仅根据学校教学周计算，但是各国（地区）在每年的教学周上并不

相同。为了帮助解释这些数据，图５．１４中增加了每一年各国（地区）的教学

周数量。

合计各种时间安排，韩国学生每个教学周花在学校学习上的时间超

过４０小时（图５．１４）。

为了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除了正式的课堂教学以外，还存在许多

其他形式的学习活动，其中家庭作业在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占主要地

位。所以，家庭作业时间应与学业成绩成正相关。但是，一些因素使这

一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比如，那些最需要通过完成家庭作业提高学习

成绩的学生，教师会布置更多（或更经常）作业。另外，学习速度慢的学

生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同样多的作业。相反，那些在家庭作业上花费

时间较少的学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习能力强的，他们可以很快完成

作业，另一种是学习不认真的，他们在家不愿花很多时间完成学校作

业。最后，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可能影响他们实际做的家庭作业，在富

有或文化水平高的家庭中，好的学习环境和他人的帮助会有助于学生

完成家庭作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形式的校外学习上，比如补

习班或兴趣班。

　　……各国（地区）

之间教学时间差异很

大……

　　……并且，在有

些国家（地区），学生

学习时间大大超过了

学生在校学习的时

间。

　　家庭作业占了校

外学习时间的大部

分，但是它对学习成

绩的影响很难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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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４ ■ 学生学习时间

学生报告其每周的“校外”学习活动所花费的小时数：　　　学生报告其每周的“校内”学习活动所花费的小时数：

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或其他学习任务 授课时间

家庭教师辅导 补习班

参加校外课程班 提高班

其他形式的学习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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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了投入时间的学习效率之后，学习时间同学习成果之间的关

系还会被另一因素复杂化，那就是在不同教育层次的教学时间安排上，各

国（地区）差异很大。比如，相比德国，瑞典６到７岁儿童的上课时间要长

得多，但是，在１２岁到１４岁儿童中，情况正好相反（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ｂ）。由

于１５岁学生的学习成果受到之前学校教育的累积影响，因此，ＰＩＳＡ中报

告的１５岁学生学习成果并非仅受１５岁时的教学时间的影响，其关系会

因为各年级教学时间安排的不同被扭曲。

在评价学习时间对学习成果的影响时，我们甚至还要考虑学生所受

学前教育的时间。在最近的教育政策探讨中，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受

到了人们的关注，一些研究表明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和照料对儿童以后的

学业成功有益（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ｂ）。但是，这需要长期的纵向研究，所以在许

多国家（地区）并没有进行过。在ＰＩＳＡ中，由于学生需要回答是否受到

学前教育，持续多长这些问题，因而只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回溯探究。图

５．１５表示了学生的回答情况以及与１５岁时学习成果的关系。

在大多数国家（地区），相比那些报告没受学前教育的学生，那些报告

受过一年以上学前教育的学生数学成绩更好，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在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墨西哥、荷兰、新西兰、瑞士、土耳其

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巴西、中国香港、列支敦士登和乌拉圭，这一优势在

５０到１０７分之间。图中用稍长的浅灰色的条表示学前教育的时间长短。

同时我们必须说明，至少在某些国家（地区），社会经济背景占优势的

儿童通常更容易从学前教育中获益，原因是这样的家庭在孩子入托时有

更多的资源和信息，可以选择更好的学前教育。但是，ＰＩＳＡ可以解释学

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所起的作用。ＰＩＳＡ可以计算出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

指数，借此来表示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在排除该因素的影响之后，接受

过学前教育的１５岁学生比没有接受的学生数学成绩更好，这在图５．１５

中用较黑的条表示。如我们所预期的，排除社会经济背景之后，学前教育

的单独作用会变小。平均来看，在调整之后，受过学前教育的学生对没受

过的学生所占的优势减少了一半。［１６］

尽管如此，在多于一半的ＯＥＣＤ国家这种优势仍然明显。在比利

时、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墨西哥、荷兰、瑞士、土耳其以及伙伴国家

（地区）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列支敦士登和中国澳门，这一优势也

很大，从３０分到７３分不等。

在大多数国家（地区），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从学前教育中获益较大。

但是，在匈牙利，社会经济背景差的学生学习更好，在捷克、法国、德国、意

大利、韩国和斯洛伐克也是这样，只是程度较小，学前教育可能起到了补

偿作用。

　　甚至学前教育的

投入也与成绩有关，

ＰＩＳＡ也问学生这方

面的问题……

　　……那些接受过

学前教育的学生在

１５岁时的比较中成

绩更好。

　　部分是因为社会

背景更优越的家庭有

更好的接受学前教育

的机会，不过控制了

这一因素后相关仍然

存在……

　　……在有些国家

（地区）参与学前教育

与成绩好是有关系

的……

　　……在有些情况

下，社会经济地位不

利的学生从学前教育

中获益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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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５ ■ 接受学前教育与学业成绩

注：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按照各国接受学前教育（ＩＳＣＥＤ０）一年以上学生与未接受学前教育的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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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和质量

教师短缺

形成和保持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ＯＥＣＤ国家关心的一项重要

政策。在许多国家（地区），由于教师老龄化和儿童入学比例的提高，教师

的需求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在一些国家（地区），对教育充满热情的教师

却发现，教师工作压力非常大，未能获得足够的尊敬，而且工资比资质相

当的职业低（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ｂ）。

ＰＩＳＡ的学校问卷可以评估校长对教师后备力量是否充足的看法，还

可以评估他们对教师质量和可获得性的看法。

按照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２２％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由于缺少

合格的数学教师，学校教学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一比例在奥地

利、丹麦、芬兰、匈牙利、韩国、葡萄牙、斯洛伐克和瑞士为１０％，而在新西

兰达到４１％、印度尼西亚５４％、乌拉圭５６％、卢森堡６０％，土耳其最高，

达到８４％。缺乏合格教师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科学和外语方面，但是在

测评所用的语言方面不太突出（图５．１６）。

师资力量不足或不合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１５岁学生的数学、科学、

语文、外语学习？教师经验不足的影响有多大？通过综合上述问题的答

案，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教师短缺指数，还可以考察其对学生学习的影

响。该指数在所有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为零。指数越大，说明校长认为

教师短缺对学习的影响越大。指数值大于零说明教师短缺影响了１５岁

学生的学习（表５．１５）。

当用这一指标对ＯＥＣＤ成员进行比较时，比利时、德国、希腊、卢

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和土耳其的校长觉得学习受教师短缺或

不合格的影响最大，伙伴国家（地区）巴西、印度尼西亚、中国澳门、俄

罗斯、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的校长觉得影响最大。相反，在奥地利、芬

兰、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校长不太感觉到教师短缺对学习的影响

（表５．１５）。

在对这些回答做出解释时，要谨记，我们并没有根据可比的国际单

位来测量教师短缺，比如生均缺编率或生师比，ＰＩＳＡ关注的是校长对

教师短缺对教学影响的感受。比如，在一些国家（地区），校长对教师

短缺对学生学习的负面影响的感受高于平均值，但其生师比和班级

规模相对都比较小（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ｂ）。比如，希腊的生师比远低于

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但是认为教师短缺影响了学生学习的校长比例

却比较高。

　　教师队伍趋于老

龄化，难以招募到年

轻人来充实教师队

伍……

　　……因此ＰＩＳＡ

问卷评估校长教师短

缺对学习的影响程

度……

　　……１／４的１５

岁学生的校长报告存

在由于教师短缺而影

响学习的情况。

　　教师短缺可以用

一个指标来比较……

　　……说明哪里受

这一因素的影响最

大……

　　……但是这种测

量是凭校长的感觉而

不是实际资源的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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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６ ■ 师资短缺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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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教师的教学

上述结果表明，许多国家（地区）的校长关心合格教师的配备。类似

的，在许多国家（地区），大部分校长也认为教师缺乏工作热情以及影响学

校风气的教师因素都会给学生学习带来不良影响，这在本章第一部分

讲过。

那么，在校长强调学校人力资源的质量时，他们又是怎么来监督教师

的在学校的工作呢？

根据所有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６１％的１５岁学生的校长报告说，

在过去一年数学教师的教学受到了校长或者高级教师的监督（表

５．１６）。在捷克、匈牙利、韩国、新西兰、波兰、斯洛伐克、美国以及伙伴

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中国澳门、俄罗斯、乌拉

圭，该比例达到９０％以上。与此相反，在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

和西班牙，这种做法很少出现，仅有５％到１６％的校长报告。在德国、

卢森堡、挪威、西班牙、瑞士和伙伴国印度尼西亚，那些报告有上述做法

的学校成绩要好（ＯＥＣＤ平均差异为１２分），但是在爱尔兰出现了相反

的情况。

由督导人员或其他校外人员对数学教师课堂教学进行监督的做法非

常少见，根据ＯＥＣＤ的平均值，仅有不到１／４学生的校长报告说在过去

一年中这样做过（表５．１６）。例外的是比利时、韩国、新西兰、瑞士和伙伴

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这些国家有４８％到８０％

的１５岁学生校长报告在过去一年中采取这种做法监督数学教师的教学。

同样，采取这种做法的学校学生学习较好，在所有ＯＥＣＤ国家中平均要

高出６分，而在澳大利亚、卢森堡、波兰、瑞典以及伙伴国突尼斯，要高出

２０分或更多，统计上显著。相反，在墨西哥、瑞士和美国，这一优势比较

小，甚至变成劣势。

但是，不能据此进行因果推论，特别是当这些做法同其他学校因素

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比如，在一些国家（地区），通常成绩比较好、教学

比较自主的私立学校就不会遵照政府规定的监督方法。这样，不采用

这种方法的学校学生学业水平就可能比较高，即使这种做法对学校教

学的确有益，其他情况也都相同时，情况也是如此。从各国（地区）的情

况看来，对数学教师的各种监督方法与该国的学生学业之间并没有出

现一致关系。

另一种监督数学教师的方法是检查教学成果，就是通过测试或其他

形式的学生评估方法。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这种做法现在很流行，大约

有５９％的学生的校长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使用过这种方法。在冰岛、墨西

哥、波兰、美国以及伙伴国家（地区）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拉脱维

　　校长对教学的监

督程度如何呢？

　　在有的国家（地

区），校长说他们自己

或学校的高级教师监

督教师的教学，但是

有些国家（地区）很少

采用这种做法。

　　采用校外监督人

员来监督课堂教学的

国家（地区）是少数。

　　通过学生学习结

果来监督教师的做法

也比较普遍，虽然在

有些国家（地区）这种

做法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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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中国澳门、俄罗斯、泰国和突尼斯，这一比例超过了３／４，而在丹麦，该

比例仅为１３％。在墨西哥、荷兰、瑞典以及伙伴国泰国，采用这种做法的

学校学生学习更好，但是在卢森堡、美国以及伙伴地区中国澳门，情况正

好相反。

最后，根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大约有一半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

报告说，他们对数学教师的监督采取的做法是教师之间相互查阅教案、评

价工具或者互相听课。这种情况下，国家（地区）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

与学习成绩没有出现一致性的关系。

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的质量

确保完善的学校基础设施和充足的教育资源供给，这些虽然不能保

证学校高质量的教学，但是缺少这些条件，就会对学生学习产生不良影

响。学校建筑稳固安全，教学空间充裕，这些良好的硬件环境都能促进学

生学习。对于充足的教育资源对学校的影响作用，情况也非常类似，这包

括计算机、图书馆以及教学材料，包括教材和多媒体资源。

通过校长对一系列有关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对１５岁学生学习有多

大影响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计算出两个综合指标，一个关于学校的基础

设施质量，另一个关于教育资源质量。想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指标一样，在

ＯＥＣＤ国家中，其平均值为零，标准差为１。通过指标的转换，如果校长

认为学校硬件设施和教育资源对１５岁学生学习的影响低于均值，那么该

指数就是正值。

在捷克和韩国，很少有校长报告教学活动受到了建筑和操场面积不

足，供暖、制冷和照明系统，或者教室空间等的影响。相反，希腊、挪威、土

耳其以及伙伴国印度尼西亚和乌拉圭，很多校长报告学校基础设施影响

了学生的学习。但是，仅在少数国家（地区）这些结果同学校教学之间存

在相关（表５．１７）。［１８］

在考察诸如教学材料、计算机和教学软件、计算器、图书馆资料、视听

资料、实验室装备与材料等教育资源质量时，在澳大利亚、韩国、荷兰、瑞

士和美国仅有少数校长认为由于这些资料供应不足或质量差影响了教

学。但是，在希腊、墨西哥、波兰、斯洛伐克、土耳其，特别是在伙伴国巴

西、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泰国、突尼斯和乌拉圭，这

些问题受到许多校长的关注（表５．１８）。

相比学校基础设施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教育资源与学校教学的关系

稍微强一些，但仍然很微弱（表５．１８）。尽管如此，德国、意大利、韩国、荷

兰以及伙伴国巴西，在校长最关注教育资源的那２５％的学校中，其学生

成绩落入最差部分的可能性是其余学生的１．５倍。

　　对于有效学习来

说，充足的资源是必

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

件……

　　……能够根据校

长认为缺少这些条件

是否影响学习的回答

来进行评估。

　 　 只 有 在 少 数

ＯＥＣＤ国家，基础设

施问题才具有普遍

性……

　　……而教育资源

的短缺问题看来更为

普遍……

　　……有时从学校

成绩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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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７ ■ 对数学老师的监督

其校长报告在之前一年他们使用下列方法对数学老师进行监督的学生百分率：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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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这些数据时，我们必须记住，学校校长的看法并不能客观地

测量到学校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的实际状况，我们测到的仅仅是校长

的认识，对教师短缺或不合格是否影响了他们学校１５岁学生学习的

认识。因此，我们很难把这种测量结果在国家（地区）和学校之间做

比较。尽管如此，校长的这种认识也会对其工作有很大影响，因此值

得关注。

公众或私人利益相关者

学校教育主要是一种公共事务。在有可比数据的２０个ＯＥＣＤ国家

中，只有６个国家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上的私人投资超过了整体的

１０％，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的私人投资超过２０％的（ＯＥＣＤ，

２００４ｂ）。尽管如此，随着教育机会、教育机构和教育投资者的多元化，各

国（地区）政府正在塑造新的合作关系来筹集教育资源，也在制定新的政

策以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更充分地参与到教育中来，更加公平地分担成

本和收益。

从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来看，仅有４％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学校是私人

管理或主要由私人投资（指独立于政府的私立学校）（表５．１９）。这些学

校主要由非政府组织管理，比如教会、商会或者企业，并且／或者由董事会

管理，大多数董事会成员不是由政府部门指派的。它们的资金至少有

５０％来自私人资本，比如家长缴纳的学费、捐款、赞助或者家长募捐以及

其他非政府资金来源。

这种私人办学模式只在世界上少数国家（地区）比较普遍。私立学校

学生人数超过在校生数１０％的国家（地区）只有日本（２６％）、韩国

（２２％）、墨西哥（１３％）以及伙伴国（地区）中国澳门（４６％）和乌拉圭

（１４％）。相反，许多国家（地区）认为，靠学生及其家庭来承担学校的经费

会影响学生的入学机会。在１２个拥有这种私立学校的ＯＥＣＤ国家中，

只有３％或更少的１５岁学生在独立的私立学校就读。

私人办学不仅是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一种途径，而且有时候它还

被视为一种提高教育成本效益的方法。公立学校并不一定要由政府来管

理。作为一种替代，政府可以依据不同的资金分配机制，把资金转移支付

到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ｂ）。通过给那些通过家长选择来招

生的学校注入资金，政府有时能刺激教育机构安排更合适的课程和教学，

借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学生的要求和兴趣。这样政府就可以减少投资失败

和投资不当的成本。一种做法是依据学生人数和学分来决定对教育机构

的直接公共投入，另一种方法是把钱交给学生和家庭（比如，通过奖学金

和教育券），由其自己选择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

　　虽然学校教育主

要是公共事务，但是

其他人员也会涉及

到。

　　少数学校是完全

私立的……

　　……但是私立学

校在校生数比例超过

１０％的 ＯＥＣＤ 国家

只有３个。

　　更为普遍是将公

共经费投入到私人管

理的学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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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ＯＥＣＤ国家中，主要依靠公共资金，由私人管理的私立学校模式

（这里称为依靠政府的私立学校）比那种私人投资的学校更加普遍。根据

ＯＥＣＤ国家可比数据的平均值，１３％的１５岁学生就读于依靠政府资金的

私立学校，在爱尔兰、韩国与荷兰，该比例分别为５８％、３６％、７７％（表

５．１９）。［２０］

那么，这些学校的模式如何影响其成绩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

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学生特征有所不同。还可能因为在一些国家

（地区），私立学校在不同类别的学校中分布并不平均，比如在一般学校和

职业学校中的分布不同，这样也会影响到成绩。根据所有参与这一比较

国家（地区）的平均值，私立学校学生数学成绩超过公立学校学生的国家

（地区）包括十个ＯＥＣＤ成员和三个伙伴国（地区），而相反的情况仅出现

在日本和卢森堡以及伙伴国印度尼西亚。［２１］根据ＯＥＣＤ的平均值，私立

学校领先３３分，其中，领先２４到４６分的有加拿大、爱尔兰、韩国、斯洛伐

克、西班牙、美国以及伙伴国（地区）中国澳门，领先５５到６６分的有德国、

墨西哥、新西兰，领先９０分以上的有巴西和乌拉圭。

在解读这些数据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有很多因素影响到了学生择校

行为。家庭不够富裕，孩子就难以进入向往的收费颇高的私立学校读书。

虽然依靠政府的私立学校不收学费，但它只能面向特定人群，或者在转学

或选拔时相当苛刻。

一种解决方法是先根据学生和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结果如图５．１８所示。即使考虑过了学生的家庭背景之后，私立学校

学生的平均优势仍有２４分。实际上，在爱尔兰、斯洛伐克和西班牙，这种

去除家庭背景影响的私立学校的单纯优势在１６到１９分之间，在加拿大、

德国、墨西哥、新西兰以及伙伴地区中国澳门，这一优势在２５到４０分之

间，在巴西和乌拉圭，优势超过５０分。

但是，考虑到学生家庭背景基础之后，我们再考虑学校生源的社会经

济背景总量，这时情况又不一样了。我们在第四章已经对这种环境作用

进行了详细讨论。它对于学校成绩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一旦我们考虑这

方面的因素，私立学校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这表明，私立学校的优势虽

然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学生本身的社会经济背景，但是，由其综合而成的生

源水平能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从而进一步扩大这种优势。

这就是说，在考虑了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之后，私立学校的教学优

势就不存在了，但是在许多国家（地区），它仍旧是最吸引家长的选择。

家长需要的是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即使它是由生源的社会经济水平

带来的。

　　……有些国家

（地区）中这种学校占

了大多数。

　　私立学校的学生

平均成绩更好……

　　……但是这受到

学生特点的影响。

　　在考虑了学生个

人的家庭背景后，私

立学校的成绩优势仍

然存在……

　　……但是考虑了

学校整体的社会背景

构成后，私立学校的

成绩优势就不复存在

了……

　　……但是从家长

的角度看，私立学校

仍然是有吸引力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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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８ ■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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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源的综合作用

就像学校风气因素一样，由于学校不同资源对成绩的影响相互联系，

所以它们也不能简单相加。下面，我们来综合考虑它们的作用。在为发

展教育政策而考察学校资源时，一样需要重视它们同学生及学校的社会

经济背景的交互作用。这是因为两者的交互作用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公平

地配置教育资源的问题。

图５．１９ ■ 学校资源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数学成绩的学校间方差可以被下述因素解释的百分比：

学校的总体社会经济地位

考虑学校总体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之后的学校资源

学校的总体社会经济地位和学校资源的共同作用

解释数学成绩的学校间方差的百分比

注：括号中数字表示学校间成绩方差占ＯＥＣＤ成员学生成绩方差的百分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５．２０。

　　学校资源的总体

作用和它们与社会背

景的交互作用涉及公

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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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９列出了结果。当我们综合考虑ＰＩＳＡ所测量的学生、学校社

会经济背景和学校政策及其实施方法时，按照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

４９％的学校间学习差异可以归因于社会经济背景，１％归因于学校资源，

还有１９％归因于它们的共同作用。［２２］这样一来，尽管在绝大多数国家

（地区），ＰＩＳＡ观察到教育资源对学校成绩影响的净效应很小，但是，其总

体作用（包括学生和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强化教育资源质量和数量

的分配）在许多国家（地区）中相当大，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

时、捷克、德国、荷兰、新西兰以及伙伴国泰国和乌拉圭（参见表５．２０末

栏）。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学校资

源的差异会增强而不是缩小社会经济的差异。

尽管计算所得的净效应可用来估计学校资源在社会经济背景之外的

影响作用，也就是说，学校教育的增益值，但是，这可能会低估学校资源的

真实作用，因为学校成绩的一部分是由于学校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共同作

用。比如，社会经济背景良好的学生可以更好的利用学校资源，或者社会

经济背景良好的学校可以有更好的资源。

相反，如果不根据社会经济因素加以调整，只考虑学校资源的总体作

用，这样就可能高估该因素的重要性，还会忽视学校所面对的社会经济条

件的差异。但是，像上面所说的，家长对总体作用最感兴趣，因为他们主

要关注的是学校总的教学效果，这里面也包括任何由学校生源水平造成

的影响。

造成学校成绩差异的原因

前面几部分考察了三种学校因素对成绩的影响，分别是学校风气、学

校政策和实施方法、学校资源，并且考察了它们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交互作

用。这一部分，我们试图把这三方面不同的因素综合成一个单一模型，目

的是想确定在考虑了所有其他因素的同时，每一因素的作用如何。政策

制订者可以根据它们相对的重要性得出结论。

分析之前，首先按照各成员取同样权重计算出ＯＥＣＤ的学生总数，

然后以同样的方法算出所有参与国家（地区）的学生总数，如表５．１２ａ和

表５．２１ｂ所示。但是要注意，当我们综合考察ＯＥＣＤ国家时，有几个学

校因素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但是在每个国家（地

区）内考察时，作用并非如此。我们的模型排除了那些无任何总效应的学

校因素。

总体来说，ＰＩＳＡ所测量到的因素，包括学生特点、学生和学校的社会

经济背景、学生和校长对学校风气的认识、校长报告的学校政策和实施方

法，以及对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和质量的评价等，解释了ＯＥＣＤ国家学

　　……虽然教育资

源对成绩影响的净效

应很小，但是与社会

背景结合在一起的共

同作用却相当大……

　　……社会经济背

景好的学生可以获得

更好的资源。

　　三种学校因素可

以结合起来考虑。

　　学生和学校的特

点结合起来可以解释

学 校 成 绩 差 异 的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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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均成绩变异的８％，平均能解释同一国家（地区）内部学校之间成绩

变异的７１％，还可以解释学校内部成绩变异的５４％（表５．２１ａ中的模

型４）。

在哪个方面学校对学生成绩差异影响最大？在分析学校的增益值

时，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学校因素的净效应上，也就是说，排除学校和学生

的经济背景对学校和学生的成绩差异的影响，仅计算学校风气的作用、政

策和实施方法的作用和学校资源的作用。

类似于我们前面的解释，这些结果容易低估三种学校因素对学校教

学的实际影响。这是因为成绩差异的一部分是由于学校和社会经济因素

的共同作用。比如，社会经济背景占优势的学生可以创造较好的学习氛

围，可以更好的得益于严格的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或者可以更多地利用

学校资源。因此，尽管下列分析关注的是净效应，我们也为读者指出了那

些净效应和总效应之间差异巨大的情况。

为了考察学校因素的净效应，我们从人口统计和学生及家庭的社会

经济背景出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调整。

■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父母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学生所受的家庭

教育和占有的文化资源，在ＰＩＳＡ中用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

来计算，该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学成绩就增加２４分。其中并

不包括下面列出的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

■学生性别。男生比女生的数学成绩高１５分，其余的社会经济背景

因素相同。

■学生出生国家（地区）。根据ＯＥＣＤ的平均值，在ＰＩＳＡ评估的国

家（地区）中，外国（地区）出生学生比本国（地区）出生的学生低１２

分，尽管有些本国（地区）出生的孩子其父母出生在外国（地区）。

其他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相同。

■家庭中使用的语言。排除其他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在大多数

情况下，如果学生在家庭中使用的语言不同于测试语言和其他官

方语言或者民族方言，那么他们的数学成绩就会低１０分。

■学前或早期教育。至少受到一年学前教育的学生数学成绩高８

分，其余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相同。

前面的部分讲过，学校生源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可以独立于学生个

体的社会经济背景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为了对此做出解释，我们同样

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整。学校中所有１５岁学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的

ＰＩＳＡ指数平均值（指代学校生源的总体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学习影响

　　……其中还可以

比较某些因素的净效

应。

　　……虽然这样做

可能低估这些因素对

学校成绩的影响。

　　为了评价学校因

素的影响，要对学生

个人的基本情况和社

会经济背景进行调

整……

　　……同时还要对

学校的整体特征做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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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在所有ＯＥＣＤ国家平均造成６３分的差异。上述计算中排除了学

生个人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表５．２１ａ中的模型３）。

下面一方面讨论学校风气、学校政策和实施以及学校资源同学校特

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讨论上述三个因素与数学成绩的关系。对每一

个因素而言，其结果显示的是其净效应，也就是说排除了这里探讨的其余

几个因素的作用，也排除了业已考虑的学校和学生的社会经济因素的作

用（表５．１２ａ模型４）。在解释所得结果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学校政策

和实施方法由国家（地区）或省级部门控制，因此在每个国家（地区）内部，

差异都非常小。这样，我们在模型中可能会低估这些变量的作用。以学

校决策权方面为例。这种情况下，国（地区）内学校成绩与学校决策权之

间的相关无法测量，因为国（地区）内学校之间在决策权上的差异非常小。

尽管如此，如前所述，一些国家（地区）的学校在某方面管理上享有更多的

决策权，这些国家（地区）的学生学习总体上较好。

模型［２３］中的学校风气变量中，根据所有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认为

师生关系差的学生数学成绩最差。那些对下列问题回答最不赞同的学生

平均数学成绩比别人低７４分（表５．１２ａ），其中业已排除了社会经济因素

的影响。这些问题包括：自己和同学与绝大多数老师的相处良好；大多数

老师关心学生；大多数老师确实会倾听学生的回答；老师能提供学生需要

的帮助；大多数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学生报告以

上这些师生关系不好的比例很小，因此，只有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

墨西哥、瑞典、美国以及伙伴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其造成的影响才达到

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表５．１２ｂ）。

根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学生对学校的纪律状况的认识方面的

ＰＩＳＡ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学成绩就会增加２７分，即使已经考虑过社

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表５．２１ａ）。除了芬兰、冰岛、卢森堡、荷兰和瑞典之

外，其他国家（地区）都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在葡萄牙、土耳其以及

伙伴国塞尔维亚，该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学成绩就会增加６０分。

根据ＯＥＣＤ的平均值，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识会产

生较小的正效应。但是，影响模式复杂，而且在一些国家（地区）有负效

应。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ＰＩＳＡ认识指数每改变一个单

位，如果不对社会经济因素做调整（即图５．１２ 中的模型５），成绩会增加

１０分，进行调整（即图５．１２ 中的模型４），成绩会增加３分。在澳大利亚、

加拿大、芬兰、韩国、西班牙、瑞典以及伙伴地区中国香港，该正效应都达

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在未根据社会经济背景作调整之前，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指数每变化

一个单位，其成绩变化就达到１５分（表５．１２ａ）。但是，一旦对社会经济背

　　在学校风气方

面，降低学生成绩的

主要原因是糟糕的师

生关系……

　　……纪律和学生

的学习热情所起的作

用比较小。

　　教师与学生的热

情和努力的效应比较

小……

　　……学生对学校

的归属感效用也较

小。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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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进行考虑，作用就非常小，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学校的社会因素

可能对孩子的学校归属感有较大影响。尽管如此，其影响作用在一些国

家（地区）中却很大，即使考虑过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之后仍然很大，指数

每改变一个单位成绩变化２０到６５分。这种现象在比利时、卢森堡、瑞士

以及伙伴国印度尼西亚和拉脱维亚尤为突出。但是在芬兰和爱尔兰，作

用是负向的（表５．１２ｂ）。

可能一点都不意外，通过对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作用的比较，根据

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我们发现学校的选拔性录取政策影响作用最大。

学校录取学生时，如果学科成绩记录或先前学校评价被优先考虑或是先

决条件，那么其学生成绩高１２分（表５．１２ａ）。在捷克、芬兰、德国、匈牙

利、卢森堡、挪威、斯洛伐克、瑞典以及伙伴国巴西和拉脱维亚，该分数在

１５到３１之间（表５．２１ｂ）。但是，在丹麦，学生分数反而低１７分。

根据ＯＥＣＤ的平均值，总体上说，数学课上不采取学生能力分组的

办法能使学生成绩提高９分。但在考虑过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之后，差

异就降到５分（表５．１２ａ）。在许多国家（地区），由于很少有学校报告不进

行能力分组，该因素的作用在国家（地区）之间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

水平。

为了吸引学生学习数学，学校会组织一些数学活动，比如数学竞赛、

数学小组或与数学有关的计算机小组。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后，我们发现

这种方式对学习有积极影响。学校的此类活动每增加一项，学生平均成

绩升高７分。但是，在考虑了社会经济因素作用后，就只剩下２分了。这

表明学校为了加强数学学习组织活动，其效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的

社会经济特征（表５．２１ａ）。

最后，如果学校采用教师自编的测验，那也会对学生成绩有促进。每

年中增加一次这样的测验，学生平均成绩提高１分。但是，一旦考虑了社

会经济因素，这种作用就消失了。如果采用标准测验的话，学生成绩会稍

微降低，每增加一次降１分。但是一旦考虑了社会经济因素，作用也一样

会消失（表５．２１ａ）。

师生比和班级规模通常被视为学校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父母和教

师都喜欢规模小的班级。因为在小班里，每个学生可以得到老师更多的

注意，以及减少管理大量学生及批改他们的作业的问题。但是，教师成本

是教育开支中的主要部分，减少班级规模，教育开支就会迅速增加。同

样，要考察生师比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这是因为在许多国家

（地区），老师和学校倾向于把学习困难的学生放在小班里，这样，这些学

生就能得到老师更多的必要的关照。这样一来，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

下，即使小班确实有助提高学习成绩，但是小班成绩仍旧低。或许正是由

　　在学校政策和实

施方法中，对成绩影

响最大的是选拔性录

取政策……

　　……但是避免依

能力分组……

　　……以及学校为

吸引学生学习数学所

组织的活动的正效应

则比较小。

　　在学校资源中，

师生比被认为是一个

重要因素，但是ＰＩＳＡ

没有发现它对成绩有

助益，可能因为成绩

差的学生往往被安置

到小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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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的这种互补作用，在我们的模型中，生师比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

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根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在其他因素均相同的前提下，学校规模

倾向于对学校教学有积极影响。在考虑社会经济因素之前，学生人数每

增加１００人，学校成绩提高５分；考虑之后，降为２分（表５．２１ａ）。

私立学校存在１１分的优势，但是，一旦对社会经济因素加以考

虑，公立学校就会领先７分。我们前面谈过，这表明私立学校的优势

主要源于学生的社会经济总和，这使得它们可以创造更好的学习环

境（表５．２１ａ）。

所处社区居民少于３０００人的学校占有９分的优势，这是在考虑过居

民的总体社会经济水平之后的值（表５．２１ａ）。这表明，有时候我们观察

到的乡村学校的成绩劣势主要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而不是由于学校教

学水平差。但是，居民人数的影响作用在各国（地区）变化很大，在有些国

家（地区），它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加拿大和美国；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地

区），特别是墨西哥，其作用是消极的（表５．２１ｂ）。

从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来看，教育资源通常对学校成绩有积极影

响。但是，一个ＰＩＳＡ的学校教育资源指数仅能带来２分的变化。［２４］其

较大的作用仅出现在比利时（６分）、意大利（１０分）和伙伴国俄罗斯（８

分）（表５．２１ｂ）。

最后，根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如果校长报告教师短缺比较严重，

那么学校的学生成绩会下降。这种关系在考虑了社会和经济因素之后会

减弱（表５．２１ａ）。［２５］在捷克，教师短缺同学校成绩之间的关系非常强，教

师短缺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成绩降低１６分。在比利时和卢森堡，

相应的成绩变化分别是６分和１３分（表５．２１ｂ）。

分析表明学校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密切的相互作用。学校因素和

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不是两者作用的单纯相加。这是因为，许多学

校特征因素都非常紧密地同学生家庭的特征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家庭

背景因素对学习的影响是以学校特征为中介的。比如，假定两个学校学

生家庭背景不同，它们的ＰＩＳ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指数相差一个单

位，那么你可以预测一下它们的ＰＩＳＡ数学成绩差异。总的来说，在

ＯＥＣＤ国家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学校的学生平均有６３分的优势。（表

５．２１ａ的模型３）。

平均来看，家庭富裕学生的成绩好一部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学校特

征有利，这里，学校特征就是中介因素。这方面造成的差异大约占到总差

异６３分中的１０分。除此之外，学生的背景还会产生５３分的差异（表

　　私立学校有成绩

优势，但是在考虑了

学校生源的总体社会

经济背景后，公立学

校反而有优势了。

　　同样地，在考虑

他们生源的总体社会

经济背景后，乡村学

校的成绩劣势也转变

为了优势。

　　教育资源与成绩

的相关也有限。

　　总的来说，各个

学校因素分开看的

话，对成绩的影响有

限，但是他们会强化

社会经济背景所带来

的优势。

　　这种优势部分是

因为富裕的学生更可

能进入到强势的学校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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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ａ模型４）。这一部分与学校特征无关。上面的１０分差异可以看作

学校特征对家庭背景占优势的学生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对那些希望所

有学生教育机会均等的政策制订者来说，这值得他们考虑。

教育机构差异

第四章曾谈到，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不同需求，缩小学生成绩上的差

异，这两者是所有国家（地区）正面临的巨大挑战。各国（地区）的应对方

法也互不相同。一些国家（地区）的学校采取非选拔机制，希望为所有学

生提供相似的学习机会。这样就要求每所学校能满足各种不同学习水平

学生的需要。其他国家（地区）采取外显的多样化方法，它们通过学校之

间和学校内部班级之间的选拔，将学生分类。这样做的目的是依据学生

的学习潜力和／或对特定课程的兴趣提供相应的教育。教育制度可以用

一个连续体来表达，囊括了从低度层级化的教育制度、学校和班级一直到

高度层级化系统的所有可能。图５．２０表示了与此有关的学校制度的一

些特征。

依据学生的学习成绩或其他特征，用不同的教育机构和课程设置分

别予以满足，这是学生分类的一种方法。之所以用学习成绩来分类学生，

这源于人们通常具有的一种假设。人们认为当学生处于一种能够相互激

励的有利环境时，他们的才能就能得到最大的发展。因此智力水平类似

的学生群体有助于高效率的教学活动。图５．２０中的数据涵盖了很大范

围内教育机制变化，从到１５岁为止都基本不分流的中等教育到分为４类

或更多的学校类型或不同的课程方案（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德国、爱尔

兰、荷兰、斯洛伐克和瑞士）。各国（地区）间的简单比较表明，虽然１５岁

学生可选的学校类型和课程设置同他们国家（地区）的平均数学成绩之间

不存在相关（参见图５．２０第１栏第７行），但是它可以解释ＯＥＣＤ学校间

平均变异的３９％。［２６］

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可以解释国家（地区）间在社会经济背景和学

生成绩之间联系强度变异的２６％（参见图５．２０ｂ第１栏第１０行）。换

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地区）存在大量不同类型的课程设置，那么社会

经济背景就会对学生的学习有较大的影响。这样一来，要实现公平就

很难了。

一般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区分是上述差异的一个重要来源。职业教育

与一般教育的划分不仅仅存在于课程上，还因为它一般要为学生从事特

定的职业做准备，在某些情况下，就是为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准备。

当我们考察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与学校间差异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它与

学校类型或课程设置数量与学校间差异的关系非常相似。

　　可以根据教育系

统选拔和区分学生的

程度进行分类……

　　……把学生按能

力分流进入的学校或

课程方案数不仅能够

解释学校间的成绩差

异……

　　……还能解释社

会经济背景对学习结

果的影响程度。

　　接受职业教育的

１５岁学生比例也存

在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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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０犪 ■犗犈犆犇成员学校系统的特点

国家和地区
１５岁学生可选择
的学校类型或
特殊教育课程

所学课程是为了进入
下级职业教育或直接

就业的１５岁学生比例１

该教育系统
第一次进行选拔
的学生年龄

１５岁学生曾在以下
学段内复读的比例：

小学 初中 高中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 ８．９ １６ ８．１ １．３ ｍ
奥地利 ４ ４２．９ １０ ５．０ ４．７ ３．９
比利时 ４ ２２．８ １２ １６．６ ７．７ ８．２
加拿大 １ ａ １３ ５．８ ５．６ ０．８
捷克 ５ １６．９ １１ １．９ １．７ ０．０
丹麦 １ ０．０ １６ ２．８ ０．７ ０．０
芬兰 １ ０．０ １６ ２．４ ０．０ ０．０
法国 ｍ ９．５ １５ １５．６ ２６．７ ｍ
德国 ４ ａ １０ ９．０ １４．１ ｍ
希腊 ２ １９．９ １５ ０．９ ６．３ １．１
匈牙利 ３ １９．６ １１ ４．３ ３．８ ３．３
冰岛 １ ０．０ １６ ０．６ ０．４ ０．０
爱尔兰 ４ １７．８ １５ １３．４ １．２ ０．３
意大利 ３ ｍ １４ １．６ ５．７ ８．８
日本 ２ ２５．４ １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韩国 ３ ２６．７ １４ ０．３ ０．５ ０．２
卢森堡 ４ ４．６ １３ １５．１ ２５．３ ｍ
墨西哥 ３ ５．８ １２ ２２．６ ６．３ ２．７
荷兰 ４ ６１．３ １２ ２１．４ ９．５ ｍ
新西兰 １ ０．０ １６ ３．９ １．６ ０．８
挪威 １ ０．０ １６ ０．０ ０．０ ０．０
波兰 ３ ｍ １５ ２．７ １．９ ｍ
葡萄牙 ３ ８．８ １５ １７．１ １６．９ ０．２
斯洛伐克 ５ ２．７ １１ １．７ １．３ ｍ
西班牙 １ ０．０ １６ ６．５ ２５．２ ｍ
瑞典 １ ０．０ １６ ３．０ １．０ ０．０
瑞士 ４ ８．８ １５ １４．１ ８．２ １．３
土耳其 ３ ｍ １１ ５．１ ４．０ ９．９
美国 １ ０．０ １６ ８．０ ４．２ １．０
ＯＥＣＤ平均 ３ １２．６ １４ ７．２ ６．４ ２．０

英国３ １ ｍ １６ ２．１ ０．９ ０．７

数学成绩 该方差占ＯＥＣＤ成员平均学生成绩方差的百分比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学生成绩总方差 学校间成绩总方差 标准化指标的平均值２

澳大利亚 ５２４ （２．１） ９５ （１．５） １０５ ２２ －０．６４
奥地利 ５０６ （３．３） ９３ （１．７） ９８ ５５ １．２１
比利时 ５２９ （２．３） １１０ （１．８） １２２ ５７ ０．９４
加拿大 ５３２ （１．８） ８７ （１．０） ８９ １５ －０．２４
捷克 ５１６ （３．５） ９６ （１．９） １００ ５１ ０．７３
丹麦 ５１４ （２．７） ９１ （１．４） ９６ １３ －０．８９
芬兰 ５４４ （１．９） ８４ （１．１） ８１ ４ －０．９０
法国 ５１１ （２．５） ９２ （１．８） ｗ ｗ ０．４１
德国 ５０３ （３．３） １０３ （１．８） １０８ ５６ １．１５
希腊 ４４５ （３．９） ９４ （１．８） １０２ ３９ －０．１５
匈牙利 ４９０ （２．８） ９４ （２．０） １０２ ６６ ０．５０
冰岛 ５１５ （１．４） ９０ （１．２） ９５ ４ －０．９２
爱尔兰 ５０３ （２．４） ８５ （１．３） ８４ １３ ０．２５
意大利 ４６６ （３．１） ９６ （１．９） １０７ ５７ －０．０３
日本 ５３４ （４．０） １０１ （２．８） １１６ ６２ －０．２２
韩国 ５４２ （３．２） ９２ （２．１） ９９ ４２ ０．１１
卢森堡 ４９３ （１．０） ９２ （１．０） ９８ ３１ ０．７４
墨西哥 ３８５ （３．６） ８５ （１．９） ８５ ２９ ０．４６
荷兰 ５３８ （３．１） ９３ （２．３） ９２ ５５ １．６０
新西兰 ５２３ （２．３） ９８ （１．２） １１０ ２０ －０．８５
挪威 ４９５ （２．４） ９２ （１．２） ９８ ６ －０．８８
波兰 ４９０ （２．５） ９０ （１．３） ９５ １２ －０．２７
葡萄牙 ４６６ （３．４） ８８ （１．７） ８９ ３０ ０．１４
斯洛伐克 ４９８ （３．３） ９３ （２．３） ９９ ４２ ０．４９
西班牙 ４８５ （２．４） ８８ （１．３） ９１ １７ －０．４３
瑞典 ５０９ （２．６） ９５ （１．８） １０３ １１ －０．８９
瑞士 ５２７ （３．４） ９８ （２．０） １１１ ３６ ０．１６
土耳其 ４２３ （６．７） １０５ （５．３） １２７ ６９ ０．７６
美国 ４８３ （２．９） ９５ （１．３） １０５ ２７ －０．７６
ＯＥＣＤ平均 ５００ （０．６） １００ （０．４） １００ ３４ ０．００
英国３ ｍ ｍ ｍ ｍ ９７ ２１ －０．９１

１．根据学生课程学习目的不同进行区分（ＩＳＣＥＤＢ和Ｃ）。

２．对第一次选拔年龄、１５岁学生可选择的学校类型或特定教育课程、不同阶段复读学生的比例和１５岁学生所学课程为了进入下级职
业教育或直接就业这几个指标进行标准化，经计算得到的平均值。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ＯＥＣＤ教育数据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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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０犫 ■犗犈犆犇成员教育系统特征平均值的相关矩阵

１５岁学生

可选择的学

校类型或特

殊教育课程

所学课程是为

了进入下级职

业教育或直接

就业的１５岁

学生比例

该教育系统

第一次进行

选拔的学生

年龄

１５岁学生

曾在小学

复读的比

例

１５岁学生

曾在初中

复读的比

例

１５岁学生

曾在高中

复读的比

例

数学成

绩－平

均分

数学成

绩－标

准差

学生成绩

的学校间

总方差

经济、社会

和文化背景

指数与学生

成绩之间的

相关程度

１５岁学生可选择的学校

类型或特殊教育课程
１

所学课程是为了进入下

级职业教育或直接就业

的１５岁学生比例

０．５０ １

该教育系统第一次进行

选拔的学生年龄
－０．７６ －０．５２ １

１５岁学生曾在小学复读

的比例
０．３９ ０．２７ －０．２３ １

１５岁学生曾在初中复读

的比例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５６ １

１５岁学生曾在高中复读

的比例
０．４５ ０．２２ －０．５３ ０．２３ ０．２７ １

数学成绩－平均分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４０ １

数学成绩－标准差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５８ ０．０８ １

学生成绩的学校间总方

差
０．６２ ０．６３ －０．７０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６５ －０．１４ ０．６２ １

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

指数与学生成绩之间的

相关程度

０．５１ ０．２４ －０．５３ ０．２９ ０．１７ ０．４３ －０．１９ ０．４８ ０．５７ １

注：黑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上０．０５的显著水平（双侧）。将该图中的相关系数平方得到变异解释率。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ＯＥＣＤ数据库；教育数据库；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犘狅犾犻犮狔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ｅ）。

当学生到了需要选择学校类型的年龄时，他们和父母就必须做出抉

择，这也是学生分流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奥地利和德国，孩子１０岁左

右就要做出抉择，非常早。相反，在新西兰、西班牙和美国，至少在学生完

成中学教育以前，不会出现正式的学校分类。选拔的年龄同各国（地区）

学生平均的数学成绩之间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相关。但是，在ＯＥＣＤ学

生和学校间平均的成绩差异中，那些较早选拔学生的国家（地区）会占到

相当大的比例。事实上，选拔的年龄可以解释学校之间成绩差异的一半

（参见图５．２０ｂ第３栏第９行）。但是，这本身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教育层

级化的目的就是学校间的学习成绩差异。研究还发现，较早选拔的教育

制度常常与较大的社会差距相联系。对于ＰＩＳ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

位指数同学生数学成绩之间平均的联系强度，开始选拔的年龄可以解释

２８％（参见图５．２０ｂ第３栏第１０行）。

复读的目的是让课程内容适合学生的学习水平，因此它也可以被视

为一种进行学生分类的方式。结果表明，那些在高中阶段至少复读过一

次的学生比例比较大的国家（地区），其学生成绩较差（可以解释国家（地

　　早期选拔也与学

校差异和社会差距紧

密联系在一起。

　　……复读频率高

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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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成绩差异的１６％左右）（参见图５．２０ｂ第６栏第７行）。而且，高中

生复读频率还可以解释ＯＥＣＤ国家学生之间平均成绩差异的３４％，学校

之间平均成绩差异的４３％（参见图５．２０ｂ第６栏第８、第９行）。另外，高

中生复读频率更高的国家（地区）也同样会表现出更清晰的社会等级差

异。ＯＥＣＤ学校之间平均的学生成绩差异有１９％可以由这一因素解释

（参见图５．２０ｂ第６栏第１０行）。学生成绩同小学及初中的复读频率之

间的关系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我们很难把这些学生分类方法进行跨国的比较和解释。但是，如图

５．２０ｂ所示，我们所采用各种学生分类的指数之间紧密相关，因此，分类

方法并不是这些结果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构造一个涵盖所有分类方法

的指数，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结果综合起来。［２７］将这一指数同ＰＩＳＡ成绩

相联系，我们会发现，教育制度越是划分明确、越是选拔严格，那么学校间

的差异就越大。并且，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差异也越大。对于

ＰＩＳＡ所测量的家庭背景各方面，情况都是如此。即使我们考虑了控制变

量，比如国家（地区）的收入状况，情况也还是这样。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那些在学生较小时就对学校和课程设置做明确

划分的国家（地区），无论学生之间总体的差异还是学校之间的差异都会

加大。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发现在那些学生报告教师缺乏

对学生个体支持的国家（地区）中，绝大多数的教育机构划分非常明确。

要对这些结果做出解释并非易事。在教育机构的划分与学生成绩差

异扩大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甚至与社会选拔的加剧也没有必然

的联系。如果对水平相似的学生教学要比对水平不同的学生教学效率要

高，那么这种做法应该会提高学生的成绩，而不是扩大成绩差异。但是，

在水平相似的学习环境下，学习好的学生可以有更多向他人学习的机会，

可以相互促进，但是，较差的可能就没法向他人学习或得到支持了。

情况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划分明确的教育机构内，那些没达到某种

学习标准的学生更容易被安排到其他学习要求更低的学校或课程方案中

去，而不是努力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最后，还有一种可能，一个学生能

力和背景差异较大的情境可能会激发教师更多地采取个别化的教学

方法。

为什么开始划分学生的年龄与社会选择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可能

是由于学生小时候更多地依赖父母和父母的资源。在一个区分明确的教

育系统中，社会经济背景好的父母在增加孩子成功的机会方面更占优势，

如果做决策的年龄比较大，学生自己就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总之，这些结果

表明，把学生分为不

同的类型与学校之间

的成绩差异以及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成绩

差异有关联。

　　至于为什么分流

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虽没有明确的理由，

但是有几种可能的解

释……

　　……高度区分的

系统可能更容易把达

不到要求的学生转到

要求比较低的学校

去，而不是付出更多

的努力来提高他们的

成绩……

　　……而且，早期分

流可能会强化孩子幼

年时父母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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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依然存在。对学生进行划分是否仍旧对提高学生整体学

习水平有益？类似ＰＩＳＡ这样的代表性调查不可能对此做出结论性的回

答。尽管有趋向表明教育体制划分越是明确，效果越不好，但是这种关系

很弱，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政策启示

这一章，我们确定了一系列与学习结果和学校间成绩差异有关的学

校特征。综合起来，它们是学生特征、学生和学校的社会经济背景，学生

和校长对学校风气的认识、校长对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的报告、对学校资

源的可获得性和质量的评估。这些特征能够解释ＯＥＣＤ国家学生平均

成绩变异的５４％，平均可以解释各个国家（地区）内部学校之间成绩变异

的７１％，学校内部学生之间差异的８％。

虽然我们不是总能准确地测量每个因素对学生成绩作用，但是我们

发现了很多学校内和学校间的差异，这值得政策制订者认真考虑。比如，

无论是学生还是校长，无论在国家（地区）之间还是在国家（地区）内部，对

于学校学习环境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差别。研究中表明，这些差异不仅

影响到教学和学习是否有效，还同样影响学校的管理。因此，这些结果表

明，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确保所有的学校拥有与有效教学相一致的学

习风气、管理文化和教育资源。

ＰＩＳＡ除了描述上述这三类学校特征外，还计算了它们对学生和学校

成绩的影响。

首先讨论了单纯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独立于其他学校因素和社会

经济背景的影响。以学校纪律为例，如果两所学校生源水平相同，它们的

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以及学校资源都相似，那么纪律严明的学校比起纪

律松懈的学校学生学习占多大优势？根据这种分析方法，ＰＩＳＡ几乎没有

发现哪种学校因素对学习有较大的影响。尽管如此，结果仍表明学校因

素会造成一些差别。如果一所学校纪律严明，学生学习热情、努力进取，

那么学生和学校的表现都更好。相反，师生关系差的学校表现就差多了。

因此，学校不仅可以受益于教学方法的改进，还可以受益于师生关系的改

善。另外，具有以下特征的学校也可以提高其数学成绩：组织数学活动、

避免依据能力分班、学校师资和教育资源充足。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综合考虑了社会和经济因素之后，发现某些特定

的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大。这种作用对制定政策者可能没有多少直接的启

示，因为它们会让人错以为改进了某种学校因素就会带来进步，而实际上

起推动作用的是社会背景。尽管如此，如果注意到这些因素，家长的择校

行为就相当合理了。因为家长关心的是学校整体的教学成果，其中也包

　　学校特征对学习

的影响程度在学校之

间和国家（地区）之间

差异很大，值得政策

制定者思考。

　　ＰＩＳＡ用实证材

料证明了学校因素和

成绩之间存在不同的

关系：第一，差异来自

学校特征的单独作

用……

　　……第二，高于

平均水平的家庭背景

使学生更能够进入具

有 某 些 特 点 的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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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学校生源的社会经济水平对学习的影响。

社会经济和学校因素的共同作用是第三类影响作用，也是我们三个

中最重要的一个。根据这章的分析，社会经济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学校风

气对学校成绩的影响。对于那些不考虑学校的社会经济总体水平，只注

重学校教师的奉献精神和学校风气的政策制订者而言，这一点值得深思。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良好的学生自律能力强、对学校教

育看法更积极。另外，还可能是在社会经济水平总量较高的学校，家长对

学校班级纪律和教师奉献精神期望值比较高。相反，社会经济水平低的

学校会较少面对家长要求增强班级纪律、替换缺勤和工作缺乏积极性教

师的压力。

同样地，分析发现，大部分学校间的教学差异主要源于学校政策和实

施方法、学校资源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社会经济水平高的学校

可以采用更有效的政策和实施方法，大概是因为它们拥有最好的教师队

伍，或者它们有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

所有这些都表明，有生源优势的学校自身在许多方面占优势。所以

要提高家庭背景差的学生的学校教育，政策制订一样要从多方面入手。

这提醒政策制订者，为了达到相同的教学效果，需要努力改善生源背景差

的学校条件。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较早把学生分入不同学校或不同课程设置的

教育系统，因为这种分流不仅会扩大学校间的成绩差异，而且扩大不同社

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学习结果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学校特征紧密联

系，因为在这样的国家（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会进入不同类型的学

校。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减少社会各阶层之间隔离，可以采取降

低学校系统中的学生层级化的程度。另外，对那些生源背景差的学校，还

可以努力增加教育资源，调整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改善其学校风气。在

某种程度上，这对于那些教育机构之间有明确分类的学校系统来说任务

更明确，但对于那些存在社会阶层隔离，大部分学校都是综合的学校系统

来说，任务就不明确了。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背景差的学生集中在某种

类型的学校，可以通过政策来提高这类学校的办学条件。但是这种做法

通常不太容易操作，因为生源好的学校之所以教学效果好，不是由于政

策，而是由于人的行为。比如，经济宽裕的家庭对学校改进办学的要求很

高，另外，学生好教的学校能够吸引来更好教师。要改变这种不平衡，只

有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此外别无他法。

最后，对于如何改进教育，我们的分析提出了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

题。第一个是早期教育有多大的长期功效。在一些国家（地区）进行的样

本较小的追踪研究已经发现，早期教育对于青少年和成人早期的影响作

　　……第三，学校

和学生背景因素的共

同作用表明，政策应

该关注帮助薄弱学校

在多方面提高。

　　这种改善对于把

学生分流到不同学校

中去的中等教育系统

特别重要，因为这种

教育系统中社会经济

优势的作用更大。

　　这些比较得到的

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信

息是，学前教育的价

值得到了进一步的证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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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重大而持久的。要在大范围内对此进行测量非常难，因为大规模的

国际性学生追踪研究耗资巨大。ＰＩＳＡ研究所依赖的数据仅是１５岁学生

对于是否接受早期教育的自我报告。研究的结果显著，因为在大多数国

家（地区）中，我们发现早期教育与１５岁时的优异成绩之间存在着很高的

相关，而且即使根据家庭背景进行调整之后依然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家

庭背景好的学生通常成绩较好，而且更有机会接受早期教育。在９个

ＯＥＣＤ国家中，上述相关关系非常强。成绩变化在半个数学能力水平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到刚超过一个数学能力水平之间（３０到７３分）。这说明早

期教育在孩子入学８到１０年后仍对学生学习有显著而广泛的影响作用。

第二个发现与教育中对私立学校教学成果的探讨紧密联系。这些私

立学校包括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在内。总体上说，私立学校的学生学习

较好，虽然并非每个国家（地区）都如此。但是，如果对私立学校学生的社

会背景因素加以考虑，这些优势就不存在了。在某些国家（地区），统计上

显著的效应依然存在，但是ＯＥＣＤ国家中，除了五个之外（加拿大、德国、

新西兰、墨西哥和西班牙），其余国家（地区）中的这一优势都少于１／４个

数学能力水平。这就是说，就读私立学校带给孩子的优势仅仅是接受过

一年学前教育所带来优势的一半（学前教育的优势在上一段曾讲到），而

且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地区）。而且，如果我们再考虑学校生源总体社

会背景的影响作用，私立学校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生源总体社会背景

作用是指一个学生由于同家庭背景较好的同学在一起，其成绩可能得到

的提高。私立学校除了其生源作用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优势。比如，私立

学校采取一些特定的学校政策和实施方法，这使得同伴优势更容易显现。

但是，这些比较表明，私立学校同学生的学习优势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

因此，想要提高学生总体的学习水平，任何仅靠把公立学校资金转投私立

学校的政策效果是很不确定的。

　　……同时，为了

提高总体的教育质

量，仅仅通过将资金

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

学校的做法效果很不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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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ＰＩＳＡ之所以没有收集这些数据，是因为ＰＩＳＡ中只有１５岁学生的信息。在学生当前的学习成绩与当前的学习

机会之间进行相关会低估这种关系。因为学生之前的受教育经历对１５岁时的学习成绩也有重要影响。

［２］回答的选项有“每节课”、“大多数课”、“一部分课”、“从没有或几乎没有”。

［３］注意，这里要求学生指出对教师在一年的数学课中的表现做出评价。当然，结果不能理解为１５岁学生遇到的所

有老师的特征。

［４］在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黑山的数据无法得到。后者占整个国家人口的７．９％。塞尔维亚这个名字是塞尔维亚

黑山共和国塞尔维亚这部分的简称。

［５］根据ＯＥＣＤ的平均值，该指数解释了学生数学成绩变异的０．２％，而且只有８个ＯＥＣＤ国家的指数超过了１％。

［６］在比较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的数据时，要记住，２０００年我们要求校长根据学校里１５岁学生的情况进行回答，而在

２００３年，我们要求校长根据学校的总体状况回答。类似的，２０００年，我们要学生根据语言课上的情况作答，而在

２００３年，他们需要按照数学课上的情况作答。

［７］依据对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０年该指数相关的各个问题的回答，把认为或多或少会有影响的各国（地区）校长人数比例

进行平均，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总体的趋势。

［８］这一估计基于学校的社会经济水平同学校风气两者共同的作用。社会经济状况使通过测量下列几项得出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指数、学生出生地和家庭语言、学生家庭藏书量、家庭的文化经典藏量指数，学生性别、学校的

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学校所在地（乡村／城市）以及学校类型（公立／私立）。学校风气通过测量以下几项得出：师生

关系指数、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指数、教师支持指数、纪律状况指数、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指数、教师工作热情

和奉献精神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因素指数（参见附录Ａ１）。赋予每个国家

（地区）相同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学生人数，据此进行分析。所得的国际通用模型就可以用于每一个国家（地区），

据此可以估计出国家（地区）水平上的影响作用。

［９］这些问题的回答选项包括“前提条件”、“优先考虑”、“需要考虑”、“无需考虑”。

［１０］丹麦也属于这一类别，但是在丹麦问卷中，有关测试的问题被仅仅局限于能力水平考试的范围内。这可能是分数

低的部分原因。

［１１］计算方法是这样的，先计算对相关问题回答属于“并非学校工作的主要职责”的校长比例，然后根据权重转换，再

从１００中减去该值，所得就是我们要的百分比值。

［１２］总体相关系数的平方就是变异解释量。

［１３］根据校长的报告，确定有多少校长认为各权利人对于师资、预算、教学内容和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有直接影响的。

［１４］该预测是基于学校社会经济水平同学校政策及实施方法之间的共同作用做出的。社会经济水平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测量：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指数、学生出生地和家庭语言、学生家庭藏书量、家庭的经典文化资源拥有度指数，

学生性别、学校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学校所在地（乡村／城市）以及学校类型（公立／私立）。学校政策及实施办法

是通过以下方面来测量的：学校的学术选拔性、估计每年使用标准化测试的次数、估计每年使用教师自编测试的

次数、是否对学生依据能力分班、学校开展的课外活动、学校对师资和预算的决定权、学校对教学内容和评价机制

的决定权（参见附录Ａ１）。为每个国家（地区）赋予相同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学生人数，据此进行分析。所得的国

际通用模型就可以用于每一个国家（地区），据此可以顾及出国家（地区）水平上的影响作用。

［１５］询问学生平均每一节课的时间。还要问他们前一周一共上了多少节数学课。图表中的数据是将这两个因素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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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我们的假设是，前一周是一个学年平均教学周的代表。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一个学年中教学周数量的

划分。

［１６］缩减量是对于那些在未作调整时学习差异有显著性差异的国家（地区）计算的。

［１７］我们是根据ＰＩＳ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同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估计的。

［１８］根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ＰＩＳＡ的学校基础设施的质量指标解释了数学成绩变异的１％。

［１９］根据ＯＥＣＤ国家的平均值，ＰＩＳＡ的学校教育资源的质量指标解释了数学成绩变异的２．５％。

［２０］在ＰＩＳＡ中，公立学校是指由公共教育权利机构或部门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教育机构；抑或直接由政府部门或管理

团体（协会、委员会等）管理和控制，其中管理团体的成员不是有全体机构直接制定就是通过公众选举的。私立学

校是由非政府组织控制和管理的教育机构，或者其管理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并非来自公共部门的选拔。

［２１］在下述比较中，由于依赖政府的私立学校和独立于政府的私立学校数量太少，所以我们把它们进行合并。另外，

参与比较的国家（地区）其私立学校的学生人数至少要占到３％。

［２２］该预测基于学校社会经济水平同学校资源之间的共同作用做出的。社会经济水平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测量：经济、

社会和文化水平指数、学生出生地和家庭语言、学生家庭藏书量、家庭的经典文化资源拥有度，学生性别、学校的

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学校所在地（乡村／城市）以及学校类型（公立／私立）。学校资源通过以下方面来测量：班级规

模、学校规模、学校占地面积、师生比例、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标、师资短缺指标（参见附录Ａ１）。为每个国家（地

区）赋予相同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学生人数，据此进行分析。所得的国际通用模型就可以用于每一个国家（地区），

据此可以顾及出国家（地区）水平上的影响作用。

［２３］这些因素包括：校长对学校风气的ＰＩＳＡ认识指数；师生关系的ＰＩＳＡ指数；学生对学校归属感的ＰＩＳＡ指数；学

校纪律状况的ＰＩＳＡ指数、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ＰＩＳＡ认识指数、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努力程度

的ＰＩＳＡ认识指数。校长对教师行为的ＰＩＳＡ认识指数。

［２４］在未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时，一个单位的学校教育资源指数相应的成绩变化为２．４分，考虑之后就降为１．７分。

［２５］在未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时，一个单位的师资短缺指数相应的成绩变化为４分，考虑之后就降为２分。

［２６］图５．２０上相关系数的平方就是变异解释量。

［２７］为了达到分析的目的，根据选拔进行的年龄对正态化的组成部分赋予相同的权重。

［２８］例如，在捷克、德国、意大利和卢森堡，至少有５１％的学生说他们的老师从未对哪个学生的学习感兴趣或者仅仅

在一些课上有这种表现（相对于大多数课上或所有课上），至少２７％的学生说他们的老师从未或仅仅在一些课上

允许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５８％或更多的学生说他们的老师从没有或者仅仅在一些课上帮助他们学习。（想要对

教师支持和学生学习之间关系了解更多，参见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





６

第六章

学生阅读成绩和科学成绩概览

引言 　　………………………………………………………………………………２３０

犘犐犛犃怎样测评阅读素养 　　………………………………………………２３０

学生的阅读成绩 　　……………………………………………………………２３１

　■５级水平（高于６２５分） 　　……………………………………………２３４

　■４级水平（５５３～６２５分）
　　…………………………………………２３５

　■３级水平（４８１～５５２分）
　　…………………………………………２３５

　■２级水平（４０８～４８０分）
　　…………………………………………２３６

　■１级水平（３３５～４０７分或者低于３３５分）
　　…………………２３６

　■ 各国（地区）阅读素养的平均成绩 　　……………………………２３７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阅读成绩差异 　　…………………２３９

　■ 阅读素养中的性别差异 　　…………………………………………２４１

犘犐犛犃如何测评科学素养 　　………………………………………………２４２

学生的科学成绩 　　……………………………………………………………２４９

　■ 各国（地区）科学平均成绩 　　………………………………………２４９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科学成绩的差异 　　……………２５１

　■ 科学素养的性别差异 　　………………………………………………２５３

政策启示 　　………………………………………………………………………２５４

　■ 阅读 　　………………………………………………………………………２５４

　■ 科学 　　………………………………………………………………………２５５



２３０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６
　
第
六
章
　
学
生
阅
读
成
绩
和
科
学
成
绩
概
览

引言

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重点测评领域数学相比，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的阅读和科

学领域所占的评估时间要少得多，分别只占用了６０分钟，这些时间只能

更新总成绩，不能像第二章中的数学素养那样，对知识和技能进行深入的

分析。在这一章节中描述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如何测评学生在阅读和科学方面

的成绩；如何考查学生在这两大领域的学习结果；以及对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结论进行了比较。

犘犐犛犃怎样测评阅读素养

阅读素养关注的是学生在生活情境中使用书面信息的能力。在

ＰＩＳＡ中，阅读素养是指学生为了达到个人目标、增进知识、发展潜能以及

参与社会活动，而理解、运用和反思书面材料的能力。这个定义超越了对

书面材料的信息解码和字面上的解释这样一些传统概念，趋向于更加应

用型的任务。

ＰＩＳＡ从三个维度来界定阅读素养：阅读材料的形式、阅读任务的类

型或角度、组织文本材料的情境或用途。

第一维度是文本形式，ＰＩＳＡ把阅读材料或文本分成连续文本和非

连续文本。连续文本一般由句子构成，而句子又组成段落，这些也适用

于节、章和书等更大的结构。由于非连续文本要用到不同的阅读方法，

而且要能根据它们的不同形式来分类，所以非连续文本的组织结构不

同于连续文本。学生在两个不同文本形式的阅读量表上的成绩在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报告“为了改变而阅读———各国（地区）的成绩与参与度”

中有过陈述。

第二维度是阅读的三个方面。有一些任务是让学生搜索信息，也就

是在文本中查找单一或综合的信息。有一些任务是让学生解释文本，也

就是从书面材料中建构意义并做出推论。第三种类型的任务是让学生反

思并评估文本，也就是将文本材料和他们先前的知识、概念、经验相联系。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对学生在这三种不同类型任务上的成绩分别用独立的量表进

行了报告，但是在２００３年，分派到阅读上的测评时间实在太少，报告的结

果仅仅是将三种类型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单一的阅读素养量表。

第三维度是情境或环境，根据作者不同的写作意图、材料中直接或间

接的人物关系以及大体的内容，反映出不同的文本分类。ＰＩＳＡ测试中选

择的情境在最大限度上扩展了阅读素养测评中内容的多样性，包括用于

个人的阅读（个人阅读）、用于公众的阅读、用于工作的阅读（职业阅读）、

用于教育的阅读。

　　２００３的测查提

供了新的数学和科学

成绩。

　　ＰＩＳＡ测评学生

使用书面材料的能

力……

　　……通过处理不

同类型的文本……

　　……还要完成不

同 类 型 的 阅 读 任

务……

　　……任务涉及各

种需要阅读的不同情

境。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２３１　　

６
　
第
六
章
　
学
生
阅
读
成
绩
和
科
学
成
绩
概
览

对于ＰＩＳＡ阅读素养测评基本概念框架的完整描述，请参阅“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测评框架：数学、阅读、科学以及问题解决知识与技能（ＯＥＣＤ，

２００３ｅ）”一书。

学生的阅读成绩

阅读素养测评结果报告的原则和数学结果报告相似（参见第二

章），但不同的是，数学素养量表是在２００３年的测评中新建立的，而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阅读素养量表要与２０００年测评的结果相衔接。因为阅读素

养是２０００年测评的重点，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中，充分开发了阅读素养的测

评手段，所以将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平均分５００分作为未来阅读素养测评的

基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采用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完全相同的阅读素养框架结构和

子项目，为了确保在数据计算时的可比性，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从２０００年曾使用

的１４１个阅读试题中选择了２８个试题加以利用。并在选择这些阅读

试题时，考虑了框架结构各方面的相对平衡，例如：在这两次测评中，各

个任务分类所涉及的试题的比例是基本相似的（参见表Ａ６．２，框架结

构各个方面的试题分类）。

因此，在本章节中阅读素养的测评结果是根据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阅读

素养水平量表得来的，２７个参与测试的ＯＥＣＤ成员的平均分是５００

分，标准差是１００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测评结果包括了２９个ＯＥＣＤ成

员———斯洛伐克、土耳其２００３年参加了ＰＩＳＡ，荷兰在２００３年也达到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所有的技术标准，但是英国的结果没有包括在内，因为英国

没有达到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所要求的技术标准。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两次测评

都参加并有可比结果的共有２５个ＯＥＣＤ成员，这些国家的平均成绩基

本没有变化。［１］但主要是因为在２００３年有一些新的国家（地区）参与进

来了，所以目前整体的ＯＥＣＤ国家阅读素养的平均成绩为４９４分、标准

差仍然为１００分。

和２０００年一样，２００３年的阅读成绩根据任务的难易度分为５级水

平。这些等级是根据在概念上、本质上以及统计上有共同特点的任务

来界定的，因此每个等级水平内的任务都符合某些技术规范（参见第

二章）。５级水平相对应的分值高于６２５分，５５３～６２５分是４级水平，

４８１～５５２分是５级水平，４０８～４８０分是２级水平，３３５～４０７分是１级

水平。

学生处于某一个等级水平不仅表明掌握了那个水平所需要的知识和

技能，而且也说明具备了更低等级水平的要求。例如，所有的学生达到３

级水平，他们也一定达到１和２级水平。具备某个等级水平的学生，需要

正确回答那个等级至少一半以上的题目（参见第二章）。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用

２０００年建立的阅读

框架来测量，并采用

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同样的

子任务……

　　……并且结果报

告采用２０００年同样

的量表。

　　量表把学生阅读

能力分为５个等级水

平……

　　……根据他们通

常能够正确回答的任

务的难度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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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 ■ 阅读素养的５级水平概述

提取信息 解　　释 反思与评价

找到信息在文本中的位置并能对多种信

息进行排序或整合，这些信息是隐藏在

文本中的，有些信息甚至是在文本以外

的。能推断文本中的哪些信息是和任务

相关的。能处理似是而非或者具有竞争

性的信息。

能分析有细微差别的语言的内涵，或者

体现出对文本有全面而又细致的理解。

能利用专业知识进行批判性

的评价或假设。能处理与预

期相背离的概念，能深入理解

篇幅很长或者很复杂的文本。

５

连续文本：能对语言结构并不明晰的文本做出分析，以辨别文本细节部分与其内隐的主题或意图的关系。

非连续文本：能从罗列的许多冗长具体的信息中，发现信息的模式，有时能通过外部信息加以辨认。读者要能自主

意识到，对文本的全面理解需要参考同一文章的某个分开的部分，例如脚注。

能从背景或体裁熟悉的文本材料中找到

信息在文本中的位置并能对内含的多种

信息进行排序或整合，这些信息可能要

符合多重标准。能推断文本中的哪些信

息是和任务相关的。

对于背景不熟悉的材料，能通过基于文

本材料的高水平的推论，来理解和分类，

能通过对文本的通盘考虑来分析各部分

的含意。能处理与预期相背离的、模糊

不清的、并用消极言词表达的概念。

能利用常规的或大众的知识

对文本进行假设或进行批判

性地评价。能精确地理解篇

幅很长或者很复杂的文本。

４

连续文本：在缺乏清晰的段落标记的情况下，能用语义或主题线索把若干段落联系起来，来寻找、解释、评价隐藏的

信息或者做出心理学意义和哲学意义上的推断。

非连续文本：在缺乏甚至根本没有标志或专门格式等帮助的情况下，能够浏览一篇冗长详细的文本来寻找相关信

息，从而找到若干信息加以比照或综合。

能找到适合多重标准的信息，在某些情

形中能辨认信息之间的关系。能处理具

有明显竞争性的信息。

为了能辨别主要意思、理解相互关系、解

释一个单词或短语的含意，能将文本的

几个部分结合起来。能考虑到不同的比

较、对比或分类的标准。能处理竞争性

信息。

能进行联系或比较、做出解释

或者对文本的特点做出评价。

能与熟悉的、日常知识联系起

来获得对文本的细致的理解，

或者利用并不属于常识性的

知识。

３

连续文本：能利用文本惯常的组织结构，以及利用内在的或外在的逻辑关联，诸如句子、段落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来

提取、解释或者评价信息。

非连续文本：在思考一个部分的内容时，能利用分开的另一个部分的内容，它的形式很可能与前一个不同，或者能

综合图、地图中的空间、语言和数字信息，对呈现的信息做出结论。

能寻找一个或多个信息，这些信息可能

要求符合多重标准。能处理竞争性的

信息。

当信息并不明确并且要求进行低水平推

论的时候，能辨别文本的主要概念、理解

相互关系、形成或应用简单的分类或者

解释有限范围内的文本的意思。

能在文本知识和外部知识之

间做出比较或联系，或者通过

个人的经验和态度对文本的

特点做出解释。

２

连续文本：能利用段落中的逻辑和语言上的联系来定位或解释信息；或者综合文本或文本中的某些部分的信息来

推断作者的意图。

非连续文本：能够掌握用形象化的方式（如简单的树形图或表）呈现的信息结构；或者能够综合图或表中的两种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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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续）■ 阅读素养的５级水平概述

提取信息 解　　释 反思与评价

在文本中极少具备或根本不具备竞争性

的信息中，能寻找一个或多个符合单一

标准且明确陈述的独立信息。

当信息非常明确的时候，能辨认熟悉话

题的主题或者作者的意图。

能在文本信息和常识之间建

立简单的关联。

１

连续文本：能利用冗余信息、段落标题或普通的印刷惯例，形成对文本主要思想的总体印象；或者在很短的一部分

文本中寻找明确陈述的信息。

非连续文本：能关注不连续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是以简单的方式呈现的，如一幅简单的地图、线形图或者直方图，

只包含少量信息并且呈现方式直截了当，而且其中的文字往往只有很少的几个单词或短语。

如果学生的得分低于３３５分，即没有达到１级水平，那么就在日常行

为中表现出ＰＩＳＡ力图测评的学生最为基本的能力。然而这样的成绩并

不意味着那些学生一点也不具备阅读素养，成绩低于１级水平标志着学

生能力的严重缺乏，他很难在其他领域将阅读素养作为获取知识的工具

来使用。同样地，ＰＩＳＡ测试成绩高于５级的学生意味着他们具有很高的

阅读能力，超出了该评估项目的测评范围。

阅读等级水平的制定不仅能够划分学生的成绩等级，而且能够描述

哪些事情是学生可以做到的（参见图６．１）。连续的阅读等级水平对应的

是难度逐步递增的任务要求，任务属于哪一能力水平是由专家小组确定

的，每一等级的任务有某些共同特点和要求，并且与高一级或低一级的任

务有明显的区别，然后，各项任务假定的难易程度还要根据参与国（地区）

学生的成绩来校验。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阅读素养测评包含前面提到的三个维度的内容，难度的

跨度范围也很大。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测评过后，公布了阅读素养测评的样题

（总共有４５道试题），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测评样题———阅读、数学和科学素

养》（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ｃ）报告中可以找到这些试题。每一道试题都有一个

要评估的维度，以及待评估的知识技能种类。这些能帮助理解学生解

题的过程，并能说明为达到不同的阅读要求，学生们需要具备怎样的阅

读能力水平。更多的阅读素养测评样题可以在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上

找到。

粗略浏览这些公开的试题，可以发现即使是处在量表较低水平的阅

读任务，也需要用到各种较高水平的技能。一项对任务范围更为细致的

分析发现可能存在一组有序的知识建构的技能和策略。例如，最简单的

任务是让学生根据单一标准来寻找表述得很明确的信息，竞争性的信息

即便有也是很少的，或者是让学生确定熟悉的文本材料的主题，或者是在

文本材料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简单的联系。通常，文本的信息是很明确

的，而且文本本身不会很长，文章结构也不会很复杂。

　　……加上第６个

未达到最基本的功能

性阅读能力要求的学

生组。

　　对应每一水平的

任务都有可识别的特

征……

　　……容易的任务

要求对简单文本作基

本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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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更高难度的信息检索任务需要学生能够寻找信息并对各种深

嵌在文本内的信息排序，有时需要依照多重标准。往往文本中会有一些

竞争性的信息，它们与答案所需的信息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同样，对于要

求解释或反思和评价的任务，低水平的和高水平的也不相同，表现在正确

回答问题所需要的过程上、正确答案所要求的阅读策略在问题或指导中

明确表现出来的程度上，以及文本中出现的竞争性或干扰性信息的数

量上。

图６．２表示的是阅读素养量表上学生等级水平的全貌，长线条显示

的是各个等级水平学生的比例。

５级水平（高于６２５分）

学生在阅读素养量表上达到５级水平，表明他们完全胜任复杂的阅

读任务，比如能够处理在不熟悉的文本材料中难以发现的信息；能够表达

对文本的详细理解；能够推断文本中的哪些信息是和任务相关的；能够批

判性评价和建立假设；能够使用专业的知识以及包容可能与预期相背离

的概念。更多详细描述参见图６．１。

图６．２ ■ 阅读量表不同等级的学生比例

依各国１５岁学生在３级、４级和５级的百分比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６．１。

　　……困难的任务

涉及难度增加并且明

确性降低的信息……

　　最难的任务是很

复杂的，并且要求批

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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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Ａ项目参与国家（地区）中阅读素养最高等级的学生比例是非常

引人关注的，因为这些水平的学生的比例可以影响到未来全球经济中的

世界级知识储备。

在ＯＥＣＤ总体中，８％的学生达到５级水平；新西兰超过１６％的学生

达到５级；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芬兰、韩国和伙伴国列支敦士登有

１２％的学生达到５级水平。与此对照，墨西哥以及伙伴国印度尼西亚、塞

尔维亚、泰国和突尼斯只有不到１％的学生达到５级水平。［２］（参见图６．２

和表６．１）

要注意的是，成绩达到５级水平的学生比例不仅受到国家（地区）整

体阅读素养成绩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国家（地区）内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

学生之间成绩差异的影响。虽然一般来说达到５级水平的学生比例很高

的国家（地区）在１级水平及以下的学生比例很低，但也并不总是如此。

例如，芬兰有１５％的学生达到了５级水平，只有１％的学生低于１级水

平，然而，在比利时和新西兰，虽然达到５级水平的比例也相当高，但同时

低于１级水平的学生比例也相对较高（分别是８％和５％）。最后，在伙伴

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虽然分别只有６％和２％学生达到了５级水

平，但也只有３％和１％的学生低于１级水平。

４级水平（５５３～６２５分）

阅读素养达到４级水平的学生能够胜任困难的阅读任务，比如能够

寻找隐含的信息；能够处理含混不清的概念；能够对文本材料做出批判性

的评价（图６．１）。在ＯＥＣＤ总体中，２８％的学生能够达到４级或４级以

上水平（也就是说，达到４级、５级水平）（图６．２和表６．１）。芬兰差不多

有一半的学生阅读水平至少达到４级，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西兰和

伙伴国列支敦士登大约有４０％～５０％或者更多的学生阅读水平至少达

到４级。除了墨西哥、斯洛伐克和土耳其以外，每个ＯＥＣＤ成员至少有

１／５的学生阅读水平达到４级。另外有四个伙伴国家———印度尼西亚、

塞尔维亚、泰国和突尼斯，只有不到５％的学生达到４级。

３级水平（４８１～５５２分）

阅读素养达到３级的学生能够胜任中等复杂程度的阅读任务，比如

能够寻找多种信息；能够把文本的不同部分联系起来并且将它们与熟悉

的日常知识联系起来（图６．１）。在ＯＥＣＤ总体中，５５％的学生阅读素养

至少达到３级（也就是说，达到３级，４级和５级）（图６．２和表６．１）。３０

个ＯＥＣＤ成员中有８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爱尔兰、韩国、荷

兰、新西兰和瑞典）以及２个伙伴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和列支敦士登），

有６５％～８０％的１５岁学生至少达到３级。这一水平是ＯＥＣＤ的众数等

　　……它测量的是

高水平知识型劳动者

需要的能力。

　　有大量高水平学

生并不意味着低水平

的学生数量少。

　　有些国家（地区）

约有４０％的学生至

少达到４级水平，但

是另外也有些国家

（地区）达到４级水平

的学生很少。

　　ＯＥＣＤ国家大多

数学生至少具备中等

的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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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平，也就是说，达到这一水平的学生数是最多的，占了ＯＥＣＤ总体的

２７％。

２级水平（４０８～４８０分）

阅读素养达到２级的学生能胜任基本的阅读任务，比如能查找简单

的信息；做出各种浅显的推论；理解文本中明确说明的部分的内容；以及

能够使用外部知识来理解材料（图６．１）。在ＯＥＣＤ总体中，７８％的学生

阅读素养达到２级及以上水平。除墨西哥和土耳其以外的每一个ＯＥＣＤ

成员至少有３／４的学生达到了２级及以上水平（图６．２和表６．１）。

１级水平（３３５～４０７分或者低于３３５分）

ＰＩＳＡ所定义的阅读素养关注的是用阅读来学习的知识和能力，而不

是在学习阅读时获得的技巧。由于在ＯＥＣＤ成员中尚未掌握阅读技巧的

年轻人很少，所以ＰＩＳＡ不用再力图去测评１５岁学生流畅阅读的程度或者

他们的拼写识字水平怎样。与当今大多数有关阅读素养的观点相一致，

ＰＩＳＡ主要测评个人对校内外阅读的各类文本材料的意义进行建构、扩展

和反思的能力。与此观点相匹配的最简单的阅读任务就是１级水平。达

到这个水平的学生仅能完成ＰＩＳＡ规定的最简单任务，比如说查找一个单

一的信息；确定文章的主题思想或者与日常知识建立简单的联系（图６．１）。

如果学生的成绩低于３３５分，也就是低于１级，很难说他们掌握了

ＰＩＳＡ要测评的最基础阅读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不具备阅读素

养和技能。但是，根据他们在评估中回答问题的情况，估计他们在一个全

部由１级水平试题构成的测试中也只能做出不到一半的题目，所以他们

的成绩也只能是低于１级。这部分学生很难将阅读素养用作提升、扩展

他们在其他领域知识技能的有效工具，因此他们难以完成从教育到工作

岗位的初步转型，也无法从进一步受教育和学习的机会中获得提高。

在ＯＥＣＤ总体中，１４％的学生为１级水平，８％的学生成绩在１级水平

以下，但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芬兰和韩国，只有５％的学生成绩处于１级水

平，１％的学生低于１级水平，这两个国家是特例。其他所有ＯＥＣＤ成员，

成绩为１级或１级以下的学生比例在１０％～５２％之间（图６．２和表６．１）。

１／４的ＯＥＣＤ成员阅读成绩低于１级的学生比例在２％～５％之间。

在一些ＯＥＣＤ国家中，有２０％甚至更多的学生阅读成绩为１级或１

级以下，这些国家是（按降序排列）：墨西哥、土耳其、希腊、斯洛伐克、意大

利、卢森堡、德国、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和匈牙利。在伙伴国中也有同

样的情况，这些国家是（按降序排列）：印度尼西亚、突尼斯、巴西、塞尔维

亚、泰国、乌拉圭和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德国成绩高端的学生比例

也比较高，有将近１０％的学生成绩达到５级。

　　……ＯＥＣＤ国家

中除了２个以外，至

少有７５％的学生能

完成基本的阅读任

务。

　　１级代表最简单

的 功 能 性 阅 读 任

务……

　　……处于１级水

平的学生能够阅读，

但是在利用阅读来学

习的能力上有严重问

题。

　　虽然 ＯＥＣＤ国

家中，１０个学生中有

９个至少达到１级水

平……

　　……但是也有

１１个ＯＥＣＤ国家至

少有１／５的学生没有

达到１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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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墨西哥和伙伴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突尼斯，有２５％～３４％

的学生成绩尚未达到１级水平，这些学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ＰＩＳＡ

要测评的最为基础的阅读技能。

各国（地区）阅读素养的平均成绩

上述讨论关注的是各国（地区）学生阅读成绩分布的比较，另外也可

以通过平均分来概括学生成绩，并对各国（地区）在阅读素养上所处的相

对位置进行比较。学生１５岁时的高平均成绩预示着高技能的未来劳动

力，国家（地区）的高平均成绩预示着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就像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解释平均成绩时，只有那些国家（地

区）间的差异在统计上有显著性的时候才能考虑。从图６．３表示了这些

国家（地区）两两之间成绩差异大到足以肯定其中样本成绩高的那个国家

（地区）其所有１５岁适龄学生成绩都会比较高。从横行来看，可以将一个

国家（地区）的成绩和图最上端所列的一系列国家（地区）相比较，图案颜

色代表了该国家（地区）成绩是显著低于，或无显著差异，或显著高于被比

较的国家（地区）。

当进行多重比较时，例如比较一个国家（地区）和其他所有国家（地

区）的成绩，要更加谨慎，只有那些用深色阴影符号表示的才有统计上的

显著性。这个图也表明哪些国家（地区）的成绩高于、等于或低于ＯＥＣＤ

的平均成绩。

芬兰的阅读成绩高于任何一个ＯＥＣＤ国家，平均成绩达到５４３分，

比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ＯＥＣＤ平均成绩４９４分要高半个多等级。其他ＯＥＣＤ

成员的平均成绩在统计上显著高于ＯＥＣＤ平均的有：澳大利亚、比利时、

加拿大、爱尔兰、韩国、荷兰、新西兰和瑞典。在伙伴国家（地区）中，中国

香港和列支敦士登的成绩也高于ＯＥＣＤ的平均成绩。有１１个ＯＥＣＤ成

员的成绩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基本一致，它们是：奥地利、捷克、丹麦、法

国、德国、冰岛、日本、挪威、波兰、瑞士和美国。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基本

持平的伙伴国家（地区）是：拉脱维亚和中国澳门。［３］各ＯＥＣＤ成员的成

绩差异很大，两个成绩的极值要相差１４３分（最高成绩和最低成绩之间），

如果伙伴地区的成绩也考虑在内，成绩极值相差１５０分。

尽管国家（地区）之间平均成绩差异很大，但每个国家（地区）内部学

生之间的成绩差异更大。教育部门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在增加高分的

同时要减少低分。而低分的问题是阅读素养特别需要针对的问题，因为

阅读素养水平对个人财富、社会状态和国家（地区）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

地位都有重要的影响（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ｃ）。这一不均等性可以通过观察第５

个百分位和第９５个百分位之间的成绩差距看出来（表６．２）。在ＯＥＣＤ

　　国家（地区）的成

绩可以用平均成绩来

概括……

　　……但是国家

（地区）间的比较只能

在成绩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时才可以。

　　平均成绩差距很

大，总的来说芬兰学

生最好。

　　尽管各国（地区）

内部成绩差异更大，

但是有些国家（地区）

在缩小差异方面做得

比其他国家（地区）更

好。



２３８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６
　
第
六
章
　
学
生
阅
读
成
绩
和
科
学
成
绩
概
览

　　 图６．３ ■ 阅读平均成绩的多重比较

等级范围

ＯＥＣＤ成员
Ｕｐｐｅｒｒａｎｋ １２２３ ４６６６ ８１０１０１０ １０１０１０１２１４１２１２ １４２０２０２１２１２１２３２５ ２８ ２９

Ｌｏｗｅｒｒａｎｋ １３４５ ６８９９ １０１５１７１８ １８１８１９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２１２４２５２５２６２６２７２７ ２８ ２９

所有国家和地区
Ｕｐｐｅｒｒａｎｋ １２２３２４６７７７９１１１２１２１２１２１２１２１５１７１５１４１４１７２４２４２５２５２６２７２９３２３２３３３５３５３６３７３９３９

Ｌｏｗｅｒｒａｎｋ １３５６６７１０１０１１１２１２１８２０２２１９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４２４２５２５２５２８２９２９３０３１３１３１３４３４３４３６３７３８３８４０４０

注意：由于数据来源于样本，因此以上可能并非各国家（地区）的
准确排名。但是，各国（地区）平均数处于上述等级次序范围内的
可能性达到９５％
提示：横排表示一个国家（地区）的分数与该表顶部所列各国（地
区）分数的比较，符号表示该国家（地区）成绩是低于或高于比较国
家（地区）的成绩，还是与比较国家（地区）成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未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地区）。
与比较国家（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地区）。

　

统计上显著地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地差异
统计上显著地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使用了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地区）。
与比较国家（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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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中，芬兰和韩国呈现出最狭窄的分布，成绩差距为２６７分，同时这两

个国家的整体成绩是最高的。在伙伴地区中，中国澳门的学生成绩分布

也很狭窄，差距为２２０分。此外，在加拿大、丹麦、爱尔兰和荷兰以及伙伴

国家（地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塞尔维亚和泰

国，学生的成绩差距都低于３００分。另一方面，比利时和德国的学生成绩

差距在ＯＥＣＤ成员中是最大的，达到３６２分和３５７分，几乎超过芬兰和韩

国１个标准差。

犘犐犛犃２０００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３阅读成绩差异

图６．４显示的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阅读成绩，并表示出了

这两次测评的成绩差异。然而，如第二章所述，这些差异在解释的时候

需要谨慎。首先，由于数据取自两次测评，很难说它们间的差异在多大

程度上预示着长期的态势，而且，用基于抽样的测评加上有限的共同试

题来进行跨时间比较，抽样误差和测量误差不可避免，这使得两次测评

结果比较的信度有限。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已经扩大了跨时间比较

的置信区间。［４］

图６．４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阅读平均成绩的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平均分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平均分

显著性水平

２００３得分

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得分

低于２０００

无显著性

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依照各国（地区）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成绩差异从小到大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６．６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３．３ａ（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

　　比较两次ＰＩＳＡ

测查结果时需要谨

慎。



２４０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６
　
第
六
章
　
学
生
阅
读
成
绩
和
科
学
成
绩
概
览

图６．５是有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３可比数据的３２个国家（地区）比较，其中８

个国家（地区）在学生成绩分布上不存在任何统计上的显著变化，有１５个

国家（地区）的成绩下滑了１个多百分点，有６个国家（地区）的成绩上升

了１个多百分点，只有１个国家（地区）的成绩在不同的区间有升有降。

图６．５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阅读成绩比较

置信区间 ２００３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低于２０００ 没有显著性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国家和地区

平均分和百分位数之间的差异

第５
百分位数

第１０
百分位数

第２５
百分位数

平均数
第７５
百分位数

第９０
百分位数

第９５
百分位数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 －
奥地利 －－－ －－－ －－－ －－－   
比利时       
加拿大     －－ －－－ －－－
捷克       
丹麦     －－ －－－ －－－
芬兰     － －－ －－－
法国 －－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冰岛 －－－ －－－ －－－ －－－ －－  
爱尔兰    －－ －－－ －－－ －－－
意大利 －－－ －－－ －－ －－   
日本 －－－ －－－ －－－ －－－   
韩国    ＋ ＋＋＋ ＋＋＋ ＋＋＋
墨西哥 －－－ －－－ －－－ －－－ －－  
新西兰     －  
挪威       
波兰 ＋＋ ＋＋＋ ＋＋＋ ＋＋＋   ＋
葡萄牙       
西班牙 －－－ －－－ －－ －－   
瑞典       
瑞士  ＋＋     
美国       －－

　犗犈犆犇总体 －－－ －－－ －－－ －－ －  

　犗犈犆犇均值       
伙伴国（地区）

巴西 －－－ －－－   ＋＋＋ ＋＋＋ ＋＋＋
中国香港   －－ －－－ －－－ －－－ －－－
印度尼西亚    ＋   
拉脱维亚 ＋＋＋ ＋＋＋ ＋＋＋ ＋＋＋ ＋＋＋ ＋＋ ＋
列支敦士登 ＋＋ ＋＋＋ ＋＋＋ ＋＋＋ ＋＋＋ ＋＋ ＋＋
俄罗斯 －－ －－ －－ －－－ －－－ －－－ －－
泰国   －－ － －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６．２；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２．３ａ（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

　　一些国家（地区）

的成绩略有提高，另

一些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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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伙伴国家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２００３年的成绩

都要明显高于２０００年。［５］波兰缩小了低端和高端的成绩差距，同时１５岁

学生的平均成绩有了全面提高。整体成绩的提升主要归因于成绩分布低

端分值的提高（即第５、第１０和第２５个百分位），换言之，就是成绩最差的

学生分数提高了。在２０００年，波兰最低１０％的学生成绩低于３４３分，而

到２００３年则提高到了３７４分。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韩国的成绩分布的

上半部分也有统计上的显著提升。２００３年韩国最高１０％的学生的成绩

水平相当于２０００年前５％的学生成绩。拉脱维亚和列支敦士登在整体

成绩的分布上也有提高。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０３年比较，加拿大、丹麦和芬兰整体成绩差异不显著，

可是这些国家（地区）成绩分布高端的分值（即第７５、第９０和第９５个百分

位）略微下降。

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０３年成绩下滑的国家是：奥地利、冰岛、爱尔兰、

意大利、日本、墨西哥和西班牙，成绩下滑的伙伴国家（地区）是：中国香

港、俄罗斯和泰国。对于奥地利、冰岛、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而言，成

绩下滑的原因是由于在第５，第１０和第２５个百分位的成绩降低（分数

低于整体成绩的５％、１０％、２５％）。换言之，这些国家（地区）的成绩

分布高端分值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非常相似，但是低端分值明显下降，使

得高分和低分的落差加剧。俄罗斯是唯一的一个整体成绩全面下滑的

国家。

阅读素养中的性别差异

图６．６显示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阅读素养测评中男生和女生

的成绩差异（也可参见表６．３和表５．１，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３年的情况

和２０００年非常相似，除列支敦士登以外的所有国家（地区），女生的阅读

平均成绩显著高于男生，ＯＥＣＤ男女生阅读平均成绩相差３４分，相当于

等级水平分值跨度的一半（参见第二章，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各个国家（地

区）的男女生成绩差异是不同的，例如，奥地利、芬兰、德国、冰岛、挪威和

波兰以及伙伴国塞尔维亚、泰国，它们的男女生阅读成绩至少相差４０分。

冰岛阅读素养的性别差异特别大，差距达到５８分。这些国家（地区），女

生的平均成绩位于３级，而男生的平均成绩位于２级。只有芬兰，女生的

平均成绩达到４级，而男生则在３级。

女生的阅读成绩高，男生的数学成绩高（参见第二章），这一点与相近

年龄组的其他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如果把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性别差异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性别差异相比较，大

体上是一致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波兰通过提高低

端学生的成绩提高了

总成绩……

　　……而其他国家

（地区）尽管不同部分

的成绩有变化但不足

以改变总体成绩。

　　女生阅读成绩高

于男生，但是各国（地

区）性别差异程度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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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６■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阅读素养的性别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性别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性别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 达到显著水平

未达到显著水平 未达到显著水平

了解性别差异的方法之一是分析成绩分布的两个极值。之前的研究

也发现，成绩分布越是趋近于高低两端，性别差异越大。政策制定者关心

的是低端学生的巨大性别差异。在所有参与国（地区）中，除了列支敦士

登和中国澳门这两个伙伴国家（地区）以外，成绩处于最低等级的学生中，

男生数量明显多于女生。在１２个ＯＥＣＤ成员中，４００分以下的男生数量

至少是女生的两倍（即，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１个标准差），而在芬兰和

冰岛，达到三倍甚至更多（表６．４）。

图６．７显示了阅读成绩为１级或１级以下的男女生百分比（表６．５）。

冰岛有１０％的女生阅读成绩为１级或１级以下，男生是２７％。伙伴国塞

尔维亚和泰国为１级或１级以下的男生至少比女生要多出２０％。ＯＥＣＤ

成员中，韩国和荷兰中成绩处于较低等级的男女生比例差异最小，在伙伴

国家（地区）中，列支敦士登和中国澳门差异最小。

犘犐犛犃如何测评科学素养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科学素养测评的重点是评估学生在现实生活情境中运用

科学知识和技能，而不是测试具体的课程知识点。科学素养的定义是为

了认识自然世界、做出决策和通过人类活动改造自然而应用科学知识、发

现问题以及根据事实得出结论的能力。

这个定义基于三个维度：科学知识或概念；科学过程；评估知识和过

程的情境或环境。

　　许多国家（地区）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落

入成绩最差的行列。

　　科学素养的测评

强调知识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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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７ ■ 阅读量表成绩最低的男女生比例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６．５。

由于在２００３年用于科学素养测评的时间有限，不可能评估科学知识

的所有领域，所以只抽取一些科学概念做了评估。这些概念均选自主要

的科学领域，如物理、化学、生物科学以及地球和航天科学。被测评的科

学知识首先必须和现实生活情境有联系，其次，应该至少关系到未来十年

的生活。再次，成功回答ＰＩＳＡ科学试题所要用到的科学知识应当与一

些重要的科学过程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这个科学知识不应是孤立的信息

再现。

三个主要的科学过程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的组成部分。首先要做的是

描述、解释、预测科学现象，这是科学过程的重要方面。给学生的任务中

包括要他们认识科学现象，做出解释以及对这些现象产生的影响做出深

思熟虑的判断。其次，要了解科学研究，包括能发现问题，可以用科学方

法来解决的难题，并能寻找解决问题的事实依据，当然也要知道实验要测

量和控制的变量。此外还要测评学生交流这些方面的观点的能力。再

次，解释科学依据和结论，指的是将科学发现作为多种判断和结论的依

据。通过媒体，学生经常接触到广告商、改革倡导者和评论员的宣传，他

们都用科学依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ＰＩＳＡ科学素养测评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是考虑科学知识运用的范围。

对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来说，涉及生命与健康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以及技术中的

科学。测评试题的范围包括影响人们作为各类不同角色所面对的问题，

包括作为个人（如，食物和能源使用）；作为一个社区成员（如，发电站的位

置）；或作为世界公民（如，全球变暖问题）。

　　……关注那些科

学上核心的且与实际

生活持续相关的重要

概念。

　　学生要认识并解

释科学现象，理解科

学研究并解释科学依

据。

　　……试题从广阔

的科学情境中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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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测评后公开了有两个单元的８道试题，目的是帮助将要

参加测评的学生了解题类型（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ｃ）。这些题目被新的题目替

代，新题目业已经过大范围的试测过程，以确保他们和公开的题目具有相

近的难度水平。相当数量的题目被保留下来作为不同时间测评的连接

试题。

和阅读素养一样，科学素养采用单一量表，２０００年测评的平均分为

５００分，标准差为１００分。在ＯＥＣＤ国家中，大约２／３的学生成绩在４００

分和６００分之间，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科学素养测评中运用了相同的量表。

用这个量表测评学生运用科学知识的能力（理解科学概念）；发现科学问

题并确定科学调查包括那些内容的能力（理解科学研究的本质）；根据科

学数据做出判断和结论的能力（运用科学证据）和以上各方面的交流

能力。

图６．８ ■犘犐犛犃科学素养测评样题：白天

白天

请仔细阅读以下资料，并回答后面的问题

　　今天，北半球在庆祝其一年中最长的一

个白天，而澳大利亚却经历着其一年中最短

的一个白天。

　　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太阳于早上７：３６
升起，下午５：０８落下，白天有９小时３２分。

　　而南半球最长的白天预计是在１２月２２
日。那天的太阳于５：５５升起，下午８：４２落

下，白天有１４小时４７分。

　　天文学会主席韦汉斯先生说，南北半球

的季节变化是跟地球轴心倾斜２３°有关的。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城市，位于赤道以南，南纬３８度。

　　２００３的科学测

评与２０００年的有部

分交叉……

　　……也采用相同

的量表来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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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问题１
为什么地球上会有白天和黑夜？

Ａ．地球绕轴心自转。

Ｂ．太阳绕轴心自转。

Ｃ．地球的轴心是倾斜的。

Ｄ．地球绕着太阳公转。

评分１（５９２）

正确答案是Ａ。

这是一道选择题，需要学生能够将地球绕

轴心旋转和白天黑夜联系起来，并能和地球绕

太阳旋转导致出现季节变化这样一种自然现象

做出区分。四个选项的科学概念都是正确的。

问题２
下图表示的是太阳光照射到地球上。

图：太阳的光线

假设今天墨尔本白天最短的一天，请在图上标

注地轴，南北半球以及赤道的位置，在适当位置

写上这些名称。

评分２（７２０）

赤道应画成向太阳方向倾斜，倾斜角度与水平

线成１０°至４５°。地轴应画成向太阳方向倾斜，

倾斜角度与垂直线成１０°至４５°。有没有正确标

注南北半球的位置（或者只写了其中一个半球

的名字，暗示另外一个半球的存在）。

评分１（６６７）

答案中出现这样的情况：

　● 地轴的倾斜角度在１０°至４５°之间，正确标

注南北半球的位置（或者只标出其中一个

半球的位置，暗示另外一个半球的位置），

但是赤道的倾斜角度没有在１０°至４５°之

间，或者没有画上赤道的位置。

　● 赤道的倾斜角度在１０°至４５°之间，正确标

注南北半球的位置（或者只标出其中一个

半球的位置，暗示另外一个半球的位置），

但是地轴的倾斜角度没有在１０°至４５°之

间，或者没有画上地轴的位置。

　● 赤道的倾斜角度在１０°至４５°之间，地轴的

倾斜角度在１０°至４５°之间，但是没有正确

标注南北半球的位置（或者只标出其中一

个半球的位置，暗示另外一个半球的位置，

或者根本没有标注南北半球的位置）。

这是一道开放性的题目，需要学生在图上

建立一个概念模型，显示在南半球的一个城市

中地球绕轴心自转和它与太阳之间方位的关

系。此外，图必需包括赤道和倾斜的地轴成９０°
角的具体位置。如果学生正确标注了南北半

球、地轴和赤道的位置，那就可以得满分。如果

只是正确标注了三项内容中的两项，那么只能

得部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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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９ ■犘犐犛犃科学素养测评样题：克隆

克隆

阅读下列一则报道，并回答问题

生物复印机？

　　毫无疑问，如果１９９７年举行动物

选举，多利一定会胜出！多利就是在

相片中的那只苏格兰绵羊，但它并不

是一只普通绵羊，而是另一只绵羊的

复制品。克隆就是根据一份“正本”，

再重复制造。科学家成功地根据一只

“正本绵羊”，克隆出另一只一模一样

的绵羊，这就是多利。

　　这部“绵羊复印机”的设计者是苏

格兰科学家ＬａｎＷｉｌｍｕｔ。他从一只成

年绵羊（１号绵羊）的乳房里抽出非常

小的一部分，然后从当中取细胞核，再

将细胞核移植到另一只母绵羊（２号绵

羊）的卵子内。不过他在移植之前，已

经把２号绵羊卵子内所有可决定其所

生小羊特征的物质先行抽去。Ｗｉｌｍｕｔ

把加工过的２号绵羊的卵子移植到了

另一只母绵羊（３号绵羊）体内。３号绵

羊怀孕后生产出的小羊，就是多利。

　　有些科学家认为，在几年内，将可

以克隆人类。但不少政府已经决定立

法，阻止克隆人类。

　　 　　１５

５

２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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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

问题１
绵羊多利和哪一只羊是一模一样的？

Ａ．１号绵羊

Ｂ．２号绵羊

Ｃ．３号绵羊

Ｄ．绵羊多利的爸爸

评分１（４９４）

正确选项是Ａ。

这是一道选择题，它用于评估学生对克隆

过程的认识。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克隆的过程，

要求学生仔细阅读材料，然后从中选取有用的

信息。学生需要明白在细胞核中包含着可决定

下一代特征的物质。

问题２
第１３行说用了乳房的一部分只是“非常小的部

分”，从文章中，你是否能说出“非常小的部分”

指的是什么？

这个“非常小的部分”是指：

Ａ．一个细胞

Ｂ．一个基因

Ｃ．一个细胞核

Ｄ．一个染色体

评分１（５７２）

正确选项是Ａ。

这是一道选择题，要求学生理解细胞组织。

问题３
文章最后一句说，很多政府已经决定立法阻止

克隆人类。

下面列出了两个作出此项决定可能的原因，这

些原因是否属于科学上的理由？请在“是”或

“否”上画圈。

原　　因 是否属于科学理由？

克隆人与正常人相比，

更易受某些疾病感染。
是／否

人类不应取代造物主的

角色。
是／否

评分１（５０７）

答案依次为：是　否

这是一道综合性的选择题，要求学生能够

辨别科学论断和非科学论断，ＰＩＳＡ科学素养框

架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求学生理解科学调查

和推论。问题对政府之所以阻止克隆人类列出

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考虑到克隆人更易受

到疾病的感染（这个理由能被称为科学理由），

另一个理由是人类不能取代造物主的角色（这

是一个人们的常识，不能称为科学理由）。如果

对这两种陈述都作出正确判断，那么就能得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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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试题难度的增加，要求运用复杂的概念、大量的数据，一系列的

推理以及准确的交流。另外，难度等级也受到材料的背景、题型和呈现方

式等因素的影响。ＰＩＳＡ试题要求学生具备的科学素养包括（按难度等级

升序排列）：能再现简单的科学知识或常识性的科学知识和数据；能使用

科学概念或设疑，具备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能运用更高级的科学概念与

一系列的推理；知道简单的概念模型，能对事实依据进行分析，以便在备

选方案中作出选择。

和阅读量表、数学量表不同（参见第二章），科学量表目前还不能用等

级水平来界定。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要到２００６年，那时科学将第

一次成为ＰＩＳＡ评估的主要内容，完整的科学测评和报告手段将建立起

来。但是，任务的难易标准仍将用科学量表中不同分值对应的试题来

描述。

■ 接近科学量表高端的学生（成绩在６９０分左右）一般都能通过创建

或使用概念模型，来进行预测或做出解释；能对科学的调查研究进

行分析，以掌握实验的设计或识别被验证的观点；能通过对数据进

行比较来评价备选的观点或不同的看法；以及能够细致准确地表

达科学的论点和描述。

■ 成绩在５５０分左右的学生能够运用科学概念来建立假设或做出解

释；能够通过科学调查以及鉴别科学调查的详细资料，来确认能回

答哪些问题；能够从竞争性数据或推理的步骤中选择相关信息，完

成或评估结论。

■ 接近科学量表低端的学生（成绩在４００分左右）能够回忆简单的事

实性科学知识（例如，名字、事实、术语和简单规则）；能够运用科学

常识来得出结论或评价结论。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测评框架：数学、阅读、科学和问题解决素养》（ＯＥＣＤ，

２００３ｅ）报告提供了ＰＩＳＡ科学素养测评基本概念框架的详细描述。

ＰＩＳＡ科学素养测评的试题千差万别，图６．８和６．９列出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科学试题样题和答案的评判标准。更为完善的样题可以在ｗｗｗ．ｐｉｓａ．

ｏｅｃｄ．ｏｒｇ上找到。２００３年由１３个单元的３５道试题组成，其中１０个单元

的２５道试题与２０００年测评是相同的（参见附录Ａ６，表Ａ６．３按照框架的

不同方面对试题进行分类）。

“白天”这一例题用文字描述了南北半球白天的长度变化的情况（图

６．８），揭示了南北半球季节变化是和地球轴心的倾斜度有关的。

　　更难的任务涉及

更复杂的概念和更高

的技能，还需要更加

复杂的科学知识。

　　虽然科学不用能

力等级评价，但仍可

以界定出难、中等和

容易的科学任务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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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这一例题选自报纸上有关多利羊的一篇报道和照片，这是第

一只被克隆的绵羊（图６．９）。后面的问题是要测试学生关于动物细胞结

构的知识和科学研究的方法。

总之，列举这些科学试题是有助于说明被纳入科学素养框架中的

ＰＩＳＡ对科学的基本认识，尤其是利用科学知识做出解释的能力。

学生的科学成绩

各国（地区）科学平均成绩

正如第二章中描述的数学以及这一章节前面所提到的阅读一

样，各国（地区）的平均得分可以作为代表国家（地区）整体成绩水平

的一个指标，但要注意用平均分来描述成绩是不完整的。如同阅读

一样，科学素养测评的结论是建立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科学量表基础之上

的，平均分为５００，标准差为１００。图６．１０表示科学量表上的平均成

绩（表６．６）。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结果涵盖２９个ＯＥＣＤ成员———斯洛伐克

和土耳其在２００３年参加了ＰＩＳＡ项目，荷兰也符合２００３年所有的技

术标准，但英国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它没有达到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标准

的要求。

当把有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两次测评有效数据的２５个ＯＥＣＤ

成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可以清楚地发现平均成绩没有发生变化（图

６．１０）。［６］但是，主要由于２００３年有新参与该项目的国家（地区），所以在

ＯＥＣＤ整体的科学平均成绩为４９６分，标准差为１０５分。

ＯＥＣＤ成员中平均成绩的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１４３分。平均成绩最

高的是芬兰和日本，它们的分数为５４８分，比ＯＥＣＤ平均水平高出约半

个标准差。墨西哥的平均成绩为４０５分，几乎比ＯＥＣＤ平均水平低一个

标准差。

芬兰和日本的平均成绩最高，在科学量表上排在第一和第三名之间，

但他们的成绩和位于第二到第四名之间的韩国及伙伴地区中国香港并没

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其他ＯＥＣＤ成员中科学平均成绩高于ＯＥＣＤ平

均水平的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捷克、法国、爱尔兰、荷兰、新西

兰、瑞典和瑞士，平均成绩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的伙伴国家（地区）为：列

支敦士登和中国澳门。德国、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的成绩与ＯＥＣＤ平

均水平没有统计上的差异。［７］

　　２００３年与２０００

年科学测试的学生平

均成绩一样好，不过

结果的差异略大一

些。

　　４个国家成绩最

高，它们的平均成绩

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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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０ ■ 科学平均成绩的多重比较

等级范围

ＯＥＣＤ成员
Ｕｐｐｅｒｒａｎｋ １１ ２ ４ ４４４６７９９１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６ １９１９２０２２２１２５２６ ２８ ２９

Ｌｏｗｅｒｒａｎｋ ２３ ３ ７ ８８８９１３１３１３１５１５１６１７１９２１１９２３２３ ２４２５２５２５２６２７２７ ２８ ２９

所有国家和地区
Ｕｐｐｅｒｒａｎｋ １１２２５５５５５６８１０１２１２１３１３１４１４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６２５３０３１３３３３３３３４３７３８３８３９

Ｌｏｗｅｒｒａｎｋ ３３４４１１１０１０１１１１１１１２１５１６１６１８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５２３２７２８３０２９２９３０３０３０３１３２３２３５３６３６３６３７３９４０４０

注意：由于数据来源于样本，因此以上可能并非各国家（地区）的
准确排名。但是，各国（地区）平均数处于上述等级次序范围内的
可能性达到９５％
提示：横排表示一个国家（地区）的分数与该表顶部所列各国（地
区）分数的比较，符号表示该国家（地区）成绩是低于或高于比较国
家（地区）的成绩，还是与比较国家（地区）成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著性差异。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

　　　　　

未使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地区）。
与比较国家（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地区）。

　

统计上显著地高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没有显著性地差异
统计上显著地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成绩

使用了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调整
平均成绩显著地高于比较国家（地区）。
与比较国家（地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平均成绩显著地低于比较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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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１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科学平均成绩的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平均分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平均分

显著性水平

２００３得分

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得分

低于２０００

无显著性

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依照各国（地区）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成绩差异从小到大排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６．６；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３．３（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

犘犐犛犃２０００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３科学成绩的差异

在２０００年测评中使用过的大多数科学试题也同样在２００３年的测评

中使用了，这意味着能建立新旧试题之间的连接，而且能评价从２０００年

到２００３年的变化。图６．１１显示了各国（地区）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中的科学成绩，以及在这两次测评中的成绩差异。当然，正如前面

所解释过的那样，这些差异在解释的时候要小心。

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到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有１３个国家（地区）的平均成绩有

全面提高，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其中有９个是ＯＥＣＤ成员。这些国

家包括比利时、捷克、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瑞士，以

及伙伴国巴西、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和俄罗斯。图６．１２显示出每个

国家（地区）在不同百分位水平上的差异。比利时、捷克、芬兰、法国、

德国、意大利、波兰以及伙伴国巴西的成绩上升似乎取决于成绩分布

上半部分的提高（第７５、第９０和第９５个百分位），即好的学生比以前

更好。

　　比较两次科学测

试的结果时需要谨

慎。

　　有的国家（地区）

有进步，主要是因为

能力高的学生水平提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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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２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的科学成绩比较

置信区间 ２００３高于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低于２０００ 没有显著性差异

　　９０％置信区间 ＋ － 

　　９５％置信区间 ＋＋ －－

　　９９％置信区间 ＋＋＋ －－－

国家和地区

平均分和百分位数之间的差异

第５
百分位数

第１０
百分位数

第２５
百分位数

平均数
第７５
百分位数

第９０
百分位数

第９５
百分位数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 －     
奥地利 －－－ －－－ －－－ －－－ －－－ －－－ －－
比利时 ＋   ＋＋ ＋＋ ＋＋ ＋＋
加拿大 －－－ －－－ －－－ －－－   
捷克    ＋＋ ＋＋＋ ＋＋＋ ＋＋＋
丹麦       
芬兰    ＋＋ ＋＋＋ ＋＋＋ ＋＋＋
法国    ＋＋ ＋＋＋ ＋＋＋ ＋＋＋
德国    ＋＋＋ ＋＋＋ ＋＋＋ ＋＋＋
希腊   ＋＋ ＋＋＋ ＋＋＋ ＋＋＋ ＋＋＋
匈牙利  ＋＋ ＋    
冰岛 －－ －     ＋
爱尔兰       
意大利    ＋ ＋＋＋ ＋＋＋ ＋＋＋
日本 －－ －－ －－  ＋ ＋＋＋ ＋＋＋
韩国 －－－ －－－ －－－ －－   ＋＋
墨西哥 －－－ －－－ －－－ －－－   
新西兰   －    
挪威 －－－ －－－ －－－ －－－－ －－  
波兰    ＋＋ ＋＋ ＋＋ ＋＋＋
葡萄牙     ＋ ＋ ＋
西班牙 － －     
瑞典 －－－ －－－ －   ＋＋ ＋
瑞士   ＋ ＋＋＋ ＋＋ ＋＋ ＋＋
美国       

　犗犈犆犇总体 －－－ －－－ －－－ －   ＋＋

　犗犈犆犇均值 －－ －－    ＋＋ ＋＋＋
协作国（地区）

巴西    ＋＋ ＋＋ ＋＋ ＋＋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   
拉脱维亚 ＋＋＋ ＋＋＋ ＋＋＋ ＋＋＋ ＋＋＋ ＋＋＋ ＋＋
列支敦士登   ＋＋＋ ＋＋＋ ＋＋＋ ＋＋＋ ＋＋
俄罗斯 ＋＋＋ ＋＋＋ ＋＋＋ ＋＋＋ ＋＋＋ ＋＋＋ ＋＋＋
泰国 － －－ －－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据库，表６．６；ＯＥＣＤ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据库，表３．３（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

有５个国家的成绩显著降低，它们是奥地利、加拿大、韩国、墨西哥和

挪威。在韩国，成绩最好的５％的学生，在２００３年的成绩更好，但同时低

端２５％的学生成绩显著下降，以致整体成绩下滑。日本和瑞典也有类似

的情况，但平均成绩没有变化。

　　……但少数国家

（地区）科学成绩降低

了，大都是被低端学

生拉下来的。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２５３　　

６
　
第
六
章
　
学
生
阅
读
成
绩
和
科
学
成
绩
概
览

科学素养的性别差异

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所有的测评项目中，科学素养的性别差异最小（表６．７

和图６．１３），ＯＥＣＤ男女生的平均差异为６分，男生占优。男生成绩在统

计上明显占优的有：加拿大、丹麦、希腊、韩国、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波

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和瑞士以及伙伴国列支敦士登和俄罗斯。另一方

面，芬兰、冰岛和伙伴国突尼斯的女生成绩要比男生好。

另外一个观察成绩分布的方法是检查得分低于４００分的学生比

例，也就是比ＯＥＣＤ的平均成绩低１个标准差；再检查得分在６００分以

上的学生比例，也就是比ＯＥＣＤ的平均成绩高１个标准差。这个方法

对于尚未按成绩来划分等级水平的科学素养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大

约有２／３的学生成绩位于４００～６００分，分别有１／６的学生成绩位于两

个极端。

过去对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分析发现科学素养的性别差异非常小，可以估

计出低于４００分的男女生比例相差也肯定很小（ＯＥＣＤ成员男生比女生

高或女生比男生高的比例都小于５％）。这个预期同样适用于得分在６００

分以上的男女生比例（表６．８）。

图６．１３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科学成绩的性别差异

ＰＩＳＡ量表分的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性别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性别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 达到显著水平

未达到显著水平 未达到显著水平

　　在所有的测评领

域中科学平均成绩的

性别差异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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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启示

阅读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阅读素养测评的结论表明各国（地区）１５岁学生在阅读素

养的知识和技能方面差异很大，但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只是学生成绩

总体差异的一个方面，各国（地区）内部的成绩差异平均来说是国家（地

区）间平均成绩差异的１０倍。

要满足这么多不同基础的学生的需要，还要努力缩小学生间的成绩

差异，这对所有国家（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平均有８％的１５

岁学生达到ＰＩＳＡ阅读素养的最高等级水平，证明他们具有完成复杂阅

读任务的能力，能深入理解文本以及其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能批判性地

评价信息并用专门知识建立假设。在量表的另一端，平均有８％的学生

没有达到阅读素养的１级水平，他们通常无法表现出ＰＩＳＡ力图测评的

最基础的知识和技能。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些学生或许仍能进行阅读，

但如果要把阅读素养作为工具，提高和延伸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知识技能，

他们就会困难重重。有三个国家（其中两个是ＯＥＣＤ国家）这部分学生

的比例不到２％，有三个ＯＥＣＤ国家和七个伙伴国（地区）的这部分学生

比例超过１０％，这部分学生虽然数量少，但却非常重要，他们接近义务教

育的末期，缺乏进一步学习的阅读素养基础，这一点对于力求实现终生学

习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必须引起关注。特别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即校外

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倾向于增强而不是缩小由于初级教育的不平等而造成

的能力差异。

仅达到１级水平的学生，他们只能完成最基本的阅读任务，如查找单

一的信息、确定文章主题、与日常知识建立简单的联系。如果把他们和没

有达到１级水平的学生合在一起，那么ＯＥＣＤ成员中共有１９％位于１级

或１级水平以下的成绩差的学生。如果教育体制下存在大量成绩该类学

生，那么家长、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就必须认识到，大量学生没能从可获

得的教育机会中充分受益，也没能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有效应对未

来学校学习以及之后的生活。

然而，学生成绩的巨大差异并不总是意味着大部分学生的阅读素养

都处在低水平。事实上，一些国家（地区）的平均成绩很高，按照国际可比

标准来看，在综合阅读量表第２５百分位的学生就已经达到２级水平，表

明处于第２５个百分位的学生业已做得不错了。然而，就这些国家（地区）

的学生成绩分布来看，处于第２５个百分位的学生，成绩离这些国家（地

区）所预期的好成绩的标准还相差很远。

　　有相当数量的一

小部分学生即使是最

简单的阅读任务也始

终完成不了，这仍然

需要关注……

　　……另外，有接

近１／５的学生只能完

成最简单的任务。

　　在有些成绩较高

的国家（地区），尽管

大多数学生表现相当

好，但需要关注较大

的分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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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测评到的学生成绩的差异有多少是学生先天的能力分布

造成的？教育政策无法对先天能力直接施加影响，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

个挑战。从这一章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地区）内部阅读素养发展不

均衡的情况，各国（地区）之间差异很大，而且对于一个整体成绩较高的国

家（地区）来说，这种成绩上的不均衡并非必然。尽管在比较国家（地区）

间的不均衡时需要考虑更多一般的背景因素，但公共政策也因此可以有

所作为，在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公平机会和同等学习结果方面做出重要的

贡献。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平均成绩方面，而且表现在

缩小最高成绩与最低成绩之间的差距、减少造成学习结果不公平的障碍

方面，这个发现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很重要，是有直接针对性的。

科学

在这个科技不断发展的世界，素养不单单指阅读方面的，公民也应该

具备科学素养。科学素养对于理解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非常重要，包括

环境、医学、经济等方面，这些都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而且，一个国家（地

区）最好的学生的科学成绩可能预示着这个国家（地区）在未来前沿科学

领域的作用，以及综合的国际竞争力。相反，数学和科学素养的欠缺，对

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前景以及他们完全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都有

不良的影响。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科学能力的要求，要全面提高教育系统的质

量，监测国家（地区）在培养年轻人的基本技能方面做得怎样是很重要的。

但是，从这一章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科学素养量表上学生成绩分布很

不均衡，表明这仍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国家（地区）还需要适应不同能力学

生的需要，包括那些成绩异常出色却又特别需要培养的学生。

在科学素养的性别差异上，过去的测评发现男生往往更好一些，现

在，与阅读素养女生占优的情况相比，男女生的性别差异要小得多。实际

上，科学方面的性别差异模式不明显。尽管要将这些结果转化为高等教

育的参与模式以及职业结构还有待时日，但这仍是个鼓舞人心的信号。

ＰＩＳＡ２００６测评将把重点放在１５岁学生的科学知识、技能和科学态

度上，这将揭示在提高科学素养和创造公平的学习机会方面，以及（也许

是最为重要的）在培养年轻人对科学学科和事业的积极态度和意向方面，

各国（地区）能取得多少进步。

　　一些国家（地区）

在缩小学生成绩差距

的同时能实现整体的

高水平，表明教育政

策是能够起作用的。

　　今天，科学素养

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

都很重要……

　　……因此，各国

（地区）在向更多学生

传授科学技能中需要

做得更好。

　　令人鼓舞的是，

现在科学素养的性别

差异比较小。

　　２００６年的ＰＩＳＡ

将更深入地测评科学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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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对于２５个有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可比数据的国家（地区），２０００年的平均成绩是５０１分，而２００３年的平均成绩为

４９７分。因为抽样误差以及两次测评衔接方面的误差，该差异在统计上没有显著性。

［２］对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黑山的数据未能得到。黑山的人口占全国的７．９％。“塞尔维亚”是塞尔维亚和黑

山共和国塞尔维亚部分的简称。

［３］某个国家（地区）平均分与ＯＥＣＤ平均分的比较是基于将该国数据剔除后重新计算的ＯＥＣＤ平均分来比较的。

这是为了避免两个平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４］参见附录Ａ８对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之间的衔接关系的方法论上的解释。

［５］在卢森堡，为了减少学生的语言障碍，２０００年的测评条件与２００３年有很大不同。由于这些原因，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０３

年的数据不能进行比较。

［６］对于２５个有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可比数据的国家（地区），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３年的测评中平均分都是５０１分。

［７］某个国家（地区）平均分与ＯＥＣＤ平均分的比较是基于将该国数据剔除后重新计算的ＯＥＣＤ平均分来比较的。

这是为了避免两个平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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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１：指标构建与从学生和学校背景问卷里得出的其他指标

这一部分将解释本报告里使用到的学生和学校背景问卷里的指标。

ＰＩＳＡ中一些测量反映的指标都概括了学生或者学校代表（一般是校长）对一系列相关问题

的回答。这些问题选自以理论描述与先前研究为基础的较宽泛的构念。我们用结构方程模型来

证实这些指标理论上假设的行为表现，并验证这些指标跨国家（地区）的可比性。基于这一目的，

分别建构了针对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模型和针对所有ＯＥＣＤ国家的集合模型。

对其他ＰＩＳＡ指标的详细描述和对方法的具体说明，请参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技术报告》（ＯＥＣＤ，

２００２ｄ）或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除非有其他的说明，只要一个指标涉及多个问题和多个学生的回答，那么对指标的量化采用

加权极大似然估计（ＷＬＥ）（见Ｗａｒｍ，１９８５），采用单一参数项目反应模型，如果项目多于两类则

用部分计分模型。量化分三步：

■ 用每个ＯＥＣＤ国家的学生的等组子样本估计项目参数。

■ 通过锚定由上一步得到的项目参数来计算所有学生和学校的估计值。

■ 再对指标做标准化，使ＯＥＣＤ学生总体的指标值的平均数为０，标准差为１（在标准化过程

中，所有国家都被赋予相同权重）。

为了说明指标的国际分值的意义，我们制作了项目示意图，把指标值与具有代表性的学生回

答联系起来。这些项目示意图可从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上获得。示意图上垂直的线条表示图上

端的每个指标分数所对应的学生最有可能的回答，０表示ＯＥＣＤ国家学生回答的平均值。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指标的负值并不必然表示学生对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只是说明一组

学生（或一个国家（地区）里所有的学生）或校长的回答与所有ＯＥＣＤ国家的学生或校长回答的平

均水平相比肯定的程度稍低一些。同样，指标的正值表示一组学生或校长的回答比所有ＯＥＣＤ

国家的学生或校长回答的平均水平更加积极或肯定。

在各国（地区）的学生和学校问卷中，用各国（地区）相应等值的术语替代了下文〈〉里的术语。

比如，术语〈ＩＳＣＥＤ５Ａ水平的资格〉在美国被译成“学士学位，研究生证书课程，硕士学位课程或

者第一专业证书课程”。类似的还有，术语〈测评所采用的语言的课程〉在卢森堡被译成“德语课”

或“法语课”，这取决于学生接受的是德语版的还是法语版的测评工具。

要了解其他有关这些指标是如何构建的信息，请参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技术报告》（ＯＥＣＤ，２００２ｄ）

或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学生层面的变量

学生背景

家庭结构

要求学生填报他们通常和谁住在一起。回答分成四类：ｉ）单亲家庭（学生与母亲、父亲、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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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或者男性监护人中的一个住在一起）；ｉｉ）核心家庭（学生与父母住在一起）；ｉｉｉ）混合家庭（学

生与母亲和一个监护人、父亲和一个监护人，或者两个监护人住在一起）；ｉｖ）其他回答。没有回答

作为缺失值处理。

父母职业与学生职业期望

要求学生填报其父母的职业，并说明他们是做全职受薪工作、兼职受薪工作、没有工作但在

找一份有薪水的工作，还是“其他”。

还要求学生填报在３０岁时期望自己从事的职业。然后把对从事职业的开放性回答按照国

际标准职业分类（ＩＳＣＯ，１９８８）进行编码。

ＰＩＳＡ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ＳＥＩ）是从学生填报的父母职业中得出。该指数通

过把父母的教育程度转化为收入后得出职业地位。通过对职业分组最优量化，使教育透过职业

对收入的间接影响最大化并且在不考虑职业的情况下使教育对收入的直接影响最小化（都扣除

了年龄的影响）。更多方法学上的信息，请参见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等（１９９２）。最高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

济地位指数（ＨＩＳＥＩ）对应于父亲或者母亲两人中最高的ＩＳＥＩ。

学生的职业期望与其父母的职业的变量也转换成４种社会经济分类：ｉ）高技术白领：立法委

员、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员与专业辅助人员；ｉｉ）低技术白领：服务业工作者、商店

和市场销售人员与职员；ｉｉｉ）高技术蓝领：熟练的农业和渔业工人、手艺人和相关行业的工作者；

ｉｖ）低技术蓝领：设备和机械操作工、装配工与初级职业。

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

除了职业地位外，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被用来涵盖更宽泛视角下的学生家庭背景，

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中所用指标的变式。它从以下变量得来：ｉ）父亲或者母亲的最高国际标准职业社

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ｉ）父亲或者母亲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将之转换成为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

对教育年限的转换参见表Ａ１．１）；ｉｉｉ）家中的藏书量与可从家庭获取的教育和文化资源，这些

是通过询问学生在家是否有以下物品或条件来获得：用来学习的书桌、自己的房间、安静的学

习场所、用来完成学校功课的电脑、教育软件、互联网连接、属于自己的计算器、名著、诗集、艺

术品（如：绘画）、教辅书、词典。选择这些变量的基本原理是社会经济地位通常被看作是由职

业地位、教育和财产而定的。ＰＩＳＡ没有直接测量父母的财产，而用调查有关家庭用品来替代。

指标上的学生得分取自主成分分析的因子分数，分数都被转化为以ＯＥＣＤ的平均数为０、标准

差为１的标准分数。

每个参与国（地区）的得分也采用主成分分析，用以测定指标的成分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相似

的方式对不同的国家（地区）起作用。分析表明不同国家（地区）的因素负荷的模式非常相似，即

所有三个成分对指标的贡献程度都相近。就职业成分而言，平均的因素负荷值为０．８１，不同国家

（地区）的因素负荷在０．７２到０．８６之间。就教育成分而言，平均的因素负荷值为０．８０，不同国家

（地区）的因素负荷在０．７０到０．８７之间。就财产成分而言，平均的因素负荷值为０．７６，不同国家

（地区）的因素负荷在０．６５到０．８０之间。指标的信度在０．５６到０．７７之间。这些结果证明经济、

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有跨国家（地区）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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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平均值与国家（地区）的ＧＤＰ的相关系数为０．６２（不计卢森堡后，相关系数增加

到０．６９）。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用的指标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ＯＥＣＤ，２００１）相似，但做了些调整。首先，家庭教育资源

在两次研究里只有１１道题是相同的。其次，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里，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没有区分大学与

非大学高等教育。在比较２０００与２００３的数据时，根据两次评估采用的同一套方法重新计算了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指标。因此结果可能会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报告的结果有细微的差异。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与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指标间的相关程度非常高（Ｒ为０．９６）。这表明指标的不同计算方法并未对结果产生

重大影响。有关这一指标的更多信息请参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父母受教育程度

在分析教育结果时，经常把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一个家庭背景变量。指标由父亲受教育程

度、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双亲中最高的受教育程度，即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构成。要求学生根据国

家（地区）标准来确定其母亲和父亲最高的受教育程度，然后把国家（地区）标准按照国际标准教

育分类（ＩＳＣＥＤ１９９７，见ＯＥＣＤ，１９９９ｂ）进行编码以获得国际间可比较的受教育程度的分类。分

类结果为：（０）未受教育；（１）完成〈ＩＳＣＥＤ１〉（小学教育）；（２）完成〈ＩＳＣＥＤ２〉（初中教育）；（３）完成

〈ＩＳＣＥＤ３Ｂ或者３Ｃ〉（高中阶段的职业／准职业教育，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其教育目标是直接进入

劳动力市场）；（４）完成〈ＩＳＣＥＤ３Ａ〉（普通高中教育，在大多数国家（地区）其教育目标是接受Ａ类

高等教育［大学教育］和／或〈ＩＳＣＥＤ４〉（高中后非高等教育）；（５）获得完成〈ＩＳＣＥＤ５Ｂ〉资格（高等

职业教育）；（６）完成〈ＩＳＣＥＤ５Ａ，６〉（Ａ类高等教育和高级研究课程）。

正如上文指出的，父母最高的受教育程度也被转换为受教育年限，转换系数见表Ａ１．１。

表Ａ１．１

父母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

未上学 小学 初中
高中阶段职业

或准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 ６．５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奥地利 ０．０ ４．０ ８．０ ９．０ １３．０ １７．０ １５．０

比利时 ０．０ ６．０ ８．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５．０

加拿大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７．０ １５．０

捷　克 ０．０ ５．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５．０

丹　麦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芬　兰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法　国 ０．０ ５．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４．０

德　国 ０．０ ４．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７．０ １５．０

希　腊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６．０

匈牙利 ０．０ ４．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冰　岛 ０．０ ７．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４．０ １５．５ １５．０

爱尔兰 ０．０ ８．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７．０ １５．０

意大利 ０．０ ５．０ ８．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５．０

日　本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４．０

韩　国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４．０

卢森堡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７．０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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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１（续）

父母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

未上学 小学 初中
高中阶段职业

或准职业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墨西哥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４．０

荷　兰 ０．０ ６．０ ８．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３．０

新西兰 ０．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６．０

挪　威 ０．０ ７．０ １０．０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６．０ １４．０

波　兰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５．０

葡萄牙 ０．０ ４．０ ７．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７．０ １５．０

斯洛伐克 ０．０ ４．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５．０

西班牙 ０．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瑞　典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３．５

瑞　士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土耳其 ０．０ ４．０ ８．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５．０ １３．０

美　国 ０．０ ６．０ ９．０ 　ａ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　西 ０．０ ７．０ １１．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１８．０ １７．０

中国香港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７．０ １６．０

印度尼西亚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６．０

拉脱维亚 ０．０ ４．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６．０

列支敦士登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俄罗斯 ０．０ ４．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５．０ １３．０

塞尔维亚 ０．０ ４．０ ８．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４．０

泰　国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４．０

突尼斯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７．０ １５．０

乌拉圭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４．０

英　国１ ０．０ ６．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见附录Ａ３）。

移民背景

移民背景的指标是根据学生对其父母是出生在当前测评的国家（地区）还是其他国家（地区）

的回答得来的。回答分成三类：ｉ）“本国”学生（学生出生在测评国家（地区）或者父母中至少有一

人出生在该国家（地区））；ｉｉ）“第一代”移民子女学生（学生出生在测评国家（地区）但其父母都出

生在其他国家（地区））；ｉｉｉ）“非本国”学生（学生和父母都出生在其他国家（地区））。在一些比较

中，将第一代移民子女学生与非本国学生并为一组。

家庭中使用的语言

题目要求学生填报在家中大多数时间或者一直使用的语言是测评所用的语言、测评国家（地

区）的另一种官方语言、其他国家（地区）的方言或语言，还是其他语言。家庭中使用的语言的指

标把学生区分为两类，一类为那些报告在家中一直或者大多数时间里使用测评所用的语言、国家

（地区）的另一种官方语言、另一国家（地区）的方言或语言的学生，另一类为那些报告在家中一直

或者大多数时间里使用其他语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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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地区），每一种语言都被识别出来进行国际编码以备在该领域做深入研究和

分析。

家庭教育资源

家庭教育资源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家里是否拥有以下几项资源的回答中得出的：ｉ）词

典；ｉｉ）安静的学习场所；ｉｉｉ）学习用的书桌；ｉｖ）计算器；ｖ）教辅书。用项目反应理论（ＩＲＴ）的量化方

法构建量表，正值表示较高水平的家庭教育资源。

家庭“经典”文化资源拥有度

家庭“经典”文化资源拥有度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家里是否拥有以下几项资源的回答

中得出的：名著（给出例子予以说明）、诗集与艺术品（给出例子予以说明）。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

建量表，正值表示较高水平的文化资源拥有度。

学校风气（学生的看法）

对学校的态度

对学校的态度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学校几乎没有为我

离开学校后的成人生活做准备；ｉｉ）上学是浪费时间；ｉｉｉ）学校使我有信心做出决定；ｉｖ）学校教给我

对以后工作有用的东西。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同意”（＝１）；“同意”（＝２）；“不同意”（＝３）；“非

常不同意”（＝４）。ｉｉｉ）和ｉｖ）项为反向记分（即非常同意＝４分，同意＝３分，不同意＝２分，非常不

同意＝１分，译者注）。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对学校积极的态度。量表的构建采用ＩＲＴ的量化

方法。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大多数的老师都关注学

生的健康成长；ｉｉ）需要特别帮助的学生都能从老师那儿获得所需要的帮助；ｉｉｉ）大多数的老师都能

公平地对待学生；ｉｖ）学生能与大多数的老师相处融洽；ｖ）大多数的老师真正能倾听学生的想法。

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项目都是反向记分。这个

指标的正值表示学校里有良好的师生关系。指标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学校归属感

学校归属感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学校是……的场所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我就像个局

外人（或者像被遗漏的人）；ｉｉ）我能容易地交上朋友；ｉｉｉ）我觉得我有归属感。ｉｖ）我觉得尴尬，不适

合学校；ｖ）其他学生看来是喜欢我的；ｖｉ）我觉得孤单。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

同意”；“非常不同意”。ｉｉ），ｉｉｉ），ｖ）项为反向记分，正值表示对学校有积极的态度。指标采用ＩＲＴ

的量化方法构建。

对数学的自我认知

对数学感兴趣和喜欢的程度

对数学感兴趣和喜欢的程度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我喜

欢阅读有关数学的东西；ｉｉ）我盼着上数学课；ｉｉｉ）我做数学是因为我喜欢数学；ｉｖ）我对数学中学到

的东西感兴趣。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项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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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Ｔ量化中都是反向记分，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对数学有较高程度的兴趣和喜欢。该指标采用

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对数学的工具性动机

对数学的工具性动机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努力学习数

学是值得的因为它对我今后要做的工作有帮助；ｉｉ）学习数学是重要的，因为它对我在学校中要进

一步学习的学科有帮助；ｉｉｉ）数学对我而言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因为我今后的学习需要它；ｉｖ）我在

数学中能学到许多将来帮助我就业的知识。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所有项目都是反向记分，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较高程度的学习数学的工具性动

机。该指标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对数学的自我效能感

对数学的自我效能感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下列计算问题的自信程度中得出的：ｉ）利用

〈火车时刻表〉，计算从Ｚｅｄｖｉｌｌｅ到Ｚｅｄｔｏｗｎ需要花多少时间；ｉｉ）计算一台电视机在打七折后会便

宜多少；ｉｉｉ）计算铺一个楼面需要有多少平方米的瓷砖；ｉｖ）理解报纸上的图表；解像３狓＋５＝１７这

样的方程式；ｖ）得出在以１∶１００００为比例尺的地图上两个地点间的实际距离；ｖｉ）解像２（狓＋３）

＝（狓＋３）（狓－３）这样的方程式；ｖｉｉ）计算一辆汽车的汽油消耗率。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有自

信”；“有自信”；“不是非常自信”；“完全没有自信”。所有项目都是反向记分，这个指标的正值表

示对数学的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对数学的焦虑

对数学的焦虑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我经常担心数学课

会很难；ｉｉ）在我不得不做数学作业时我会非常紧张；ｉｉｉ）我在解决数学问题时会非常不安；ｉｖ）我在

解决数学问题时觉得无助。ｖ）我担心我数学〈成绩〉会得差。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同意”；“同

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项目都是反向记分，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较高程度的学习数

学焦虑。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对数学的自我概念

对数学的自我概念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的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我仅仅不擅

长数学；ｉｉ）我的数学〈成绩〉好；ｉｉｉ）我数学学得快；ｉｖ）我一直认为数学是我学得最好的学科之一；

ｖ）数学课上我甚至连最难的内容也能理解。回答是四级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ｉｉ），ｉｉｉ），ｉｖ）和ｖ）项是反向记分，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对数学有较高的自我概念。

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学习和教学

年级

通过学生问卷与学生资料表获得在校学生所在的年级。在考虑了下述的背景变量作用的情

况下，借助多层模型来估计年级与学生成绩间的关系：ｉ）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ｉｉ）经济、社会

和文化地位指数的平方；ｉｉｉ）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的学校平均值；ｉｖ）学生是否出生在国（地

区）外的指标；ｖ）学校里非本国（地区）学生占的百分比；ｖｉ）学生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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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２

考虑背景变量后估计年级效应的多层模型

年级
经济、社会和文化

地位指数

经济、社会和文化

地位指数的平方数

经济、社会和文化

地位指数的学校平均数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澳大利亚 ４０．７ （１．６） ２４．１ （１．１） １．２ （０．８） ５６．９ （３．６）
奥地利 ３４．３ （２．３） ５．２ （１．４） －０．９ （１．１） ７９．１ （６．１）
比利时 ５３．７ （１．６） １８．２ （１．０） ０．２ （０．７） ７２．３ （４．５）
加拿大 ５３．１ （１．２） ２２．７ （０．９） １．１ （０．６） ２５．１ （２．９）
捷　克 ２９．２ （３．２） ２２．７ （１．５） －７．０ （１．２） ９９．３ （５．０）
丹　麦 ４４．５ （４．３） ３１．４ （１．９） １．１ （１．４） ２９．７ （５．７）
芬　兰 ４５．３ （３．０） ３２．４ （１．４） １．９ （１．２） －０．５ （５．２）
法　国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德　国 ３９．２ （１．６） １０．１ （１．２） －０．５ （０．８） ８１．６ （５．４）
希　腊 ２１．２ （３．０） １７．７ （１．５） ３．４ （１．１） ５１．３ （６．０）
匈牙利 ３０．９ （２．０） １１．４ （１．５） ０．７ （１．１） ７４．０ （４．５）
冰　岛 ０．０ ａ ２６．４ （４．１） ３．０ （２．５） －５．７ （８．０）
爱尔兰 １８．５ （１．６） ２９．７ （１．７） －０．６ （１．２） ４０．６ （４．７）
意大利 ４０．９ （１．７） ４．６ （０．８） －０．５ （０．６） ７０．９ （４．５）
日　本 ０．０ ａ ３．５ （１．７） －０．８ （１．５） １５２．８ （９．３）
韩　国 ４５．６ （１３．５） １２．８ （１．５） ０．５ （１．１） ９１．３ （７．０）
卢森堡 ４１．３ （１．８） １０．９ （１．２） ０．１ （０．８） ５９．１ （５．９）
墨西哥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荷　兰 ３８．７ （１．７） １０．８ （１．２） ０．３ （０．９） １０８．９ （７．４）
新西兰 ４９．５ （４．２） ３０．４ （１．６） ２．４ （１．１） ５６．１ （５．８）
挪　威 ３７．９ （１９．６） ３７．０ （２．７） １．９ （１．７） １３．０ （６．８）
波　兰 ７６．８ （５．５） ３５．９ （１．８） －０．４ （１．４） ２２．６ （４．６）
葡萄牙 ５５．９ （１．５） １３．９ （１．０） ２．４ （０．６） １１．７ （２．３）
捷　克 １２．３ （３．１） ２１．４ （１．２） －３．５ （１．０） ８１．６ （４．７）
西班牙 ７０．０ （１．５） １１．９ （１．０） ０．９ （０．６） ２９．７ （３．１）
瑞　典 ６４．７ （６．９） ３３．９ （１．８） ２．３ （１．４） １８．８ （５．４）
瑞　士 ５５．４ （２．０） １９．６ （１．１） －３．７ （０．９） ４３．７ （５．６）
土耳其 ２１．４ （２．２） １１．２ （１．９） １．７ （０．８） ７６．９ （５．８）
美　国 ２７．０ （２．３） ２８．４ （１．７） ３．６ （１．１） ４５．２ （５．０）

英　国１ １２．８ （１．８） ３０．２ （１．１） ０．７ （０．９） ５７．１ （４．１）

非本国学生 非本国学生的比例 性别 女学生 截距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澳大利亚 －３．５ （２．４） －０．２ （０．１） －１３．１ （１．７） ５１２ （２．４）
奥地利 －２８．４ （３．６） －０．１ （０．２） －２３．２ （２．５） ５４６ （４．４）
比利时 －１６．１ （３．４） －０．４ （０．２） －２９．８ （１．８） ５６２ （３．１）
加拿大 －４．２ （１．８） ０．０ （０．１） －１８．３ （１．０） ５３０ （１．８）
捷　克 －０．６ （７．４） －１．７ （０．８） －２２．７ （２．０） ５３６ （３．３）
丹　麦 －３１．０ （６．５） －０．８ （０．４） －１８．０ （２．８） ５２１ （３．５）
芬　兰 －３２．３ （６．１） －０．６ （０．４） －１１．５ （２．０） ５５０ （２．５）
法　国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德　国 －９．９ （３．８） ０．２ （０．３） －３３．６ （２．１） ５１３ （４．１）
希　腊 １０．６ （５．０） －０．１ （０．２） －２６．６ （２．５） ４６５ （４．３）
匈牙利 ５．１ （６．３） －０．５ （０．４） －２６．０ （２．２） ５０５ （３．２）
冰　岛 －１６．２ （９．６） －０．１ （０．６） ５．９ （４．５） ４９９ （６．０）
爱尔兰 －５．２ （５．３） －０．２ （０．３） －１９．７ （３．０） ５０３ （３．５）
意大利 １２．７ （４．３） ０．４ （０．２） －２８．２ （１．６） ５１３ （２．９）
日　本 －１８．１ （１６．６） －１．０ （３．０） －１７．０ （２．３） ５５６ （４．２）
韩　国 １９．６ （２１．７） －０．９ （２．４） －１６．１ （２．９） ５６１ （３．６）
卢森堡 －１２．６ （３．０） －０．５ （０．３） －２９．１ （２．４） ５０２ （６．４）
墨西哥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荷　兰 －１６．３ （４．２） －０．３ （０．５） －１６．５ （１．９） ５１９ （４．６）
新西兰 －６．７ （３．９） －０．１ （０．２） －１３．９ （３．０） ５１９ （３．６）
挪　威 －３１．３ （６．７） －０．１ （０．３） －１０．５ （２．９） ４７４ （４．９）
波　兰 －４７．７ （５６．４） －５．４ （４．５） －１０．２ （２．５） ５１２ （２．５）
葡萄牙 －７．３ （４．１） －０．３ （０．２） －２４．３ （２．０） ５２６ （２．５）
斯洛伐克 －８．２ （７．９） －０．８ （１．０） －２６．１ （１．８） ５３２ （３．０）
西班牙 －２３．７ （４．０） －０．５ （０．３） －２０．３ （１．５） ５３５ （２．３）
瑞　典 －４１．０ （５．４） －０．７ （０．２） －８．９ （２．７） ５１０ （３．０）
瑞　士 －２７．７ （２．６） －１．１ （０．２） －２８．０ （１．７） ５６９ （３．３）
土耳其 －２１．２ （１０．７） ０．２ （１．３） －２１．２ （２．４） ５１６ （７．３）
美　国 －１．４ （５．１） －０．２ （０．２） －１５．４ （２．５） ４８０ （３．７）

英　国１ －１０．４ （４．０） －０．１ （０．２） －１１．５ （１．８） ５１１ （２．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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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２表示了多层模型的结果。表Ａ１．２里的第１栏估计了与年级相关的分数差异。对

２６个ＯＥＣＤ国家来说该差异是能够被估计的，这些国家的ＰＩＳＡ样本中有相当多的１５岁学生分

布在至少２个不同的年级。由于无法假定这些１５岁学生在不同的年级上是随机分布的，所以要

对可能关系到不同年级学生分布的那些上文提及的背景因素做调整。表中２到７栏反映了这些

调整。尽管能够估计出在排除了选择和背景因素的影响后两个相邻年级学生间的成绩差异，但

是这些差异并非必然等同于学生在一个学年后取得的进步，而应该解释为一学年后所能取得的

进步的下限。这不仅因为接受测评的学生有所不同，而且还因为在设计ＰＩＳＡ测评内容时，并没

有特意把它与之前一个学年学生所学的东西匹配起来，而是更宽泛地评估了学生到１５岁时从学

校中总共学到了什么。比如，如果参加测评的１５岁学生所在年级的课程主要涉及的是非ＰＩＳＡ

测评的内容（ＰＩＳＡ测评的内容反过来可能是在之前较低的年级就已经涉及），那么观察到的成绩

差异会低估学生的进步。

为了调整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使用相对年级指标来说明学生是属于该国（地区）的主体年

级（值为０），还是高于或低于主体年级（－狓年级，＋狓年级）。

期望受教育程度

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里，要求学生填报他们所期望达到的受教育程度。按照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对

受教育程度进行归类（ＯＥＣＤ，１９９９ｂ）。

期望受教育程度指标分为以下几类：ｉ）不上学；ｉｉ）读完ＩＳＣＥＤ１（小学）；ｉｉｉ）读完ＩＳＣＥＤ２（初

中）；ｉｖ）读完ＩＳＣＥＤ３Ｂ或者３Ｃ（职业或准职业高中教育）；ｖ）读完ＩＳＣＥＤ３Ａ（普通高中教育）；

ｖｉ）读完ＩＳＣＥＤ５Ａ（大学高等教育）；ｖｉｉ）读完ＩＳＣＥＤ５Ｂ（非大学教育高等教育）。

数学教学时间

要求学生提供上一节课平均要多少时间以及上周共上了几节数学课。将学生填报的学校里

上一节课的平均时间的中数乘以数学教学的课数作为数学教学时间的指标。要注意的是该指标

并未考虑不同国家（地区）学校开课的周数。

学习策略与对数学的偏好

学生可能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习策略，这些策略指导着学习行为。认知策略包括记忆（记住

关键术语，复述学习材料等），精致（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联结起来，思考其他的解决方法等），控制

策略即包括计划、监控和调节的元认知策略。

学习行为还受学生对学习情境的偏好的影响：这里最突出的方面是偏好合作学习，比方说以

小组为单位的学习；偏好竞争性学习，比方说尽力做得比别人好（Ｏｗｅｎｓ和Ｂａｒｎｅｓ，１９９２）。过去

已经调查了合作的目标结构带来的认知及非认知的益处。

学习策略：记忆／复述

识记／复述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有些数学问题我会反

复做，我觉得闭着眼睛都能解决；ｉｉ）我学数学时，会努力记住题目的答案；ｉｉｉ）为了记住解决某个数

学问题的方法，我会反复地看例题；ｉｖ）我学习数学时会设法记住解题的每个步骤。回答是四点记

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这些项目在ＩＲＴ量化时都是反向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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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新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里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偏好该学习策略。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学习策略：精致

精致策略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我在解决数学难题时，

经常思考新的方法来得出答案；ｉｉ）我会思考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ｉｉｉ）为

了理解新的数学概念，我会把它们与已知的内容联系起来；ｉｖ）在我解决数学难题时，我经常思

考如何把解决方法应用于其他有兴趣的问题上；ｖ）学数学时，我设法把数学学习与其他学科所

学的东西联系起来。回答是四点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这

些项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分，在新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里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偏好该学习策略。该

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学习策略：控制策略

控制策略这一ＰＩＳ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在我准备数学测验时，

我会努力找出最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来学；ｉｉ）在我学习数学时，会自己检查是否记得已经学过的内

容；ｉｉｉ）我学习数学时，会努力找出自己还没正确理解的概念；ｉｖ）在我不理解数学知识时，我总会

去寻找更多信息来弄清楚这个难题；ｖ）我学数学时，总是从我确实需要学习的内容入手。回答是

四点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这些项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

分，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偏好该学习策略。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竞争性学习环境的偏好

ＰＩＳＡ的竞争学习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我想成为班级里数学

学得最好的学生；ｉｉ）因为我想比其他同学考得好，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学习数学；ｉｉｉ）因为我想

成为数学学得最好的学生之一，所以我的确努力地在学习数学；ｉｖ）我总是设法在数学上学得

比班里其他的学生要好；ｖ）当我设法比别人学的更好时，我的数学学得最好。回答是四点记

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这些项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分，

在新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里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偏好竞争性的学习环境。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

法构建。

合作性学习环境的偏好

ＰＩＳＡ的合作学习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说法的认同度中得出的：ｉ）我喜欢和其他同学以小

组的形式学习数学；ｉｉ）在我们做一个数学项目时，我认为把小组里所有学生的想法结合在一起

是一个好主意；ｉｉｉ）当我和其他学生合作时，我的数学学得最好；ｉｖ）在数学学习中，我喜欢帮助

小组里其他同学一起学好；ｖ）当我和班级里的其他同学合作时，我能学到最多的数学知识。回

答是四点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这些项目量化时都采用反

向记分，在新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里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偏好合作性的学习环境。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

化方法构建。

课堂气氛

教师支持

ＰＩＳＡ的教师支持指标是从学生对以下情况发生的频率的回答中得来的：ｉ）教师关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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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的学习；ｉｉ）在学生需要时，教师会提供额外的帮助；ｉｉｉ）教师帮助学生进行学习；ｉｖ）教师

会教到学生理解为止；ｖ）教师会给学生表达想法的机会。回答是四点记分：“每节课”；“大多数

课”；“有些课”；“从来或者几乎没有”。所有这些项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分，在这次ＰＩＳＡ

２００３里该指标的正值表示学生感觉到的较高程度的教师支持。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

构建。

纪律

ＰＩＳＡ的纪律指标是从学生对下列情况在数学课上发生的频率的回答中得来：ｉ）学生没有听

老师的讲课；ｉｉ）课上嘈杂无序；ｉｉｉ）老师等待学生安静下来要很长时间；ｉｖ）学生不能好好学习；ｉｖ）

上课很长一段时间后学生才开始听课。回答是四点记分：“每节课”；“大多数课”；“有些课”；“从

来或者几乎没有”。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２００３里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学生感觉到较好的纪律而负值表

示较差的纪律。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学校层面的变量

学校的特征

学校规模

学校规模指标是根据校长提供的在校生数，它覆盖了一个学校总的在校生数，即男生和女生

人数之和。

学校的女生比例

学校女生比例的指标指学校在校生中女生所占的比例，即在校女生数除以在校男生与女生

人数之和，该指标根据校长提供的在校生数得出。

学校类型

按照学校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个人实体还是政府实体中，将学校分成公立学校或者私

立学校。学校类型共分三类：ｉ）公立学校，接受公共教育机关或代理机构的控制和管理；ｉｉ）依靠政

府的私立学校，根据校长的回答，其接受非政府机构的管理，例如教会、贸易协会或者商业机构，

以及／或者董事会，董事会大部分成员不是由政府机构选出的，这类学校５０％或更多的核心经费

来自政府机构；ｉｉｉ）不依靠政府的私立学校，它是受民间组织或者不是由政府机构选择产生的董事

会控制，它们从政府组织获得的资金少于其核心经费的５０％。

学校资源指标

学校教职工人数

校长要填报全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的总数，有相关机构颁发的资质证书的全职教师数和兼职

教师数，有教育学方面的大学文凭的全职和兼职教师数。用学校规模除以教师总人数可以得出

总的生师比指标。教师总人数由兼职教师人数乘以０．５加上全职教师人数乘以１．０得来。

招生政策与教学背景

学术选拔

要求校长填报其学校的招生政策。要求校长报告当学校招收学生时，在这些政策里多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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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考虑了下述因素，回答分为不考虑、考虑、高优先级或者是必备条件４级：ｉ）学生的学业记录

（包括派位考试），ｉｉ）生源学校的推荐，ｉｉｉ）父母对学校的教学或宗教思想的认可，ｉｖ）学生需要或渴

望特定的课程，或者ｖ）（优先考虑本校学生或校友的家庭成员，以及ｖｉ）国家（地区）的特定因素。

如果学生的学业记录或者生源学校的推荐被认为在招生时具有高优先级或是必要条件，那么就

认为这个学校的招生政策是具有选拔性的。如果在招生时上述两个因素都不在考虑之列，则认

为该校的招生政策具有非选拔性。

评估的使用

要求校长填报学校对１５岁学生用下述评估法的频率：ｉ）标准化测验；ｉｉ）教师自编测试；ｉｉｉ）教

师等级评定；ｉｖ）学生〈档案袋〉；ｖ）学生的作业／研究项目／家庭作业。所有这５个项目都赋予数值

用以大致地反映出每年评估的频率（“从不”＝０，“一年１到２次”＝１．５，“一年３到５次”＝４，“每

月一次”＝８；“每月不止一次”＝１２）。把这些赋予数值的项目相加作为评估使用的指标，然后分

成三类：ｉ）每年少于２０次；ｉｉ）每年２０—３９次；ｉｉｉ）每年多于４０次。

能力分组

为了确定学校按能力分组的程度，要求校长填报各自学校针对学生的不同能力组织不同教

学的程度是：ｉ）各班级都学习相仿的数学内容，但在难度上有所差异；或者ｉｉ）不同的班级学习在

难度上有所差异的不同的数学内容或者主题。数学课按能力分组的指标是根据以下三种学校分

类来确定的：ｉ）学校的任何班级都没有按能力分组，ｉｉ）学校的一些班级按上述两种形式中的一种

进行能力分组，ｉｉｉ）学校所有的班级都按上述两种形式中的一种进行能力分组。

促进数学的相关活动

要求校长填报学校是否开展了下述的促进数学的活动：ｉ）数学提高班；ｉｉ）数学补习班；ｉｉｉ）数

学竞赛；ｉｖ）数学俱乐部；ｖ）计算机俱乐部（特别是与数学相联系的）。如果学校开展了数学提高班

或者补差班，就认为该校提供了拓展课程———数学拓展课程的指标仅以提供拓展课程的类型的

数量而定。如果学校开展了数学竞赛、数学俱乐部或者与数学相联系的计算机俱乐部，则认为该

校提供了其他类型的数学活动———数学活动的指标仅以学校提供其他活动类型的数量而定。

学校管理

要求校长填报教师、教研组长、校长、任命或者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或者上级教育局是否承担

以下的主要责任：ｉ）选拔要聘用的教师；ｉｉ）解聘教师；ｉｉｉ）确定教师的起薪；ｉｖ）决定为教师加薪；ｖ）

编制学校预算；ｖｉ）决定校内预算的配置；ｖｉｉ）确定学生的纪律规范；ｖｉｉｉ）确定学生的测评政策；ｉｘ）

批准学生的入学就读；ｘ）选择使用的教材；ｘｉ）决定课程内容；ｘｉｉ）决定教授的课程。资源自主权的

指标是指由学校负责作出的与学校资源相联系的决定的数量（ｉ到ｖｉ项）。课程自主权的指标是

指由学校负责作出的与课程相联系的决定的数量（ｖｉｉｉ，ｘ，ｘｉ，ｘｉｉ项）。

学校资源

学校基础设施的质量

ＰＩＳＡ的学校基础设施质量的指标从３个项目得来，它们测量校长感到的阻碍学校教学的潜

在因素：ｉ）学校的建筑和操场；ｉｉ）供暖／制冷以及照明系统；ｉｉｉ）教学场所（例如教室）。回答是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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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分：“完全没有”，“很少有”，“某种程度上有”，“很多”。所有这些项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分，

正值表示对这方面的积极评价。该指标用ＩＲＴ量化方法构建。

学校教育资源的质量

ＰＩＳＡ的学校教育资源质量的指标从７个项目得来，它们测量校长感到的阻碍学校教学的潜

在因素：ｉ）教学材料（例如课本）；ｉｉ）教学用计算机；ｉｉｉ）教学用计算机软件；ｉｖ）教学用计算器；ｖ）图

书馆资料；ｖｉ）视听资源；ｖｉｉ）科学实验室的装备与材料。回答是四点记分：“完全没有”，“很少有”，

“某种程度上有”，“很多”。所有这些项目量化时采用反向记分，正值表示对这方面的积极评价。

该指标用ＩＲＴ量化方法构建。

教师短缺

ＰＩＳＡ的教师短缺指标从以下项目得来，这些项目测量了校长感到的阻碍学校教学的潜在因

素，包括缺少：ｉ）合格的数学教师；ｉｉ）合格的科学教师；ｉｉｉ）合格的语文教师；ｉｖ）合格的外语教师；ｖ）

资深教师。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这些项目是和评价物理环境质量的项目与教育资源的项目合在一

起评估的。回答是四点记分：“完全没有”，“很少有”，“某种程度上有”，“很多”。这些项目量化时

采用正向记分，正值表示校长报告的学校教师短缺的情况。该指标用ＩＲＴ量化的方法构建。

学校风气（校长的看法）

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感受

ＰＩＳＡ的师德与工作态度指标由以下项目得来，这些项目测量了校长对教师的感受：ｉ）本校

的士气高昂；ｉｉ）教师工作有激情；ｉｉｉ）教师为学校感到自豪；ｉｖ）教师重视教学成绩。回答是四点记

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题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分，并将“不同

意”与“非常不同意”合并为一类。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由校长感受到的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

神较好。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感受

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指标由以下项目得来，这些项目测量了校长对学生在学校中表

现的感受：ｉ）学生喜欢在学校；ｉｉ）学生有学习的热情；ｉｉｉ）学生为学校感到自豪；ｉｖ）学生重视学业成

绩；ｖ）学生乐合作、有礼貌；ｖｉ）学生重视在该校接受的教育；ｖｉｉ）学生尽全力学习。这些项目中有

部分是与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项目类似的。回答是四点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所有题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分，并将“不同意”与“非常不同意”合并为一

类。这个指标的正值表示由校长感受到的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较好。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

方法构建。

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的感受

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的指标由下述项目得来，这些项目测量了校长对阻碍学生在校学

习的潜在因素的感受：ｉ）教师对学生期望值低；ｉｉ）师生关系差；ｉｉｉ）教师无法满足个别学生的需求；

ｉｖ）教师缺课；ｖ）教工反对变革；ｖｉ）教师对学生要求过严；ｖｉｉ）没有鼓励学生发挥其全部潜能。回

答是四点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所有题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

分，正值表示对这方面积极的评价。该指标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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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因素的感受

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因素的指标由下述项目得来，这些项目测量了校长对阻碍学生在校学

习的潜在因素的感受：ｉ）学生缺席；ｉｉ）学生在课堂捣乱；ｉｉｉ）学生逃课；ｉｖ）学生不尊重老师；ｖｉ）学生

酗酒或者吸毒；ｖｉ）学生威胁或者欺负其他学生。回答是四点记分：“非常同意”；“同意”；“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所有题目量化时都采用反向记分，正值表示对这方面积极的评价。该指标

用ＩＲＴ的量化方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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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２：与报告数学成绩相关的问题

数学精通程度的级别

这部分阐述贯穿ＰＩＳＡ数学量表的六个能力水平，个别数学能力发展进程请参见第２章，其

中阐明了能力水平的递增。

■ 学生需要运用以下列出的渐进的更复杂的思维与推理技能以达到更高的能力水平：

—１级水平：领会直接的指示并采取显而易见的行动。

—２级水平：运用直接推理并做字面上的说明。

—３级水平：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做连续性的决策、说明和推理。

—４级水平：灵活地推理并具有一些领悟能力。

—５级水平：运用良好的思维与推理技能。

—６级水平：运用高级的数学思维与推理。

■ 就交流能力而言，学生需要经过以下发展阶段：

—１级水平：领会明确的指示。

—２级水平：提取信息并做字面上的说明。

—３级水平：进行简短的说明来支持交流。

—４级水平：形成并交流所做的解释与论证。

—５级水平：用系统的概念或术语表达并交流所做的说明与推理。

—６级水平：用系统的概念或术语进行极其准确的交流。

■ 对建模而言，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可观测到以下的发展：

—１级水平：应用给出的简单模型。

—２级水平：识别、应用并说明给出的基本模型。

—３级水平：利用各种不同表征的模型。

—４级水平：处理精确的模型，以及相关的限定和假定。

—５级水平：建立并处理复杂的模型，反思建模的过程和结果。

—６级水平：形成概念并处理复杂的数学步骤和关系的模型，并反思、概括、解释建模的

结果。

■ 就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而言，学生需要发展的进程如下：

—１级水平：处理直接的和明确的问题。

—２级水平：利用直接推理。

—３级水平：使用简单的问题解决策略。

—４级水平：处理限定和假定。

—５级水平：选择、比较与评价恰当的问题解决策略。

—６级水平：在复杂问题的情境下研究和建模。

■ 就表述能力而言，学生发展的进程如下：

—１级水平：处理常见和直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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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级水平：从单一的表述里提取信息。

—３级水平：说明并使用不同的表述。

—４级水平：选择并整合不同的表述并把它们与现实情境联系起来。

—５级水平：能策略性地使用合理联系在一起的表述。

—６级水平：能联结不同的信息与表述并把它们灵活地转换。

■ 就使用符号的、形式的、技术性的语言和运算能力而言，学生发展的进程如下：

—１级水平：应用常规步骤。

—２级水平：运用基本的运算法则、公式、步骤和惯例。

—３级水平：处理符号性的表达。

—４级水平：利用符号与形式化特性描述。

—５级和６级水平：掌握符号化与形式化的数学运算和关系。

四个数学量表的成绩比较

参照第２章，表Ａ２．１显示的是每个国家（地区）在四个数学量表上的成绩比较，这四个量表

分别是：数学／空间与形状量表（下文用Ｍ１表示），数学／变化与关系量表（下文用 Ｍ２表示），数

学／数量量表（下文用Ｍ３表示），以及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下文用 Ｍ４表示）。表中显示了各国

（地区）在四个量表成绩的相对高低：ｉ）箭头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两个量表上成绩的关系，箭

头指向其中成绩较高的一个；ｉｉ）圆圈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两个量表的成绩在统计上没有显

著差异；ｉｉｉ）空格表明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不可能对两个量表的成绩高低做出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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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２．１

四个数学量表成绩间的比较

犕１：数学／空间

和形状量表

犕２：数学／变化和

关系量表

犕３：数学／

数量量表

犕４：数学／

不确定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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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３：犘犐犛犃的目标总体，犘犐犛犃的样本，以及对学校的界定

犘犐犛犃的“收益”概念与犘犐犛犃的目标总体的定义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了到某个时间点的累积教育和学习收益，在该时间点上大部分年轻人仍然是

初等教育的在校生。

就国际性调查而言，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对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以确保各个国家（地区）

的目标总体间具有国际可比性。

我们无法界定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就读年级是因为各国（地区）在学前教育和保育的性质和范

围、正规学校教育的入学年龄以及学制结构不尽相同。因此，教育表现的国际比较通常都是参照

一个目标年龄群体来界定其总体的。之前有一些国际评估是用某个年龄的适龄儿童所就读的主

要年级来确定其目标总体的，这种方法的缺陷是该年级学生会在年龄的分布上有细小差异，这就

经常导致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者同一国家（地区）不同的教育系统里选择不同的目标年级，使

得国家（地区）之间、有时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内部产生的严重的可比性问题。此外，因为并非所

有目标年龄的学生都包含在基于年级的样本中，没有抽到的适龄学生在某些国家（地区）被招入

高一年级而在另一些国家（地区）被招入低一年级，这可能使结果产生更严重的偏差。前者是排

除了潜在表现水平更高的学生，后者是排除了潜在表现水平更低的学生。

为了解决该问题，ＰＩＳＡ的目标总体采用了基于年龄的界定，就是说，这一界定不受制于各国

（地区）的学制结构：ＰＩＳＡ评估的学生是在评估开始时年龄在１５岁３个月（整）到１６岁２个月

（整）之间的在校学生，不管学生在哪个年级或者哪种类型教育机构就读，也不考虑他们接受的是

否是全日制教育（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排除了６年级及以下的１５岁学生，在参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国家（地区）

中，只有巴西存在大量这样的学生）。尽管有些教育机构（特别是某类职业教育机构）可能在某些

国家（地区）并不被称为学校，但是在本出版物中教育机构一般是指学校。正如从该定义可以估

计出的那样，所有ＯＥＣＤ国家的学生的平均年龄是１５岁零８个月，这个数值在不同的参与国（地

区）里的差异小于０．２岁。

按照对该总体的定义，ＰＩＳＡ评价的是出生于一段可比时期内的一组人的知识与技能，但他

们可能有不同的校内和校外的教育经历。这些知识和技能在ＰＩＳＡ被称为不同国家（地区）学生

在某个相同年龄上的教育收益。学生在年级分布上可能较窄或较宽，这取决于各个国家（地区）

的学校入学和升学的政策。此外，在一些国家（地区），ＰＩＳＡ目标总体的学生可能被分流到不同

类型的学校中去。

即使某个国家（地区）在阅读、科学或数学素养量表上的得分显著地高于另一个国家（地区），

也不能必然地推断说第一个国家（地区）的学校或者教育系统的某些方面就比第二个国家（地区）

有效得多。然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说在ＰＩＳＡ测量的几个素养领域中，第一个国家（地区）学习

经验的累积效果，即学生自童年早期到１５岁拥有的学校和家庭经验，产生了更好的结果。

犘犐犛犃的目标总体没有包括在国外上学的本国居民

为了满足那些在本国分析中希望得到基于年级的结果的国家（地区）的需要，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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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按年级抽样的国际可选项来补充按年龄抽样的办法。

总体覆盖率

所有国家（地区）都努力让本国样本最大范围的覆盖那些接受教育的１５岁学生，包括在特殊教

育机构里的学生。因此，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达到了在同类型的国际调查里从未有过的总体覆盖率的标准。

ＰＩＳＡ的抽样标准允许各国（地区）剔除一部分学校或学校里的一部分学生，剔除的学生总量占

总体的比例最多不超过５％。除７个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地区）都达到了该标准，其中２０个国家

（地区）的总剔除率小于２％，这７个国家是新西兰（５．１％），丹麦（５．３％），英国（５．４％），塞尔维亚

（５．７％）［１］，加拿大（６．８％），美国（７．３％）和西班牙（７．３％）。在有些国家（地区）虽然剔除率超过了

５％，但这些剔除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新西兰，其中２．３％被剔除的学生是因为他们接受的英语教育

少于１年，因为他们往往是付费留学生，他们还不会跟着测评指导语的要求做。如果考虑语言方面

的剔除（比如，把它从总剔除率中排除），那么丹麦和新西兰的剔除率将小于５％。更多信息参见

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上述剔除的限定范围包括：

■学校层面：ｉ）所处地理位置极偏僻的学校或者难以按照ＰＩＳＡ管理要求实施测评的学校；

ｉｉ）学校所有学生都属于“校内剔除”的界定范围内，比如盲人学校。这些学校中在校的１５

岁学生人数必须少于该国有效目标总体的２．５％：（ｉ）最多占０．５％，ｉｉ）最多占２％）。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中记录了学校层面剔除的数量、性质与理由（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学生层面：ｉ）智力障碍的学生；ｉｉ）功能障碍的学生；ｉｉｉ）对评估所采用的语言很不熟练的学

生。不能单纯因为不熟练或者有常规纪律问题而剔除学生。校内１５岁学生被剔除的人数

必须少于该国目标总体的２．５％。

表Ａ３．１反映了参加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国家（地区）的目标总体。关于目标总体以及ＰＩＳＡ抽样标准

的实施，更多信息请参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 第１栏：年龄为１５岁的总人数，是能得到的最新的数据，在大多数国家（地区）是２００２年的

数据，即评估前一年的数据。

■ 第２栏：７年级及７年级以上（按上文的界定）的１５岁在校生数，称为符合抽样标准的总体。

■ 第３栏：国家（地区）预期目标总体。主要考虑到一些实际原因，允许各国（地区）从符合抽

样标准的总体中预先剔除０．５％的人数。以下提到的超过额度的预先剔除是征得ＰＩＳＡ协

会同意的：澳大利亚从ＴＡＦＥ（即：技术和继续教育，译者注）学院剔除了总体中的１．０４％；

法国剔除了占４．１５％的海外领地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地处边远，独立于国家（地区）教育系

统（包括边远行政区的学生），还有在医院或者贸易商会里的符合抽样标准的学生；印度尼

西亚由于安全原因剔除了四个省４．６５％的学生。

［１］　对于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黑山的数据无法获得。黑山的人口占国家人口的７．９％。“塞尔维亚”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

国中塞尔维亚部分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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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１

犘犐犛犃的目标总体与样本

总体和抽样信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５岁在校生

总体

１５岁在校生

总体中就读７

年级及以上的

人数

各国期望的目

标总体

学校层面剔除

的人数

在学校层面剔

除后，校内剔

除前，国家期

望的目标总体

学校层面剔除

的百分比
参与学生数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６８１６４ ２５０６３５ ２４８０３５ １６２１ ２４６４１４ ０．６５ １２５５１

奥地利 ９４５１５ ８９０４９ ８９０４９ ３２１ ８８７２８ ０．３６ ４５９７

比利时 １２０８０２ １１８１８５ １１８１８５ ５６１ １１７６２４ ０．４７ ８７９６

加拿大 ３９８８６５ ３９９２６５ ３９７５２０ ６６００ ３９０９２０ １．６６ ２７９５３

捷　克 １３０６７９ １２６３４８ １２６３４８ １２９４ １２５０５４ １．０２ ６３２０

丹　麦 ５９１５６ ５８１８８ ５８１８８ ６２８ ５７５６０ １．０８ ４２１８

芬　兰 ６１１０７ ６１１０７ ６１１０７ １３２４ ５９７８３ ２．１７ ５７９６

法　国 ８０９０５３ ８０８２７６ ７７４７１１ １８０５６ ７５６６５５ ２．３３ ４３００

德　国 ９５１８００ ９１６８６９ ９１６８６９ ５６００ ９１１２６９ ０．６１ ４６６０

希　腊 １１１２８６ １０８３１４ １０８３１４ ８０８ １０７５０６ ０．７５ ４６２７

匈牙利 １２９１３８ １２３７６２ １２３７６２ ３６８８ １２００７４ ２．９８ ４７６５

冰　岛 ４１６８ ４１１２ ４１１２ ２６ ４０８６ ０．６３ ３３５０

爱尔兰 ６１５３５ ５８９９７ ５８９０６ ８６４ ５８０４２ １．４７ ３８８０

意大利 ５６１３０４ ５７４６１１ ５７４６１１ ２８６８ ５７１７４３ ０．５０ １１６３９

日　本 １３６５４７１ １３２８４９８ １３２８４９８ １３５９２ １３１４９０６ １．０２ ４７０７

韩　国 ６０６７２２ ６０６３７０ ６０６３７０ ２７２９ ６０３６４１ ０．４５ ５４４４

卢森堡 ４２０４ ４２０４ ４２０４ ０ ４２０４ ０．００ ３９２３

墨西哥 ２１９２４５２ １２７３１６３ １２７３１６３ ４６４８３ １２２６６８０ ３．６５ ２９９８３

荷　兰 １９４２１６ １９４２１６ １９４２１６ ２５５９ １９１６５７ １．３２ ３９９２

新西兰 ５５４４０ ５３２９３ ５３１６０ １９４ ５２９６６ ０．３６ ４５１１

挪　威 ５６０６０ ５５６４８ ５５５３１ ２９４ ５５２３７ ０．５３ ４０６４

波　兰 ５８９５０６ ５６９２９４ ５６９２９４ １４６００ ５５４６９４ ２．５６ ４３８３

葡萄牙 １０９１４９ ９９２１６ ９９２１６ ８２６ ９８３９０ ０．８３ ４６０８

斯洛伐克 ８４２４２ ８１９４５ ８１８９０ １０４２ ８０８４８ １．２７ ７３４６

西班牙 ４５４０６４ ４１８００５ ４１８００５ １６３９ ４１６３６６ ０．３９ １０７９１

瑞　典 １０９４８２ １１２２５８ １１２２５８ １６１５ １１０６４３ １．４４ ４６２４

瑞　士 ８３２４７ ８１０２０ ８１０２０ ２７６０ ７８２６０ ３．４１ ８４２０

土耳其 １３５１４９２ ７２５０３０ ７２５０３０ ５３２８ ７１９７０２ ０．７３ ４８５５

英　国 ７６８１８０ ７３６７８５ ７３６７８５ ２４７７３ ７１２０１２ ３．３６ ９５３５

美　国 ３９７９１１６ ３９７９１１６ ３９７９１１６ ０ ３９７９１１６ ０．００ ５４５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　西 ３６１８３３２ ２３５９８５４ ２３４８４０５ ０ ２３４８４０５ ０．００ ４４５２

中国香港 ７５０００ ７２６３１ ７２６３１ ６０１ ７２０３０ ０．８３ ４４７８

印度尼西亚 ４２８１８９５ ３１１３５４８ ２９６８７５６ ９２９２ ２９５９４６４ ０．３１ １０７６１

拉脱维亚 ３７５４４ ３７１３８ ３７１３８ １４１９ ３５７１９ ３．８２ ４６２７

列支敦士登 ４０２ ３４８ ３４８ ０ ３４８ ０．００ ３３２

中国澳门 ８３１８ ６９３９ ６９３９ ０ ６９３９ ０．００ １２５０

俄罗斯 ２４９６２１６ ２３６６２８５ ２３６６２８５ ２３４４５ ２３４２８４０ ０．９９ ５９７４

塞尔维亚 ９８７２９ ９２６１７ ９２６１７ ４９３１ ８７６８６ ５．３２ ４４０５

泰　国 ９２７０７０ ７７８２６７ ７７８２６７ ７５９７ ７７０６７０ ０．９８ ５２３６

突尼斯 １６４７５８ １６４７５８ １６４７５８ ５５３ １６４２０５ ０．３４ ４７２１

乌拉圭 ５３９４８ ４００２３ ４００２３ ５９ ３９９６４ ０．１５ ５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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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１（续）

犘犐犛犃的目标总体与样本

总体和抽样信息 覆盖指数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加权后的参

与学生数

剔除的学生

数

加权后的剔

除学生数

校内剔除率

（％）
总的剔除率

覆 盖 指 数

１：国家期望

总体的覆盖

率

覆 盖 指 数

２：国家在校

生总体的覆

盖率

覆 盖 指 数

３：在校生总

体的百分比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３５５９１ ２２８ ３６１２ １．５１ ２．１５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３

奥地利 ８５９３１ ６０ １０９９ １．２６ １．６２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４

比利时 １１１８３１ １０２ １１９３ １．０６ １．５３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８

加拿大 ３３０４３６ １９９３ １８３２８ ５．２６ ６．８３ ０．９３ ０．９３ １．００

捷　克 １２１１８３ ２２ ２１８ ０．１８ １．２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７

丹　麦 ５１７４１ ２１４ ２３２１ ４．２９ ５．３３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８

芬　兰 ５７８８３ ７９ ７２５ １．２４ ３．３８ ０．９７ ０．９７ １．００

法　国 ７３４５７９ ５１ ８１５８ １．１０ ３．４０ ０．９７ ０．９３ １．００

德　国 ８８４３５８ ６１ １１５３３ １．２９ １．８９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６

希　腊 １０５１３１ １４４ ２６５２ ２．４６ ３．１９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匈牙利 １０７０４４ ６２ １０６５ ０．９９ ３．９４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６

冰　岛 ３９２８ ７９ ７９ １．９７ ２．５９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９

爱尔兰 ５４８５０ １３９ １６１９ ２．８７ ４．２９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６

意大利 ４８１５２１ １８８ ６７９４ １．３９ １．８８ ０．９８ ０．９８ １．０２

日　本 １２４００５４ ０ ０ 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７

韩　国 ５３３５０４ ２４ ２２８３ ０．４３ ０．８７ ０．９９ ０．９９ １．００

卢森堡 ４０８０ ６６ ６６ １．５９ １．５９ ０．９８ ０．９８ １．００

墨西哥 １０７１６５０ ３４ ７２６４ ０．６７ ４．３０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５８

荷　兰 １８４９４３ ２０ １０４１ ０．５６ １．８７ ０．９８ ０．９８ １．００

新西兰 ４８６３８ ２６３ ２４１１ ４．７２ ５．０７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６

挪　威 ５２８１６ １３９ １５６３ ２．８７ ３．３９ ０．９７ ０．９６ ０．９９

波　兰 ５３４９００ ７５ ７５１７ １．３９ ３．９１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７

葡萄牙 ９６８５７ ８４ １４５０ １．４７ ２．３０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１

斯洛伐克 ７７０６７ １０９ １３４１ １．７１ ２．９６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西班牙 ３４４３７２ ５９１ ２５６１９ ６．９２ ７．２９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２

瑞　典 １０７１０４ １４４ ３０８５ ２．８０ ４．２０ ０．９６ ０．９６ １．０３

瑞　士 ８６４９１ １９４ ８９３ １．０２ ４．３９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７

土耳其 ４８１２７９ ０ ０ 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５４

英　国 ６９８５７９ ２７０ １５０６２ ２．１１ ５．４０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６

美　国 ３１４７０８９ ５３４ ２４６９９１ ７．２８ ７．２８ ０．９３ ０．９３ １．０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　西 １９５２２５３ ５ ２１４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１．００ ０．９９ ０．６５

中国香港 ７２４８４ ８ １０３ ０．１４ ０．９７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７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７１４７６ ０ ０ ０．００ ０．３１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７３

拉脱维亚 ３３６４３ ４４ ３８０ １．１２ ４．８９ ０．９５ ０．９５ ０．９９

列支敦士登 ３３８ ５ ５ １．４６ １．４６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８７

中国澳门 ６５４６ ４ １３ ０．２０ ０．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３

俄罗斯 ２１５３３７３ ３５ １４７１６ ０．６８ １．６６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５

塞尔维亚 ６８５９６ １５ ２４１ ０．３５ ５．６６ ０．９４ ０．９４ ０．９４

泰　国 ６３７０７６ ５ ５６３ ０．０９ １．０６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８４

突尼斯 １５０８７５ １ ３１ ０．０２ ０．３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乌拉圭 ３３７７５ １８ ８０ ０．２４ ０．３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７４

注：要了解该表格的完整的解释，请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ＰＩＳＡ２００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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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栏：从国家（地区）预期目标总体中被剔除学校的在校生数，指从抽样框架或是后来在

学校收集数据时剔除的人数。

■ 第５栏：国家（地区）预期目标总体减去被剔除的学校中的全部学生数后的大小，即第３栏

减去第４栏后的数字（即Ｃ５＝Ｃ３－Ｃ４，Ｃｎ表示第ｎ栏，译者注）。

■ 第６栏：被剔除的学校的在校生所占的百分比，即第４栏除以第３栏后再乘以１００（即Ｃ６＝

Ｃ４／Ｃ３１００，译者注）。

■ 第７栏：参加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学生数。要注意的是它并不包括参加评估的国家（地区）额外选

择的年龄为１５岁的人数。

■ 第８栏：加权后的参加学生数。即，相当于ＰＩＳＡ样本所代表的该国（地区）目标总体的学

生数。

■ 每个国家（地区）都努力使样本学校能最大程度地覆盖ＰＩＳＡ目标总体。就每一个样本

学校而言，首先列出所有符合抽样标准的学生，即那些年龄是１５岁的学生，不管他在读

几年级。要剔除的样本学生仍列入抽样档案，并列清单说明剔除他们的原因。第９栏显

示被剔除的学生的总人数，表Ａ３．２中有进一步的描述和细分。第１０栏是加权后被剔

除的学生人数，即反映从样本中剔除的学生数所代表的该国（地区）目标总体里的人数，

对其的描述与细分见表Ａ３．２。根据以下四类剔除学生：ｉ）智力障碍的学生———有精神

障碍或情感障碍且认知迟滞的学生，在ＰＩＳＡ测试环境中他们无法完成任务；ｉｉ）功能障

碍的学生———有中度至重度永久性身体残疾的学生，在ＰＩＳＡ测试环境中他们无法完成

任务；ｉｉｉ）对评估语言不熟练的学生———无法读、说所在国（地区）测试用的任何一种语

言，也无法克服测试环境中的语言障碍的学生。可能被剔除的学生一般来说是那些学习

测试所用语言不满一年的学生；ｉｖ）其他———由国内（地区）评估中心界定并为国际评估

中心认可的一类。

■ 第１１栏：校内剔除学生所占的百分比。即加权后被剔除的学生数（第１０栏）除以加权后被

剔除的学生数与参与的学生数之和（第８栏加上第１０栏）（即Ｃ１１＝Ｃ１０／（Ｃ８＋Ｃ１０），译

者注）。

■ 第１２栏：总剔除率，反映了ＰＩＳＡ中加权后剔除的人数占国家（地区）预期目标总体的百分

比，它们或是学校层面的剔除或是校内学生的剔除。计算是：学校层面的剔除率（第６栏除

以１００）加上校内剔除率（第１１栏除以１００）乘以１减去学校层面的剔除率（第６栏除以

１００），再把该结果乘以１００。（即Ｃ１２＝（Ｃ６／１００＋Ｃ１１／１００×（１－Ｃ６／１００））×１００，译者注）

加拿大、丹麦、新西兰、西班牙、英国、美国和伙伴国塞尔维亚这７个国家的剔除率高于５％

（更多关于剔除的信息可见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如果考虑了语言剔除（即，把它从总剔除率

中排除），那么丹麦和新西兰的剔除率则低于５％。

■ 第１３栏：是衡量ＰＩＳＡ样本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国家（地区）预期目标总体的指标。仅有

加拿大、西班牙、美国和伙伴国塞尔维亚的覆盖率低于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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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２

剔除情况

学生剔除量（未加权） 学生剔除量（加权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因残疾（代

码１）被剔

除的学生

数量

因残疾（代

码２）被剔

除的学 生

数量

因语言（代

码３）被剔

除的学生

数量

因其他 原

因（代码４）

被剔除 的

学生数量

被剔除 的

学生总量

因残疾（代

码１）被剔

除的学生

数量

因残疾（代

码２）被剔

除的学 生

数量

因语言（代

码３）被剔

除的学生

数量

因其他 原

因（代码４）

被剔除 的

学生数量

被剔除 的

学生总量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３ １３３ ６２ ０ ２２８ ４５７ ２４４３ ７１２ ０ ３６１２

奥地利 ３ ２７ ３０ ０ ６０ ６２ ５７３ ４６５ ０ １０９９

比利时 ４ ４９ ４９ ０ １０２ ６４ ５０７ ６２２ ０ １１９３

加拿大 １００ １５９０ ３０３ ０ １９９３ ８７４ １３７２０ ３７３４ ０ １８３２８

捷　克 ５ １４ ２ １ ２２ １０６ ３５ ６６ １１ ２１８

丹　麦 ９ ７０ ７９ ５６ ２１４ １０１ ７６８ ８６１ ５９１ ２３２１

芬　兰 １５ ３７ ２０ ７ ７９ １３８ ３３４ ２００ ５３ ７２５

法　国 ９ ３１ １１ ０ ５１ １２２７ ５１１０ １８２１ ０ ８１５８

德　国 ４ ２１ ３０ ６ ６１ ７６８ ４５２６ ５３４７ ８９３ １１５３３

希　腊 １４ ３０ ３１ ６９ １４４ ２８９ ５５５ ４９８ １３１０ ２６５２

匈牙利 ０ ５５ ７ ０ ６２ ０ ９２８ １３８ ０ １０６５

冰　岛 １２ ４５ ２２ ０ ７９ １２ ４５ ２２ ０ ７９

爱尔兰 １４ ７８ １６ ３１ １３９ １５２ ９０６ １８３ ３７７ １６１９

意大利 ２０ ９９ ６９ ０ １８８ ６１９ ３６５５ ２５２１ ０ ６７９４

日　本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韩　国 ３ ２１ ０ ０ ２４ ２８４ １９９９ ０ ０ ２２８３

卢森堡 ２ １５ ４５ ４ ６６ ２ １５ ４５ ４ ６６

墨西哥 ７ １０ １７ ０ ３４ １６７ １６１８ ５４７９ ０ ７２６４

荷　兰 ２ １７ １ ０ ２０ １５４ ７７３ １１４ ０ １０４１

新西兰 ２９ ９４ １４０ ０ ２６３ ２６０ ８８０ １２７１ ０ ２４１１

挪　威 ７ ９０ ４２ ０ １３９ ７７ １０１９ ４６８ ０ １５６３

波　兰 ９ ２６ ３ ３７ ７５ ８９４ ２６２３ ３１０ ３６９１ ７５１７

葡萄牙 １４ ５５ １５ ０ ８４ ２５５ ９２９ ２６５ ０ １４５０

斯洛伐克 １６ ７４ １９ ０ １０９ １０８ ９１３ ３２０ ０ １３４１

西班牙 ３４ ４２１ １３６ ０ ５９１ １５９４ １７２４６ ６７７９ ０ ２５６１９

瑞　典 １ １１０ ３３ ０ １４４ １８ ２２９７ ７６９ ０ ３０８５

瑞　士 ２６ ９３ ７５ ０ １９４ １２７ ３４４ ４２２ ０ ８９３

土耳其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英　国 ２３ ２０８ ３９ ０ ２７０ １１４６ １２４０１ １５１５ ０ １５０６２

美　国 ３２ ４３１ ７１ ０ ５３４ １４２３９ ２０１５６２ ３１１９０ ０ ２４６９９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　西 ４ １ ０ ０ ５ １６４２ ５００ ０ ０ ２１４２

中国香港 ２ ５ １ ０ ８ ２６ ６３ １４ ０ １０３

印度尼西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拉脱维亚 ２１ ２３ ０ ０ ４４ １４８ ２３１ ０ ０ ３８０

列支敦士登 １ ０ ４ ０ ５ １ ０ ４ ０ ５

中国澳门 ４ ０ ０ ０ ４ １３ ０ ０ ０ １３

俄罗斯 １３ １９ ３ ０ ３５ ４５３８ ８９６９ １２０９ ０ １４７１６

塞尔维亚 ５ ８ ２ ０ １５ ７８ １２９ ３４ ０ ２４１

泰　国 ４ １ ０ ０ ５ ４６３ １００ ０ ０ ５６３

突尼斯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３１ ０ ３１

乌拉圭 ５ ９ ４ ０ １８ ３０ ３８ １２ ０ ８０

排除编码：

代码１　功能障碍 学生有中等程度到严重程度的永久性残疾。

代码２　智力障碍 学生有智力或情绪缺陷，或者通过测试被认定为认知迟滞，或者被有资格的专业人士认定为认知迟滞。

代码３　测试语言熟练度不足 学生母语并非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任一种测试语言，并且在该国家或地区居住不满一年。

代码４　其他由国家ＰＩＳＡ中心规定并经国际ＰＩＳＡ中心同意的。

注：要了解该表格的完整的解释，请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ＰＩＳＡ２００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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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４栏：是衡量ＰＩＳＡ样本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１５岁在校生的指标。该指标测量了没有

被剔除的学生样本占国家（地区）在校生总体的比率。它把学校层面和学生层面的剔除都

考虑在内。数值接近１００表明该ＰＩＳＡ样本代表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界定的整个教育体系。这

一指标的计算是：加权后参与学生的人数（第８栏）除以加权后参与的人数与被剔除的学生

人数之和（第８栏加上第１０栏），乘以国家（地区）界定的目标总体（第５栏）除以符合抽样

标准的总体（第２栏）（乘以１００）（即Ｃ１４＝（Ｃ８／（Ｃ８＋Ｃ１０）×Ｃ５／Ｃ２）×１００，译者注）。覆

盖率指标１低于０．９５的国家（地区）在覆盖率指标２上也低于０．９５。此外，法国由于剔除

了海外领地该指标也低于０．９５。这个结果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一致。

■ 第１５栏：在校率的指标。该指标是１５岁在校生总数（第２栏）除以１５岁学生总人数（第１

栏）（即Ｃ１５＝Ｃ２／Ｃ１，译者注）。

这样的高覆盖率有助于评估结果的可比性。比如，即便假定被剔除的学生的得分较之参与

学生的得分会系统性偏低，并且假定它们是中等程度的相关，但是５％的剔除率可能会高估国家

（地区）平均分数，但高估值低于５分（一个量表的国际平均值是５００分，标准差是１００分）。这一

估算是基于以下计算：假定剔除倾向与学生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是０．３，如果剔除率是１％，则平

均值可能会被高估１分；如果剔除率是５％，则高估３分；如果剔除率是１０％，则高估６分。假定

剔除倾向与学生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是０．５，如果剔除率是１％，则平均值可能会被高估１分；

如果剔除率是５％，则高估５分；如果剔除率是１０％，则高估１０分。这一计算应用了一个模型，

该模型假设参与倾向与成绩的分布是双变量正态分布。详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

即将出版）。

抽样程序与应答率

任何调查结果的准确性都取决于从国家（地区）样本以及抽样程序中得来的信息的质量。

ＰＩＳＡ建立了一套质量标准、程序、测量工具和验证机制以确保各国（地区）样本得到的是可比性

数据，其结果能做可信的比较。

大多数ＰＩＳＡ样本都采用二阶段分层取样（采用不同抽样设计的国家（地区），其抽样设计记

录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里（ＯＥＣＤ，即将出版））。第一步包括抽取有１５岁在校生的学校。采

用按概率比例抽样法系统化地抽取学校，样本大小是１５岁在校生数（预估的符合抽样条件的在

校学生）的函数。每个国家（地区）至少选取１５０所学校（只要该国（地区）有这么多学校），但是做

国（地区）内分析往往要求更大的样本量。在抽取学校时，也同时确定替补学校，以防样本学校不

参加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冰岛、列支敦士登和卢森堡三个国家，它们所有的学校以及学校里所有符合取样条件的学生

都包含在了样本内。但是并非所有学生都参与了各领域的评估，因此，仅对数学这一主要测评领

域而言，这些国家参与了完整的普查。

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的专家完成了每一个参与国（地区）的学校样本选取工作，并对那些自选

样本的国家（地区）的抽样进行了严密的监督。

抽样工作的第二步是抽取样本学校里的样本学生。一旦学校被抽到，那么就要准备好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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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学校里１５岁学生的名单。按照等概率原则从名单中抽取３５名学生（如果在校生人数少于

３５，那么就选取所有１５岁学生）。

ＰＩＳＡ数据质量标准对学校与学生的最低参与率都做了要求。建立这些标准是为了使潜在

的应答偏差最小化。对达到这些标准的国家（地区）而言，由无应答产生的任何偏差几乎都可以

忽略不计，即，无应答偏差小于抽样误差。

一开始就被选到的学校必须要有８５％的最低应答率。那些最初应答率在６５％到８５％之间

的学校，通过使用替补学校来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学校应答率。这一做法会带来增加应答偏差的

风险。因此鼓励参与国家（地区）去尽可能多地说服列在初始样本内的学校参与测评。学生参与

率在２５％到５０％之间的学校不作为参与学校，但这些学校的数据仍将包括在数据库中，并纳入各

类估算。学生参与率低于２５％的学校的数据则不纳入数据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也规定了参与学校的学生最低参与率是８０％。在国家（地区）层面，必须要达到

这一最低参与率，但并不必然要求每个参与学校如此。如果学校在参加初次测评时参与学生很

少，那么就必须要安排补测。学生参与率的计算包括所有的参与学校，无论他们是初次抽样抽到

的学校还是替补学校，也包括所有参与的学生，无论是参与初次测评的还是后来参加补测的学

生。那些只参与问卷部分的学生只要他们描述了其父亲或者母亲的职业，就纳入国际数据库，并

且纳入本出版物的统计中。

表Ａ３．３反映了在未加入替补样本时及加入替补样本后，学生和学校的应答率。

■ 第１栏：未作学校替补时加权的学校参与率。由第２栏除以第３栏得来。

■ 第２栏：未作学校替补时加权的应答学校数（根据在校生数进行加权）。

■ 第３栏：未作学校替补时加权的学校样本数（既包括应答学校也包括未应答学校）（根据在

校生数进行加权）。

■ 第４栏：未作学校替补时未加权的应答学校数。

■ 第５栏：未作学校替补时未加权的应答学校数和未应答学校数。

■ 第６栏：加入替补学校后加权的学校参与率。由第７栏除以第８栏得来。在加入替补前，

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没有达到规定的８５％的应答率。加拿大在替补前的参与率是７９．９％

（第１栏）；替补后，参与率达到８４．４％，比要求的８７．５％少了３．１％。英国在替补前的应答

率是６４．３％（第１栏），比要求的最低应答率少了０．７％；替补后，参与率增加到７７．４％，但

仍低于规定要求。美国在替补前，初始的参与率是６４．９％，替补后达到了６８．１％。

■ 第７栏：加入替补学校后加权的应答学校数（根据在校生数进行加权）。

■ 第８栏：加入替补学校后加权的学校样本数（既包括应答学校也包括未应答学校）（根据在

校生数进行加权）。

■ 第９栏：加入替补学校后未加权的应答学校数。

■ 第１０栏：加入替补学校后未加权的应答学校数和未应答学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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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３

应答率

初始样本 学校替补前 最终样本 学校替补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替补前学

校参与率

加 权 值

（％）

应答学校数

加权值（根

据在校生数

加权）

样本学校（应答

和未应答）数加

权值（同样根据

在校生数加权）

应答学校

数（未加

权）

应答和未应

答 学 校 数

（未加权）

替补后学校

参与率（加

权值％）

应答学校数

加权值（同

样依据在校

生数加权）

样本学校（应答

和未应答）数加

权值（同样依据

在校生数加权）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６．３１ ２３７５２５ ２７５２０８ ３０１ ３５５ ９０．４３ ２４８８７６ ２７５２０８

奥地利 ９９．２９ ８７１６９ ８７７９５ １９２ １９４ ９９．２９ ８７１６９ ８７７９５

比利时 ８３．４０ ９８４２３ １１８０１０ ２４８ ２９６ ９５．６３ １１２７７５ １１７９２４

加拿大 ７９．９５ ３００３２８ ３７５６２２ １０４０ １１６２ ８４．３８ ３１６９７７ ３７５６３８

捷　克 ９１．３８ １１３１７８ １２３８５５ ２３９ ２６２ ９９．０５ １２２６２９ １２３８１１

丹　麦 ８４．６０ ４７５７３ ５６２３４ １７５ ２１０ ９８．３２ ５５２７１ ５６２１３

芬　兰 ９７．３９ ５８２０９ ５９７６６ １９３ １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７６６ ５９７６６

法　国 ８８．６５ ６７１４１７ ７５７３５５ １６２ １８３ ８９．２４ ６７５８４０ ７５７３５５

德　国 ９８．０６ ８８６８４１ ９０４３８７ ２１１ ２１６ ９８．８２ ８９３８７９ ９０４５５９

希　腊 ８０．６０ ８２５２６ １０２３８４ １４５ １７９ ９５．７７ １０４８５９ １０９４９０

匈牙利 ９７．３２ １１５０４１ １１８２０７ ２４８ ２６２ ９９．３７ １１７２６９ １１８０１２

冰　岛 ９９．９０ ４０８２ ４０８６ １２９ １３１ ９９．９０ ４０８２ ４０８６

爱尔兰 ９０．２４ ５２７９１ ５８４９９ １３９ １５４ ９２．８４ ５４３１０ ５８４９９

意大利 ９７．５４ ５４９１６８ ５６３０３９ ３９８ ４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３０３９ ５６３０３９

日　本 ８７．１２ １１４４９４２ １３１４２２７ １３１ １５０ ９５．９１ １２６０４２８ １３１４２２７

韩　国 ９５．８９ ５８９５４０ ６１４８２５ １４３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６１４８２５ ６１４８２５

卢森堡 ９９．９３ ４０８７ ４０９０ ２９ ３２ ９９．９３ ４０８７ ４０９０

墨西哥 ９３．９８ １１３２３１５ １２０４８５１ １０９０ １１５４ ９５．４５ １１５００２３ １２０４８５１

荷　兰 ８２．６１ １６１６８２ １９５７２５ １４４ １７５ ８７．８６ １７１９５５ １９５７２５

新西兰 ９１．０９ ４８４０１ ５３１３５ １５８ １７５ ９７．５５ ５１８４２ ５３１４５

挪　威 ８７．８７ ４８２１９ ５４８７４ １７５ ２００ ９０．４０ ４９６０８ ５４８７４

波　兰 ９５．１２ ５３１４７９ ５５８７５２ １５７ １６６ ９８．０９ ５４８１６８ ５５８８５３

葡萄牙 ９９．３１ １０６１７４ １０６９１６ １５２ １５３ ９９．３１ １０６１７４ １０６９１６

斯洛伐克 ７８．９２ ６３６２９ ８０６２６ ２２３ ２８４ ９９．０８ ８０３９４ ８１１４１

西班牙 ９８．３９ ４０６１７０ ４１２８２９ ３７７ ３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２７７７ ４１２７７７

瑞　典 ９９．０８ １１２４６７ １１３５１１ １８５ １８８ ９９．０８ １１２４６７ １１３５１１

瑞　士 ９７．３２ ７７８６７ ８００１１ ４３７ ４５６ ９８．５３ ７８８３８ ８００１４

土耳其 ９３．２９ ６７１３８５ ７１９７０２ １４５ １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１９４０５ ７１９４０５

英　国 ６４．３２ ４５６８１８ ７１０２０３ ３１１ ４５１ ７７．３７ ５４９０５９ ７０９６４１

美　国 ６４．９４ ２４５１０８３ ３７７４３３０ ２４９ ３８２ ６８．１２ ２５７１００３ ３７７４３２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　西 ９３．２０ ２１８１２８７ ２３４０５３８ ２１３ ２２９ ９９．５１ ２３２８９７２ ２３４０５３８

中国香港 ８１．８９ ５９２１６ ７２３１２ １２４ １５１ ９５．９０ ６９３４５ ７２３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７３８２４ ２１７３８２４ ３４４ ３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７３８２４ ２１７３８２４

拉脱维亚 ９５．３１ ３３８４５ ３５５０９ １５７ １６４ ９５．３１ ３３８４５ ３５５０９

列支敦士登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８ ３４８ １２ 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８ ３４８

中国澳门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９２ ６９９２ ３９ ３９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９２ ６９９２

俄罗斯 ９９．５１ １７９８０９６ １８０６９５４ ２１０ ２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６９５４ １８０６９５４

塞尔维亚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１７８ ９０１７８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１７８ ９０１７８

泰　国 ９１．４６ ７０４３４４ ７７０１０９ １６３ １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６９３９２ ７６９３９２

突尼斯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５５５ １６３５５５ １４９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５５５ １６３５５５

乌拉圭 ９３．２０ ３９７７３ ４２６７７ ２３３ ２４５ ９７．１１ ４１４７４ ４２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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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３．３（续）

应答率

最终样本 学校替补后 最终样本 学校替补后的学生数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替补后的学生

参与未加权值

（％）

测试的学生数

（加权值）

样本学生（测

试的和 缺 席

的）数 （加 权

值）

测试的学生数

（未加权）

样本学生（测

试的和 缺 席

的）数 （未 加

权）

应答学校数

（未加权）

应答和未应答

学校数（未加

权）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１４ ３５５ ８３．３１ １７６０８５ ２１１３５７ １２４２５ １５１７９

奥地利 １９２ １９４ ８３．５６ ７１３９２ ８５４３９ ４５６６ ６２１２

比利时 ２８２ ２９６ ９２．４７ ９８９３６ １０６９９５ ８７９６ ９４９８

加拿大 １０６６ １１６２ ８３．９０ ２３３８２９ ２７８７１４ ２７７１２ ３１８９９

捷　克 ２５９ ２６２ ８９．０３ １０６６４５ １１９７９１ ６３１６ ７０３６

丹　麦 ２０５ ２１０ ８９．８８ ４５３５６ ５０４６４ ４２１６ ４６８７

芬　兰 １９７ １９７ ９２．８４ ５３７３７ ５７８８３ ５７９６ ６２３５

法　国 １６３ １８３ ８８．１１ ５８１９５７ ６６０４９１ ４２１４ ４７７４

德　国 ２１３ ２１６ ９２．１８ ８０６３１２ ８７４７６２ ４６４２ ５０４０

希　腊 １７１ １７９ ９５．４３ ９６２７３ １００８８３ ４６２７ ４８５４

匈牙利 ２５２ ２６２ ９２．８７ ９８９９６ １０６５９４ ４７６４ ５１３２

冰　岛 １２９ １３１ ８５．３７ ３３５０ ３９２４ ３３５０ ３９２４

爱尔兰 １４３ １５４ ８２．５８ ４２００９ ５０８７３ ３８５２ ４６７０

意大利 ４０６ ４０６ ９２．５２ ４４５５０２ ４８１５２１ １１６３９ １２４０７

日　本 １４４ １５０ ９５．０８ １１３２２００ １１９０７６８ ４７０７ ４９５１

韩　国 １４９ １４９ ９８．８１ ５２７１７７ ５３３５０４ ５４４４ ５５０９

卢森堡 ２９ ３２ ９６．２２ ３９２３ ４０７７ ３９２３ ４０７７

墨西哥 １１０２ １１５４ ９２．２６ ９３８９０２ １０１７６６７ ２９７３４ ３２２７６

荷　兰 １５３ １７５ ８８．２５ １４４２１２ １６３４１８ ３９７９ ４４９８

新西兰 １７１ １７５ ８５．７１ ４０５９５ ４７３６３ ４４８３ ５２３３

挪　威 １８０ ２００ ８７．８６ ４１９２３ ４７７１５ ４０３９ ４５９４

波　兰 １６３ １６６ ８１．９５ ４２９９２１ ５２４５８４ ４３３８ ５２９６

葡萄牙 １５２ １５３ ８７．９２ ８４７８３ ９６４３７ ４５９０ ５１９９

斯洛伐克 ２８１ ２８４ ９１．９０ ７０２４６ ７６４４１ ７３４６ ７９９４

西班牙 ３８３ ３８３ ９０．６１ ３１２０４４ ３４４３７２ １０７９１ １１６５５

瑞　典 １８５ １８８ ９２．６１ ９８０９５ １０５９２７ ４６２４ ４９７０

瑞　士 ４４４ ４５６ ９４．７０ ８１０２６ ８５５５６ ８４１５ ８８８０

土耳其 １５９ １５９ ９６．８７ ４６６２０１ ４８１２７９ ４８５５ ５０１０

英　国 ３６１ ４５１ ７７．９２ ４１９８１０ ５３８７３７ ９２６５ １１３５２

美　国 ２６２ ３８２ ８２．７３ １７７２２７９ ２１４２２８８ ５３４２ ６５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　西 ２２８ ２２９ ９１．１９ １７７２５２２ １９４３７５１ ４４５２ ４８７１

中国香港 １４５ １５１ ９０．２０ ６２７５６ ６９５７６ ４４７８ ４９６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４４ ３４４ ９８．０９ １９３３８３９ １９７１４７６ １０７６１ １０９６０

拉脱维亚 １５７ １６４ ９３．８８ ３００４３ ３２００１ ４６２７ ４９４０

列支敦士登 １２ １２ ９８．２２ ３３２ ３３８ ３３２ ３３８

中国澳门 ３９ ３９ ９８．０２ ６６４２ ６７７５ １２５０ １２７４

俄罗斯 ２１１ ２１１ ９５．７１ ２０６１０５０ ２１５３３７３ ５９７４ ６２５３

塞尔维亚 １４９ １４９ ９１．３６ ６２６６９ ６８５９６ ４４０５ ４８２９

泰　国 １７９ １７９ ９７．８１ ６２３０９３ ６３７０７６ ５２３６ ５３３９

突尼斯 １４９ １４９ ９６．２７ １４５２５１ １５０８７５ ４７２１ ４９０２

乌拉圭 ２３９ ２４５ ９０．８３ ２９７５６ ３２７５９ ５７９７ ６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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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１１栏：加入替补学校后加权的学生参与率。由第１２栏除以第１３栏得出。英国是唯一

一个学生参与率低于规定的８０％的国家（地区），它的学生参与率为７７．９％。

■ 第１２栏：加权后的参与测评的学生数。

■ 第１３栏：加权后的学生样本数（既包括参与测评的学生数也包括在测评当天缺席的学

生数）。

■ 第１４栏：未加权的参与测评的学生数。注意，学生应答率低于５０％的学校里的学生不在

这些比例中（加权的比例和未加权的比例）。

■ 第１５栏：未加权的学生样本数（既包括参与测评的学生数也包括在测评当天缺席的学生

数）。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应答率低于５０％的学校里的学生不在这些比例中（加权的比例和

未加权的比例）。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英国的数据报告

为了确保ＰＩＳＡ生成可信的并且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数据，ＯＥＣＤ成员达成一致要有验证各国

（地区）提交的数据的程序。程序的根据是ＰＩＳＡ建立了各国（地区）必须要达到的数据库质量的

技术标准，才能报告在ＯＥＣＤ出版物上。《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里对这些标准有详细描述

（ＯＥＣＤ，即将出版）。其中的一项要求就是学校层面的初次应答率要达到８５％，学生层面要达到

８０％。应答率情况参见表Ａ３．３。

英国显著低于这些标准，在加入替补学校前加权的学校参与率是６４．３％。正如上文提到的，

技术标准里有一项经核准的程序，即那些学校层面的初次应答率没有达到６５％的国家（地区）可

以通过使用指定的替补学校来增加应答率。对英国来说，替补后学校层面的应答率要达到９６％

才行，但实际上在加入替补学校后也只达到了７７．４％，学生层面的应答率是７７．９％。

随后的偏差分析结果并未证明学校层面的成绩有任何显著的偏差，但确实表明在学生层面

存在潜在的未应答偏差。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推断认为这种未应答偏差的大小、甚至是方向都不

可能被可靠地评估出来。因此，无法确信英国的样本结果在ＰＩＳＡ要求的精确度上可靠地反映了

该国总体的情况。英国参加考试的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量表上的平均成绩分别是５０８、５０７

和５１８。就数学的分量表而言，空间与形状量表的平均分是４９６，变化与关系量表的平均分是

５１３，不确定性量表的平均分是５２０，数量量表的平均分是４９９。如果假设中等程度的偏差可以忽

略，那么英国在数学素养量表上的平均分在４９２到５２４之间，在阅读素养量表上的平均分在４９１

到５２３之间，在科学素养量表上的平均分在５０２到５３４之间（更详细的信息见《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

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由于样本的不可靠以及偏差使英国的分数无法与其他国家（地区）做可

靠的比较，同样也无法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英国的成绩做比较。

但是，国内的子群体（比如男性和女性）间的比较以及相关分析的结果还是准确的。因此，英

国的分析结果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放在其他参与国家（地区）的结果后面。在本书中没有报告

的英国其他的数据可参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以便研究者重复国际比较的结果。

所有国际平均分与汇总统计都包括了英国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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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进行了符合ＰＩＳＡ技术标准的独立抽样。有关苏格兰的分

析结果，包括抽样信息都报告在附录Ｂ２中，这与其他ＯＥＣＤ国家的结果以及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结果

有完全的可比性。

学校的界定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

在一些国家（地区），是对学校内部的分支单位取样，而不是把学校作为一个行政单位，这可

能会影响学校间的方差估计。在澳大利亚、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和日本，实施多套教学课程的学

校按这些不同的教学课程被分为几个不同的单位。在荷兰，完中被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单位。

在乌拉圭和墨西哥，采用多部制教学的学校被分成几个相应的单位。在比利时的佛兰德语区，有

多个校区的学校是按校区抽样；而在法语区，则把多校区学校作为一个大的行政单位来抽样。在

斯洛伐克，把那些既教斯洛伐克语又教匈牙利语的学校按教学的语言分成不同单位进行抽样。

每个国家（地区）对抽样单位的定义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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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４：标准误、显著性检验与子群体比较

本篇报告里的统计反映的是根据学生样本对各国（地区）成绩的估计值，而不是根据每个国

家（地区）里的每个学生回答了每个问题后的结果计算出来的数值。因此，对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程度进行测量是很重要的。ＰＩＳＡ的每个估计值都与不确定性的程度相关联，可以用标准误来表

示这种不确定性。置信区间则可以用来推断总体平均值以及由样本估计引起的不确定性的比

例。从一个观测样本的统计看，假设样本数据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就能推断出其对应的总体值落

在置信区间里的可能性为９５％，即对同一个总体用不同的样本进行１００次重复测量，其中９５次

的测量结果落在这个置信区间里。

很多情况下，读者主要感兴趣的是某个特定国家（地区）的一个特定值是否和该国（地区）或

其他国家（地区）的另一个值有差异，比如，一个国家（地区）里女生的成绩是否好于这个国家（地

区）男生的成绩。本报告的图表中用统计上显著性所标注的差异，无论其值大小，均表示假定当

对应总体值之间确实没有差异时，它们出现的可能性低于５％，类似的，如果两个测量间没有相

关，那么报告它们显著性相关的风险也在５％之内。

尽管在进行单个比较时，某个差异值被错误地判断为存在统计显著差异的概率很低（５％），

但同时进行多对比较时，犯错的概率会增加。

通过校正可以把在进行所有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时犯一次统计显著差异判断错误的概率

减少到５％以下。这种校正是基于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它已经被用于第２章和第６章多重比较的图表

里。如果读者关注的是把一个国家（地区）的成绩与所有其他国家（地区）的成绩做比较，那么就

应该用校正后的显著性检验。如果是比较一个国家（地区）和另一个国家（地区）的成绩，那就无

需校正。

读者应该注意在其他所有的表和图里，如果某次测量确实没有差异，那么在５％显著性水平

上，多次比较中错误地判断为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可能性是比较的次数乘以０．０５。举个例子，虽然

ＰＩＳＡ所应用的性别差异显著性检验能保证对每个国家（地区）而言出现判断错误的概率小于

５％，但即便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存在真正的性别差异，在３０个国家（地区）里平均也会有１．５个

国家（地区）（０．０５乘以３０）被报告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相同的情况也适用于本出版物里使

用的其他统计显著性检验，诸如相关和回归系数。

这本书中所有比较都进行了显著性检验以评估其统计上的显著性。

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０的成绩差异

对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评估间差异的解释请看附录Ａ８的注释。

性别差异

对学生成绩或者其他指标进行了性别差异的统计显著性检验。正向差异表示男生得分更

高，而负向差异表示女生得分更高。在附录Ｂ１和Ｂ２的表中，粗体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存在

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例如，附录Ｂ１里的表２．１ｃ和表３．１。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２９３　　

　
附
　
录

　
Ａ４

前１／４和后１／４学生的成绩差异

对前１／４和后１／４学生在有关ＰＩＳＡ指标上的平均成绩的差异做了统计显著性检验。粗体

的数字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前１／４和后１／４学生在该指标上的成绩存在统计上的显著

差异。

每个单位指标上的成绩变化

附录Ｂ１里的很多表格，计算了每个单位指标上的学生成绩差异。粗体数字表示在９５％的置

信水平上，差异显著不为０。

相对风险或者增加的似然性

相对风险测量了前置因素与结果因素间的联系。相对风险就是两类风险的比率，也就是当

前项出现时观察到结果的风险，以及当前项不出现时观察到结果的风险。展示１呈现了下文用

到的符号。

在一个双向表格里用到的标记

犘１１ 犘１２ 犘１．

Ｐ２１ 犘２２ 犘２．

犘．１ 犘．２ 犘．．

犘．．等同于狀．．／狀．．，狀．．表示学生总数，所以犘．．就等于１，犘ｉ．，犘．ｊ分别表示每一行和每一列

的边际概率。边际概率等同于边际次数除以学生总数。最后，犘ｉｊ表示每个单元格的概率，它等同

于一个特定单元格里的观测数除以观测总数。

ＰＩＳＡ中，行代表前置因素，第１行表示“有前项”，第２行表示“没有前项”；列表示结果因素，

第１列表示“有结果”，第２列表示“没有结果”。相对风险就等于：

犚犚＝
（犘１１／犘１．）
（犘２１／犘２．）

附录Ｂ１里的粗体数字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风险概率显著不为１。

２００３与２０００的百分比差异

在比较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样本的百分比时，使用了统计显著性检验。附录Ｂ１里的粗

体数字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百分比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在比较２００３与２０００的数据

时应该牢记，２０００年要求校长填报的是各自学校１５岁学生的情况，而在２００３年，要求校长反映

整个学校的情况。类似的是，在２０００年，要求学生反映他们上语言课的情况，而在２００３年，要求

学生反映他们上数学课的情况。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在数学成绩上的差异

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成绩差异使用了统计显著性检验。在做这项检验时，将政府依赖型

与独立型私立学校合在一起考虑。正向差异表示公立学校的分数高而负向差异表示私立学校的

分数高。附录Ｂ１里的粗体数字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分数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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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地区）学生与移民背景学生数学成绩的差异

本国（地区）学生与非本国（地区）学生的成绩差异使用了统计显著性检验。在做这项检验

时，将非本国（地区）学生与第一代移民子女学生合在一起考虑。正向差异表示本国（地区）学生

的分数高而负向差异表示非本国（地区）学生以及第一代移民子女学生的成绩高。附录Ｂ１里的

粗体数字表示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分数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效应大小

有时比较某个指标在不同群体间，比如男性和女性、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是很有益的。在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即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指标分布。一种解决方法是计

算把分布差异考虑在内的效应大小。例如，用效应大小来测量某个国家（地区）里男生和女生在

数学自我效能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相对该国（地区）男生和女生的数学自我效能得分的平均变

差而言的。

效应大小也可以对不同度量标准的测量间的差异做比较。比如，比较ＰＩＳＡ指标与ＰＩＳＡ测

试分数之间的效应大小。举个例子，表３．１６反映了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与其他几个指标上性别

差异间的比较。

依照惯例，小于０．２０的效应大小被认为是小效应，０．５０的效应大小被认为是中等效应，大于

０．８０的效应大小被认为是大效应。本报告中，只要当效应大小等于或者大于０．２０时才认为比较

存在差异，否则即便存在统计上显著的较小的差异也不被认为是存在比较差异；附录Ｂ１里的粗

体数字表示效应大小等于或者大于０．２０。在表和图里，小于０．２０但是因为四舍五入而成为０．２０

的值并未用粗体突出显示出来。

两个子群体间的效应大小的计算是：

犿１－犿２

σ
２
１＋σ

２
２

槡２

，两个子群体的平均数之差除以合并标准差，合并标准差是两个子群体的方差之

和除以２后的平方根。

分布偏度

计算了社会经济背景的分布偏度。负偏态值表示处于不利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分布在更长

的尾部而正值表示处于有利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分布在更长的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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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５：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程序在ＰＩＳＡ的各个部分都将得以实施。

为了确保ＰＩＳＡ评估工具质量的统一性和语义上的一致性，ＯＥＣＤ向各参与国（地区）提供了

评估工具的英文和法文版原始版本，并要求参与国（地区）（除了英语和法语国家（地区）外）将这

两份原始版本分别翻译成本国语言，并将两个版本的译本相统一。ＯＥＣＤ同时将提供有关精确

翻译和调整的指导，其中包括筛选和培训翻译人员的指导说明。对于每个参与国（地区）来说，评

估工具（包括测试材料、编码说明、问卷和手册）的翻译和格式在正式用于ＰＩＳＡ实地试测和正式

测试前，必须通过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任命的专家译员的校对，这些专家译员的母语一般是所校

对国家（地区）的教学语言，并且对该国的教育体制也很了解。希望了解更多ＰＩＳＡ翻译程序的信

息，可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调查的实施是有标准化程序的。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提供解释调查实施的全套手册，包括对

学校协调主任工作的准确指导，测试主任在测试进行时使用的手册。对于调查程序提出的调整

意见和对测试手册提出的修改意见可以在校对前提交给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审批。然后，ＰＩＳＡ

专业协作组织审核各国（地区）对这些手册的翻译和调整。

为了给ＰＩＳＡ建立有效且无偏差信度，并鼓励评估管理的统一性，参与国（地区）测试主任的

选择必须遵循以下标准：测试主任不能是ＰＩＳＡ考场内任何一名学生的阅读、数学或科学老师；建

议测试主任不是其负责的测试学校的教职工；测试主任最好不是ＰＩＳＡ样本学校中的教职工。参

与国家（地区）为测试主任组织了一次测试主任亲自参与的培训。

同时，要求ＰＩＳＡ参与国（地区）保证：测试主任与学校协调主任共同准备评估的实施，包括更

新学生资料表和确定剔除的学生；认知题测试不允许超时（但学生问卷是允许超时的）；在两场各

持续一小时的认知测验前是没有指导的；测试主任在学生资料表上记录下学生参与状况，并填一

张测试考场报告表格；任何认知测试指导都不得复印；学校教职员不得在评估测试开始前翻阅认

知测试指导；测试主任在测试完成后立即把材料交还该国ＰＩＳＡ中心。

如果超过１５％的ＰＩＳＡ样本无法参与原先的评估测试，ＯＥＣＤ鼓励国家（地区）项目负责人组

织一次后续测试。

来自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的国家（地区）质量监督员到访所有的国家（地区）中心，考察数据收

集程序。最后，来自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的学校质量监督员在测试期间参观１５所样本学校。要

了解有关实地操作的更多信息，可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编码步骤的设计是为了确保应用ＰＩＳＡ操作手册勾勒的编码指导的统一性和准确性。

ＯＥＣＤ要求国家（地区）项目负责人提交关于编码步骤的修改建议给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审批。

同时，要实施信度研究来分析编码的一致性，这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为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专门设计了软件以辅助数据的输入、在数据输入中发现常规错误，并辅助数据

清理。ＯＥＣＤ还提供了培训，帮助国家（地区）项目负责人熟悉这些程序。

关于ＰＩＳＡ所用的质量确保程序及其结果请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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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６：犘犐犛犃评估指导的制订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指导的制订是由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ＰＩＳＡ理事会和各国（地区）专家共同

完成的。一个国际专家团在向ＰＩＳＡ各参与国（地区）深入咨询后，领导确定各评估领域的技能和

能力范围，这些技能和能力被视为个人能否全面参与成功的现代社会并在其中作出贡献的关键。

随后，参与国家（地区）、其他对测试材料有所贡献的测试制订专家才对评估领域，即评估框

架进行描述。这个评估框架的制订包括以下步骤：

■ 制订关于评估领域的操作性界定，并描述界定背后的假设；

■ 评估各项任务的组织程序，以便向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汇报参与国家（地区）１５岁学生在每

个评估领域的成绩；

■ 确定为国际运用建构评估任务所需要重视的一系列关键特征；

■ 将测试建构中要采用的一系列关键特征操作化，其界定要基于已有文献资料和其他大规模

评估的经验。

■ 变量的有效性，评估每个变量对各参与国家（地区）理解任务难度的贡献；

■ 准备对结果的解释方案。

评估框架在科学和政策层面上得到认可，随后便可以作为评估工具制订的基础。评估框架

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框架：数学、阅读、科学和问题解决知识和技能》（ＯＥＣＤ，２００３ｅ）一书有所描

述。这些框架为参与国家（地区）在ＰＩＳＡ测量目标上达成一致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和工具。

随后要设计能反映评估框架目的的测题，在所有参与国家（地区）进行先期试测，据此确定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正式测试的最终试题。表格Ａ６．１Ａ６．３显示了ＰＩＳＡ框架各个维度中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

估试题的分布。

评估工具也同样考虑了ＯＥＣＤ国家间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多样性。为此，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

利用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和日本等国的专业试题制订小组。除了由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队伍制

订的试题外，各参与国（地区）也同时提供评估材料。专业协作组织的多国试题制订者小组根据

由ＰＩＳＡ评估框架制订的要求，确定这些上交上来的大量材料是否合适。最后的结果是，试题库

的试题选自的国家（地区）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德国、希腊、

冰岛、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美国。试测中大约有１／３的试

题是由参与国家（地区）递交上来的，正式研究中约有３７％的试题是来自参与国家（地区）。

在数学、问题解决和科学领域，试题包中包括了大约２３２个知识单元、共约５３０道试题供参与

国（地区）进行评审。在第一次评审过后，试测中包括１１５个数学知识点，２１７道试题。在这些数

学知识单元中，５３个单元的试测材料由各参与国（地区）提供，８０个单元由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制

订，１个单元选自第三届数学和科学研究（ＴＩＭＳＳ）。

然后，试题库中的每道题目都由各参与国（地区）进行评分，评分项目包括：可能存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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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或其他偏向；与在校和不在校的１５岁儿童的相关性；学生对题目的熟悉程度和兴趣水平。

参与国（地区）对试题库的第一轮评审是确定试测评估工具的组成部分。试测后将进行第二轮评

审，为正式研究的题目的最后筛选提供帮助。

试测时，所有试题在各参与国（地区）进行测试，之后试题制订员和专家组将制订为正式研究

筛选题目的考虑因素：１）试测的结果；２）各参与国（地区）的试题评审结果；３）试测编码过程中发

现的问题；试题制订者和专家组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最终选择了一套试题，在一个阶段的商榷后，这套

试题被参与国（地区）在科学性和政策考虑层面都予以接受。

表Ａ６．１

犘犐犛犃数学成绩评估框架各维度的试题分布

试题数１ 单选题数 封闭式问答题数 开放式问答题数 简答题数

数学试题按“大概念”的分布

空间与形状 ２０ ４ ４ ６ ４ ２

变化与关系 ２２ １ ２ ４ １１ ４

数量 ２３ ４ ２ ２ １ １４

不确定性 ２０ ８ ３ １ ５ ３

总计 ８５ １７ １１ １３ ２１ ２３

数学试题按能力集的分布

再现 ２６ ７ ０ ７ ３ ９

联系 ４０ ５ ９ ４ ９ １３

反思 １９ ５ ２ ２ ９ １

总计 ８５ １７ １１ １３ ２１ ２３

数学试题按情境的分布

个人的 １８ ５ ３ １ ３ ６

教育的／职业的 ２０ ２ ４ ６ ２ ６

公共的 ２９ ８ ２ ４ ８ ７

科学的 １８ ２ ２ ２ ８ ４

总计 ８５ １７ １１ １３ ２１ ２３

１．试题（ＩＤ：Ｍ４３４Ｑ０１）在随后的分析中被剔除。

表Ａ６．２

犘犐犛犃阅读成绩评估框架各维度的试题分布

试题数 单选题数 封闭式问答题数 开放式问答题数 简答题数

阅读试题按文本结构的分布

连续性文本 １８ ８ １ ０ ９ ０

非连续性文本 １０ １ ０ ４ １ ４

总计 ２８ ９ １ ４ １０ ４

阅读试题按任务类型（过程）的分布

提取信息 ７ ０ １ ３ ０ ３

解释文本 １４ ９ ０ １ ３ １

反思和评价 ７ ０ ０ ０ ７ ０

总计 ２８ ９ １ ４ １０ ４

阅读试题按文本类型的分布

图表 ２ １ ０ ０ ０ １

描述性 ３ １ １ ０ １ ０

说明性 １２ ６ ０ ０ ６ ０

填表 ３ ０ ０ １ １ １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复合式选择题数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复合式选择题数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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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６．２（续）

犘犐犛犃阅读成绩评估框架各维度的试题分布

试题数 单选题数 封闭式问答题数 开放式问答题数 简答题数

地图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叙述 ３ １ ０ ０ ２ ０

表格 ４ ０ ０ ３ ０ １

总计 ２８ ９ １ ４ １０ ４

阅读试题按情境的分布

个人的 ６ ２ ０ １ ３ ０

教育的／职业的 ７ １ ０ ２ ３ １

公共的 ８ ５ ０ ０ ２ １

科学的 ７ １ １ １ ２ ２

总计 ２８ ９ １ ４ １０ ４

　　正式研究包括５４个数学单元，８５道试题，其中２４个单元来自参与国（地区）递交的材料，２８

个单元来自于各专业协作组织，两个选自ＴＩＭＳＳ的材料。正式研究评估工具同时包括８个阅读

知识点（２８道试题）、１３个科学知识点（３５道试题），１０个问题解决知识点（１９道试题）。

表Ａ６．３

犘犐犛犃科学成绩评估框架各维度的试题分布

试题数１ 单选题数 开放式问答题数 简答题数

科学试题按科学过程的分布

过程１：描述、解释和预测科学现象 １７ ７ ３ ６ １

过程２：理解科学调查 ７ ２ ２ ３ ０

过程３：解释科学证据和结论 １１ ４ ２ ５ ０

总计 ３５ １３ ７ １４ １

科学试题按科学领域的分布

地球和环境科学 ２ ３ ２ ６ １

生活和健康科学 １２ ５ ２ ５ ０

科学技术 １１ ５ ３ ３ ０

总计 ３５ １３ ７ １４ １

科学试题按科学应用的分布２

物质的结构与特征 ６ ４ ２ ０ ０

空气变化 ３ ０ ０ ３ ０

化学与物理变化 １ ０ ０ １ ０

能量转换 ４ ０ １ ３ ０

力与运动 １ １ ０ ０ ０

形式和功能 ３ １ ０ ２ ０

生理变化 ４ １ １ ２ ０

基因控制 ２ １ １ ０ ０

生态系统 ３ ２ ０ １ ０

宇宙中的地球及其位置 ７ ３ ２ １ １

地理变化 １ ０ ０ １ ０

总计 ３５ １３ ７ １４ １

１．试题（ＩＤ：Ｓ３２７Ｑ０２）在随后的分析中被剔除。

２．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没有“人类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类别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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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机文本
复合式选择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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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机文本
复合式选择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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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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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ＳＡ评估工具中运用了五种类型的试题：

■ 开放式问答题：这些试题要求学生建构较长的回答，允许有范围广的、多样的、个性化的回

答和不同的观点。这些试题通常要求学生将刺激文本中的信息和观点与他们自己的经验

和观点相结合，其答案的接受程度不在于学生所处的立场，而在于他们在判断和解释这些

立场时利用所阅读材料的能力。对于部分正确或不太复杂的回答，经常可以有部分得分，

所有的开放式问答题都用手工编码（即评分）。

■ 封闭式问答题：这些试题要求学生在有限范围的可接受答案中自己建构答案，这类试题的

大部分是对错评分，有一些则需进行编码。

■ 简答题：与封闭式简答题一样，这些试题也要求学生提供简要的回答，但所提供的回答仍可

能是范围很大的。这些试题是手工编码的，因此可以判全对或全错，也可以有部分得分。

■ ：这些试题中，学生可以做一系列的选择，通常是选两项。学生通过对每一点

的一个词或一个词组（如“是”或“不是”）划圈来指出答案。这些试题的评分都是判为错或对。

■ 单选题：这些试题要求学生在四个可选项中选出一个答案并在上面划圈来指答案，这些回

答可以是一个数字，一个字母，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句子。这些试题的评分是判为错或对。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设计是希望在大量内容中找出群体层面的信息。ＰＩＳＡ数学评估包括需要２１０

分钟评估时间完成的题目。阅读、科学和问题解决每个评估均有６０分钟评估时间。不过，每个

学生总共进行１２０分钟的测试。

为了在有限的１２０分钟学生评估时间内涵盖广泛的期望内容，每个领域的评估都被分成不

同的试题包，组成１３份试题册。有７个３０分钟的数学试题包；阅读、科学和问题解决各有２个３０

分钟的试题包。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中，所有学生都要回答数学试题，超过半数的学生要回答阅读、科

学和问题解决方面的试题。

这些评估试题的设计是均衡的，以便使每个试题包都出现四次，每次都可能出现在一个试题

册的四个不同位置。同时，每个试题包与其他试题包都各出现一次。因此，最后的设计确保每个

代表样本对每一个试题包都有所回应。

想了解关于ＰＩＳＡ评估工具和ＰＩＳＡ评估设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

（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复合式选择题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３００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Ａ７

附录犃７：开放题编码的信度

开放性试题的编码过程是确保ＰＩＳＡ结果的质量和可比性的重要步骤。

具体的指导方针有助于建立一个在参与国（地区）间保持准确和一致的编码过程。编码指导

方针包括编码手册、编码人员的培训材料，用于培训国家（地区）编码员所用的研讨会材料。在进

行国家（地区）编码员培训前，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先组织培训，向各参与国（地区）的编码协调员

提供材料并进行培训。之后，参与国（地区）的编码协调员再负责国内编码员的培训工作。

对于每道评估试题，相关的编码手册描述了问题的目的和如何对每道题的学生回答进行编

码。描述包括根据回答的可能进行的打分类别：满分、部分得分、零分。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同时包括一个

数学和科学试题的两位数编码系统，其中第一位数字代表成绩，第二位数字代表学生解决问题的

不同策略和方法。第二个数字可产生关于各国（地区）学生策略和错误概念的概况。通过举例说

明，编码手册还包括关于学生回答的真实例子（从试测中摘出），以及他们分类的原因。

每一个ＰＩＳＡ参与国（地区）都要抽取一部分评估试题册子样本，由四位编码员分别编码，并

接受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的检查。为了更仔细地检查每个国家（地区）内类似编码过程的统一性，

并估计与编码员使用相关各方差构成量，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进行了关于评估试题册子样本编码

员间的信度研究。同质性研究运用于国家（地区）各套多重编码，并与试测的结果相比较。具体

可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对于国家（地区）间的比较水平，我们根据试题的子样本进行了国家（地区）间的信度研究。

其目标在于核实国家（地区）编码员的编码在整体和特定试题上是否在每个国家（地区）都是同样

严格。在这个过程中，先由接受过培训的、会多种语言的职员对原始试题册进行打分，然后再将

其与各参与国国家（地区）编码员的编码相比较。结果显示各国（地区）的编码非常一致。国家

（地区）间信度的“统一性”平均指标为９２％（总数是７１９４１份学生回答，由国际校对员独立打分）。

“统一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国际校对员至少与三位参与国（地区）的编码员相统一的地方，二是

国标校对员与国家（地区）编码员不统一的地方，而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测试制订者在评议了翻译

后的学生回答后判断指出，国家（地区）编码员是给了正确的评分的。只有６个国家（地区）的“统

一性”指标低于９０％（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分数最低，为８６分）。平均而言，所给得分中有

１．８％判得过于宽松，有３．１％判得过于严格。打分过于严格的最高比例（７．０％）是葡萄牙的科学

试题，打分过于宽松的最高比例（１０．０％）是印度尼西亚的科学试题。关于该过程的全面描述及

其结果，可参阅《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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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８：犘犐犛犃２０００与犘犐犛犃２００３评估结果的比较

我们直接比较了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阅读和科学报告量表。例如，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得分

值５００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里有同样的意义，即２０００年参与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２７个ＯＥＣＤ国家中抽样学生

的平均得分。

数学的情况有所不同。数学作为主要的评估领域，是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重点测试的方面，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比ＰＩＳＡ２０００的评估要复杂得多：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有四个领域，而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评估只

有其中的两个领域（空间与形状，变化与关系）。由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评估领域的拓宽，因此，不适宜

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数学成绩的量表来报告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的数学成绩。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上的评估是相互联系的。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在评估数学、阅读和科学的试题中有一些共同的试题。数学中有２０道试题在两轮

ＰＩＳＡ中都用到，阅读有２８题，科学有２５题。这些两轮ＰＩＳＡ中都用到的试题称为“锚题”。

为了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间建立共同的衡量标准，还比较了两轮评估中“锚题”的难

度。所用的程序在《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ＯＥＣＤ，即将出版）中有详细说明，对两轮评估“锚题”

的难度比较是用于得分转换，以在同一个量表上报告两轮评估的数据。转换决定于每道“锚题”

的难度变化。

由于每道试题（锚题）提供的连接信息稍有差异，因此，锚题的选样会影响估计的转换值。这

就意味着，如果锚题的选择不一样，就会使最后的转换值也会稍有不同。正如同由于学生样本使

得国家（地区）平均值不确定一样，转换值也会因锚题的抽样而不确定。

因锚题抽样带来的不确定性被称为锚题误差，在比较ＰＩＳＡ２０００和ＰＩＳＡ２００３结果时必须

考虑这个误差。正如同由学生抽样过程带来的误差一样，这个锚题误差的确定值也只能估计。

如同抽样误差一样，锚题误差值的大致范围也是通过标准误来表现的。阅读锚题误差的标准误

是３．７４，科学是３．０２，数学中“空间与形状”部分的锚题标准误是６．０１，数学中“变化与关系”部分

的锚题标准误是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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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１：各章数据表

表２．１ａ

数学／空间及形状量表各能力水平学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６．１ （０．５） １０．８ （０．６） １８．４ （０．５） ２３．０ （０．７） ２１．２ （０．７） １３．２ （０．６） ７．３ （０．５）

奥地利 ８．０ （０．７） １２．０ （０．８） １８．６ （０．８） ２１．４ （０．７） １９．１ （０．９） １２．３ （０．９） ８．５ （０．７）

比利时 ６．６ （０．５） １０．４ （０．５） １６．７ （０．５） ２０．３ （０．７） ２０．０ （０．９） １５．７ （０．８） １０．２ （０．５）

加拿大 ４．７ （０．４） １０．７ （０．６） ２０．４ （０．６） ２５．０ （０．５） ２１．４ （０．５） １２．１ （０．５） ５．６ （０．４）

捷克 ８．１ （０．９） １０．６ （０．７） １７．０ （０．７） １９．３ （０．７） １８．９ （０．８） １４．４ （０．８） １１．７ （０．８）

丹麦 ７．１ （０．６） １１．２ （０．７） １９．５ （０．７） ２３．８ （０．８） ２０．０ （０．７） １２．５ （０．７） ５．９ （０．５）

芬兰 ２．５ （０．３） ７．３ （０．５） １７．０ （０．７） ２５．５ （０．８） ２４．６ （０．８） １５．２ （０．６） ７．９ （０．６）

法国 ７．７ （０．８） １２．０ （０．７） １９．６ （０．９） ２３．４ （１．１） ２０．０ （０．８） １２．０ （０．８） ５．１ （０．５）

德国 １１．１ （０．８） １３．３ （１．０） １８．６ （０．９） ２１．２ （０．９） １８．４ （０．８） １１．４ （０．７） ６．０ （０．４）

希腊 ２１．３ （１．２） ２１．７ （１．０） ２４．４ （１．０） １８．７ （０．９） ９．６ （０．７） ３．６ （０．５） ０．８ （０．３）

匈牙利 １３．１ （１．０） １７．３ （０．８） ２１．８ （０．８） ２０．５ （０．７） １４．８ （０．９） ８．０ （０．７） ４．５ （０．６）

冰岛 ６．５ （０．６） １２．１ （０．７） ２１．６ （０．８） ２６．０ （１．１） ２０．５ （０．８） １０．０ （０．６） ３．３ （０．４）

爱尔兰 １０．７ （０．８） １６．９ （１．１） ２５．４ （０．９） ２３．０ （１．０） １５．４ （０．８） ６．８ （０．６） １．８ （０．２）

意大利 １５．１ （１．０） １６．８ （０．９） ２２．０ （０．７） ２１．１ （０．７） １４．５ （０．６） ７．２ （０．５） ３．３ （０．３）

日本 ４．２ （０．７） ７．４ （０．８） １３．９ （０．７） ２０．０ （０．８） ２１．９ （１．０） １８．２ （０．９） １４．３ （１．２）

韩国 ４．８ （０．５） ８．４ （０．６） １４．７ （０．９） １９．７ （０．９） １９．９ （１．０） １６．５ （０．８） １６．０ （１．３）

卢森堡 ９．５ （０．５） １５．６ （０．６） ２３．０ （０．９） ２２．６ （１．１） １７．１ （０．７） ８．５ （０．８） ３．６ （０．４）

墨西哥 ３９．１ （１．６） ２７．８ （０．８） ２０．６ （０．９） ９．４ （０．７） ２．５ （０．４） ０．５ （０．１） ０．０ （０．０）

荷兰 ３．７ （０．７） １０．１ （０．８） １８．６ （１．１） ２４．９ （１．２） ２１．９ （１．１） １４．６ （０．８） ６．２ （０．６）

新西兰 ５．８ （０．５） １０．８ （０．７） １８．１ （０．８） ２１．８ （０．８） ２０．７ （０．９） １４．４ （０．７） ８．５ （０．５）

挪威 １１．５ （０．６） １６．１ （０．６） ２２．２ （０．９） ２２．３ （０．８） １６．４ （０．７） ８．２ （０．５） ３．３ （０．３）

波兰 １０．７ （０．８） １４．９ （０．７） ２２．０ （０．９） ２２．１ （０．９） １６．４ （０．７） ８．８ （０．５） ５．０ （０．５）

葡萄牙 １６．４ （１．４） ２１．５ （０．８） ２６．０ （１．０） ２０．２ （１．０） １０．９ （０．７） ４．１ （０．４） ０．９ （０．２）

斯洛伐克 １０．２ （０．９） １３．４ （０．８） １９．０ （０．８） ２０．２ （０．８） １７．４ （０．８） １１．６ （０．７） ８．２ （０．７）

西班牙 １０．１ （０．８） １６．７ （０．８） ２５．５ （０．８） ２４．７ （０．８） １５．３ （０．８） ６．０ （０．５） １．６ （０．３）

瑞典 ７．９ （０．６） １３．４ （０．６） ２２．１ （０．８） ２４．２ （１．０） １８．２ （０．８） １０．０ （０．６） ４．２ （０．４）

瑞士 ５．４ （０．５） ８．６ （０．５） １５．７ （０．８） ２１．４ （０．９） ２１．４ （０．９） １５．９ （０．７） １１．７ （１．１）

土耳其 ２８．６ （１．９） ２６．０ （１．２） ２２．３ （１．２） １２．７ （１．１） ５．８ （１．０） ２．５ （０．７） ２．１ （０．９）

美国 １２．１ （０．８） １８．２ （１．１） ２４．７ （１．１） ２２．０ （０．９） １４．２ （０．７） ６．５ （０．５） ２．３ （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８ （０．３） １５．７ （０．３） ２０．８ （０．３） ２０．５ （０．３） １５．６ （０．２） ９．３ （０．２） ５．２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０．６ （０．２） １４．２ （０．２） ２０．４ （０．１） ２１．５ （０．２） １７．２ （０．１） １０．４ （０．１） ５．８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４．８ （１．７） ２２．７ （１．１） １３．６ （０．９） ６．２ （０．８） ２．０ （０．４） ０．６ （０．２） ０．１ （０．１）

中国香港 ４．１ （０．７） ７．０ （０．９） １３．２ （１．２） １８．７ （０．９） ２１．５ （１．１） １９．９ （０．９） １５．６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４９．７ （１．７） ２５．９ （１．２） １５．５ （１．０） ６．６ （０．７） １．８ （０．４）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０）

拉脱维亚 １０．７ （０．９） １５．１ （１．０） ２２．４ （０．９） ２３．３ （１．１） １６．８ （０．９） ８．２ （０．７） ３．５ （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５．７ （１．４） ８．１ （１．７） １４．９ （２．８） ２１．５ （３．５） ２３．２ （４．２） １６．５ （２．６） １０．１ （１．８）

中国澳门 ４．０ （０．７） ９．８ （１．５） １７．６ （２．０） ２４．５ （２．０） ２３．２ （１．７） １３．７ （１．３） ７．２ （０．９）

俄罗斯 １４．９ （１．０） １６．５ （０．８） ２１．９ （０．９） ２０．４ （０．８） １４．２ （０．９） ７．７ （０．７） ４．３ （０．６）

塞尔维亚 ２１．８ （１．３） ２４．４ （１．０） ２４．５ （０．８） １６．９ （１．０） ８．６ （０．９） ２．８ （０．５） ０．９ （０．２）

泰国 ２３．４ （１．２） ２６．８ （０．９） ２４．７ （１．１） １５．４ （０．９） ７．０ （０．６） ２．２ （０．４） ０．５ （０．２）

突尼斯 ４９．７ （１．３） ２６．０ （１．１） １５．５ （０．７） ６．３ （０．５） ２．１ （０．４） ０．５ （０．１）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９．３ （１．２） ２３．３ （０．９） ２２．９ （０．９） １５．２ （０．８） ６．７ （０．５） ２．２ （０．４） ０．４ （０．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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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ｂ

数学／空间及形状量表各能力水平上男女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男—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８ （０．７） １０．５ （０．８） １７．４ （０．８） ２２．０ （１．１） ２１．４ （１．０） １３．８ （１．０） ９．０ （０．９）
奥地利 ７．６ （０．８） １１．４ （０．８） １７．１ （１．０） ２０．５ （１．２） １８．８ （１．３） １３．８ （１．４） １０．７ （１．１）
比利时 ６．３ （０．７） ９．８ （０．７） １５．４ （０．８） １９．４ （１．０） １９．７ （１．２） １６．８ （１．１） １２．６ （０．８）
加拿大 ４．４ （０．４） ９．４ （０．５） １７．８ （１．０） ２２．９ （０．９） ２２．７ （０．９） １４．９ （０．７） ７．８ （０．７）
捷克 ６．１ （０．８） ９．６ （１．０） １５．６ （１．１） １８．９ （０．９） １９．３ （１．０） １６．０ （０．９） １４．５ （１．２）
丹麦 ６．０ （０．７） １０．１ （０．９） １８．２ （１．２） ２４．１ （１．５） ２１．２ （１．３） １３．６ （１．１） ６．８ （０．７）
芬兰 ２．８ （０．５） ７．６ （０．６） １６．３ （０．８） ２４．９ （１．３） ２４．３ （０．９） １５．４ （０．７） ８．８ （０．９）
法国 ７．６ （１．１） １０．７ （１．０） １７．７ （１．０） ２２．７ （１．３） ２０．４ （１．２） １４．０ （１．２） ６．８ （０．９）
德国 １０．６ （１．０） １３．２ （１．２） １７．２ （１．０） ２０．８ （１．５） １８．５ （１．１） １２．７ （１．０） ７．０ （０．７）
希腊 １９．５ （１．４） １９．８ （１．４） ２３．３ （１．４） １９．９ （１．５） １１．５ （１．３） ４．６ （０．８） １．３ （０．５）
匈牙利 １１．７ （１．０） １６．４ （１．２） ２１．４ （１．４） ２０．８ （１．５） １５．５ （１．５） ８．７ （１．０） ５．５ （０．８）
冰岛 ８．３ （１．０） １３．２ （１．１） ２１．５ （１．５） ２５．４ （１．４） １９．０ （１．１） ９．３ （０．８） ３．３ （０．６）
爱尔兰 ８．６ （０．９） １４．８ （１．３） ２４．４ （１．１） ２４．０ （１．２） １７．５ （１．１） ８．３ （１．０） ２．５ （０．４）
意大利 １４．３ （１．４） １５．８ （１．２） ２０．２ （１．１） ２０．８ （１．０） １５．６ （０．９） ８．７ （０．８） ４．７ （０．４）
日本 ４．５ （０．８） ７．８ （０．９） １３．８ （１．０） １８．３ （１．２） ２０．４ （１．５） １８．０ （１．２） １７．３ （２．０）
韩国 ４．３ （０．７） ７．４ （０．８） １３．３ （１．３） １８．２ （１．０） ２０．４ （１．０） １７．８ （１．３） １８．６ （１．６）
卢森堡 ７．８ （０．７） １４．３ （１．０） ２０．４ （１．２） ２２．２ （１．６） １９．４ （１．２） １０．７ （１．２） ５．３ （０．７）
墨西哥 ３６．１ （２．０） ２７．１ （１．４） ２１．５ （１．３） １１．４ （１．０） ３．３ （０．６） ０．６ （０．２） ０．１ （０．０）
荷兰 ３．３ （０．８） ９．６ （１．２） １７．８ （１．２） ２５．５ （１．６） ２２．２ （１．６） １４．８ （１．２） ６．９ （０．７）
新西兰 ５．４ （０．５） １０．２ （０．８） １６．８ （１．１） ２０．４ （０．９） ２１．０ （１．４） １５．７ （１．１） １０．６ （０．７）
挪威 １１．４ （０．９） １５．６ （０．９） ２１．９ （１．１） ２１．５ （１．０） １６．７ （０．９） ８．８ （０．７） ４．２ （０．６）
波兰 １０．７ （１．２） １４．０ （１．０） ２０．３ （１．３） ２１．９ （１．１） １６．８ （１．２） １０．０ （０．８） ６．５ （０．８）
葡萄牙 １５．９ （１．８） １９．３ （１．０） ２４．５ （１．４） ２０．８ （１．４） １２．８ （１．１） ５．５ （０．７） １．２ （０．３）
斯洛伐克 ８．３ （０．９） １１．３ （１．０） １７．４ （１．３） ２０．１ （０．９） １８．５ （１．０） １３．４ （１．１） １１．１ （１．０）
西班牙 ９．５ （０．９） １５．０ （１．０） ２３．６ （１．４） ２４．６ （１．２） １７．２ （１．１） ８．０ （０．７） ２．２ （０．５）
瑞典 ７．５ （０．８） １２．５ （１．０） ２１．４ （１．３） ２４．４ （１．４） １８．７ （１．３） １０．４ （０．８） ５．２ （０．６）
瑞士 ４．５ （０．５） ７．５ （０．９） １４．３ （１．２） ２０．６ （１．３） ２１．４ （１．５） １７．１ （１．２） １４．６ （１．６）
土耳其 ２７．８ （２．３） ２４．１ （１．４） ２２．３ （１．５） １３．７ （１．４） ６．６ （１．２） ２．９ （０．８） ２．６ （１．２）
美国 １１．２ （１．０） １６．９ （１．１） ２４．２ （１．５） ２２．１ （１．３） １４．７ （１．０） ７．８ （０．７） ３．２ （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０ （０．４） １４．８ （０．４） ２０．０ （０．５） ２０．３ （０．４） １６．０ （０．３） １０．３ （０．２） ６．６ （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９．８ （０．２） １３．２ （０．２） １９．２ （０．２） ２１．２ （０．２） １７．８ （０．２） １１．５ （０．１） ７．３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２．３ （２．１） ２２．１ （１．２） １４．４ （１．３） ７．３ （１．３） ２．７ （０．６） １．０ （０．３） ０．３ （０．２）
中国香港 ５．０ （１．０） ６．９ （１．１） １２．６ （１．４） １８．０ （１．１） ２０．１ （１．４） ２０．０ （１．３） １７．４ （１．６）
印度尼西亚 ４５．７ （２．０） ２７．２ （１．９） １７．２ （１．３） ７．２ （０．７） ２．１ （０．４） 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１０．６ （１．４） １３．７ （１．２） ２１．５ （１．６） ２２．９ （１．７） １７．１ （１．３） ９．５ （１．１） ４．８ （０．８）
列支敦士登 ５．８ （１．８） ４．５ （２．０） １２．１ （３．４） ２１．１ （３．２） ２２．６ （４．６） １９．２ （４．８） １４．７ （２．９）
中国澳门 ３．４ （１．０） ９．５ （１．９） １５．５ （１．９） ２１．４ （２．６） ２４．２ （２．３） １６．５ （１．９） ９．５ （１．７）
俄罗斯 １３．４ （１．３） １５．３ （１．０） ２１．０ （１．１） ２０．６ （１．２） １４．９ （１．１） ９．１ （１．１） ５．７ （０．８）
塞尔维亚 ２２．４ （１．５） ２４．６ （１．３） ２２．４ （１．１） １６．５ （１．１） ９．３ （１．１） ３．５ （０．７） １．３ （０．３）
泰国 ２３．５ （１．７） ２５．６ （１．７） ２４．０ （１．５） １５．９ （１．４） ７．７ （０．９） ２．６ （０．５） ０．６ （０．３）
突尼斯 ４６．０ （１．５） ２７．０ （１．３） １６．６ （１．０） ７．２ （０．７） ２．６ （０．５） ０．７ （０．２）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６．１ （１．３） ２２．６ （１．５） ２３．０ （１．９） １６．８ （１．２） ８．０ （０．８） ２．９ （０．６） ０．８ （０．３）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女—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６．４ （０．７） １１．０ （０．７） １９．４ （０．９） ２４．１ （１．０） ２０．９ （１．１） １２．６ （０．７） ５．６ （０．５）
奥地利 ８．４ （１．２） １２．７ （１．４） ２０．１ （１．２） ２２．４ （１．１） １９．３ （１．１） １０．９ （１．２） ６．３ （０．９）
比利时 ６．９ （０．８） １１．１ （０．７） １８．２ （０．８） ２１．４ （０．９） ２０．３ （１．０） １４．４ （０．９） ７．６ （０．６）
加拿大 ４．９ （０．４） １１．１ （０．８） ２１．８ （０．９） ２６．７ （０．７） ２０．９ （０．７） １０．３ （０．５） ４．２ （０．４）
捷克 １０．１ （１．３） １１．７ （１．１） １８．５ （１．０） １９．７ （１．１） １８．５ （１．６） １２．７ （１．２） ８．８ （０．８）
丹麦 ８．２ （１．０） １２．３ （０．９） ２０．７ （１．５） ２３．４ （１．３） １８．８ （１．２） １１．５ （０．８） ５．０ （０．６）
芬兰 ２．２ （０．４） ６．９ （０．６） １７．８ （０．９） ２６．１ （０．９） ２４．９ （１．１） １４．９ （０．９） ７．１ （０．６）
法国 ７．９ （０．９） １３．２ （１．０） ２１．４ （１．２） ２４．１ （１．４） １９．６ （１．１） １０．３ （０．９） ３．６ （０．５）
德国 １１．３ （１．０） １３．４ （１．１） ２０．１ （１．２） ２１．８ （１．１） １８．３ （１．２） １０．２ （１．０） ５．０ （０．５）
希腊 ２２．９ （１．４） ２３．３ （１．４） ２５．４ （１．３） １７．５ （１．３） ７．８ （０．９） ２．６ （０．５） ０．４ （０．１）
匈牙利 １４．６ （１．３） １８．２ （１．１） ２２．２ （１．６） ２０．２ （１．５） １４．１ （１．０） ７．３ （０．９） ３．５ （０．５）
冰岛 ４．６ （０．６） １０．８ （１．４） ２１．７ （１．４） ２６．７ （１．４） ２２．１ （１．１） １０．７ （０．９） ３．４ （０．５）
爱尔兰 １３．０ （１．２） １９．０ （１．５） ２６．４ （１．４） ２２．１ （１．４） １３．３ （１．２） ５．２ （０．８） １．１ （０．３）
意大利 １５．８ （１．４） １７．８ （１．２） ２３．７ （１．１） ２１．３ （０．９） １３．６ （０．９） ５．８ （０．７） １．９ （０．３）
日本 ３．９ （０．９） ７．１ （１．０） １４．１ （１．１） ２１．７ （１．２） ２３．２ （１．１） １８．５ （１．２） １１．５ （０．９）
韩国 ５．５ （０．８） ９．７ （１．１） １６．８ （１．３） ２２．０ （１．３） １９．２ （１．５） １４．７ （１．２） １２．２ （１．６）
卢森堡 １１．２ （０．７） １７．０ （１．２） ２５．６ （１．１） ２３．０ （１．３） １４．８ （１．１） ６．４ （０．８） ２．０ （０．４）
墨西哥 ４１．９ （１．８） ２８．５ （１．３） １９．８ （１．３） ７．６ （０．９） １．８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０ （０．０）
荷兰 ４．２ （０．９） １０．７ （１．１） １９．４ （１．４） ２４．４ （２．１） ２１．７ （１．８） １４．３ （１．１） ５．５ （０．６）
新西兰 ６．２ （０．８） １１．４ （１．０） １９．５ （１．２） ２３．１ （１．１） ２０．３ （１．１） １３．１ （０．９） ６．３ （０．６）
挪威 １１．６ （１．０） １６．６ （１．１） ２２．６ （１．６） ２３．１ （１．１） １６．１ （１．１） ７．５ （０．７） ２．４ （０．５）
波兰 １０．７ （０．９） １５．９ （０．９） ２３．７ （１．４） ２２．４ （１．１） １６．１ （１．１） ７．７ （０．７） ３．５ （０．５）
葡萄牙 １６．９ （１．４） ２３．５ （１．２） ２７．４ （１．２） １９．７ （１．０） ９．１ （０．９） ２．８ （０．４） ０．７ （０．３）
斯洛伐克 １２．１ （１．１） １５．６ （０．９） ２０．７ （０．９） ２０．４ （１．３） １６．３ （１．１） ９．８ （０．８） ５．２ （０．６）
西班牙 １０．７ （０．８） １８．４ （１．０） ２７．３ （１．１） ２４．９ （１．０） １３．５ （０．９） ４．２ （０．５） １．１ （０．３）
瑞典 ８．３ （１．０） １４．４ （０．９） ２２．７ （１．２） ２４．１ （１．４） １７．８ （１．２） ９．５ （０．７） ３．２ （０．６）
瑞士 ６．４ （０．８） ９．７ （０．９） １７．２ （１．５） ２２．２ （１．１） ２１．４ （１．１） １４．６ （１．２） ８．６ （１．０）
土耳其 ２９．５ （２．２） ２８．３ （１．７） ２２．２ （１．７） １１．６ （１．３） ４．９ （１．１） ２．１ （０．７） １．５ （０．７）
美国 １３．１ （１．０） １９．６ （１．３） ２５．２ （１．４） ２１．９ （１．６） １３．６ （０．８） ５．２ （０．８） １．４ （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３．６ （０．４） １６．７ （０．４） ２１．６ （０．３） ２０．７ （０．４） １５．２ （０．３） ８．３ （０．３） ３．９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１．３ （０．２） １５．２ （０．２） ２１．５ （０．３） ２１．８ （０．２） １６．６ （０．２） ９．３ （０．２） ４．３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７．０ （１．９） ２３．１ （１．７） １２．９ （１．３） ５．３ （０．７） １．３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０
中国香港 ３．２ （０．６） ７．１ （１．１） １３．７ （１．５） １９．５ （１．３） ２２．９ （１．６） １９．８ （１．５） １３．８ （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５３．７ （２．０） ２４．６ （１．２） １３．９ （１．２） ５．９ （０．９） １．６ （０．５） ０．３ （０．１） ０．０ （０．０）
拉脱维亚 １０．９ （１．０） １６．３ （１．５） ２３．３ （１．２） ２３．８ （１．７） １６．４ （１．１） ７．０ （０．９） ２．３ （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５．６ （２．４） １１．８ （３．５） １７．９ （４．２） ２１．９ （６．８） ２３．８ （５．４） １３．６ （３．４） ５．３ （２．１）
中国澳门 ４．６ （１．０） １０．０ （２．２） １９．６ （３．１） ２７．５ （２．９） ２２．１ （２．３） １１．０ （１．５） ５．１ （１．５）
俄罗斯 １６．４ （１．２） １７．７ （１．１） ２２．９ （１．３） ２０．３ （１．０） １３．５ （１．０） ６．４ （０．８） ２．９ （０．７）
塞尔维亚 ２１．３ （１．８） ２４．２ （１．４） ２６．６ （１．１） １７．４ （１．３） ７．９ （１．０） ２．２ （０．６） ０．６ （０．２）
泰国 ２３．２ （１．４） ２７．７ （１．３） ２５．４ （１．３） １５．０ （１．２） ６．４ （０．９） １．９ （０．５） ０．４ （０．２）
突尼斯 ５３．２ （１．７） ２５．０ （１．６） １４．４ （１．１） ５．５ （０．８） １．６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０ ｃ
乌拉圭 ３２．４ （１．５） ２３．９ （１．２） ２２．９ （１．３） １３．６ （１．０） ５．５ （０．７） １．５ （０．４） ０．１ （０．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０６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２．１ｃ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数学／空间及形状量表学生成绩的平均数，变异量和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性别差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１ （２．３） １０４ （１．７） ５２６ （３．２） ５１５ （２．９） １２ （３．９）
奥地利 ５１５ （３．５） １１２ （１．７） ５２５ （４．４） ５０６ （４．３） １９ （５．２）
比利时 ５３０ （２．３） １１１ （１．４） ５３８ （３．２） ５２０ （３．３） １８ （４．６）
加拿大 ５１８ （１．８） ９５ （０．９） ５３０ （２．１） ５１１ （２．２） ２０ （２．５）
捷克 ５２７ （４．１） １１９ （２．３） ５４２ （４．８） ５１２ （５．１） ３０ （５．７）
丹麦 ５１２ （２．８） １０３ （１．６） ５２１ （３．４） ５０４ （３．３） １６ （３．７）
芬兰 ５３９ （２．０） ９２ （１．２） ５４０ （２．６） ５３８ （２．４） ２ （３．０）
法国 ５０８ （３．０） １０２ （２．０） ５１７ （４．３） ４９９ （３．２） １８ （４．７）
德国 ５００ （３．３） １１２ （１．９） ５０６ （４．０） ４９４ （４．０） １１ （４．７）
希腊 ４３７ （３．８） １００ （１．６） ４４７ （４．７） ４２８ （３．８） １９ （４．０）
匈牙利 ４７９ （３．３） １０９ （２．２） ４８６ （３．８） ４７１ （３．９） １５ （４．０）
冰岛 ５０４ （１．５） ９４ （１．５） ４９６ （２．４） ５１１ （２．３） －１５ （３．７）
爱尔兰 ４７６ （２．４） ９４ （１．５） ４８９ （３．０） ４６３ （３．４） ２５ （４．３）
意大利 ４７０ （３．１） １０９ （１．８） ４８０ （４．７） ４６２ （４．１） １８ （６．３）
日本 ５５３ （４．３） １１０ （２．９） ５５８ （６．３） ５４９ （４．２） ９ （６．３）
韩国 ５５２ （３．８） １１７ （２．５） ５６３ （５．１） ５３６ （６．２） ２７ （８．０）
卢森堡 ４８８ （１．４） １００ （１．２） ５０３ （２．２） ４７４ （２．０） ２８ （３．３）
墨西哥 ３８２ （３．２） ８７ （１．４） ３９０ （４．１） ３７４ （３．５） １６ （３．８）
荷兰 ５２６ （２．９） ９４ （２．３） ５３０ （３．７） ５２２ （３．４） ８ （４．３）
新西兰 ５２５ （２．３） １０６ （１．３） ５３４ （２．７） ５１６ （３．３） １８ （３．９）
挪威 ４８３ （２．５） １０３ （１．３） ４８６ （３．１） ４７９ （３．５） ７ （４．３）
波兰 ４９０ （２．７） １０７ （１．９） ４９７ （３．２） ４８４ （３．３） １３ （３．７）
葡萄牙 ４５０ （３．４） ９３ （１．７） ４５８ （４．２） ４４３ （３．５） １５ （３．５）
斯洛伐克 ５０５ （４．０） １１７ （２．３） ５２２ （４．７） ４８７ （４．１） ３５ （４．５）
西班牙 ４７６ （２．６） ９２ （１．４） ４８６ （３．５） ４６７ （２．４） １８ （３．０）
瑞典 ４９８ （２．６） １００ （１．７） ５０３ （３．０） ４９３ （３．２） １０ （３．５）
瑞士 ５４０ （３．５） １１０ （２．１） ５５２ （５．３） ５２６ （３．７） ２５ （５．６）
土耳其 ４１７ （６．３） １０２ （５．１） ４２３ （７．６） ４１１ （６．２） １２ （６．０）
美国 ４７２ （２．８） ９７ （１．４） ４８０ （３．３） ４６４ （３．１） １５ （３．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６ （１．０） １１２ （０．７） ４９４ （１．４） ４７８ （１．３） １６ （１．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６ （０．６） １１０ （０．４） ５０５ （０．８） ４８８ （０．８） １７ （０．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０ （４．１） ９６ （２．３） ３５８ （５．２） ３４３ （４．０） １５ （４．１）
中国香港 ５５８ （４．８） １１１ （２．９） ５６０ （６．８） ５５６ （５．０） ４ （６．８）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１ （３．７） ８８ （１．９） ３６９ （３．７） ３５３ （４．２） １６ （２．９）
拉脱维亚 ４８６ （４．０） １０２ （１．７） ４９４ （５．２） ４８０ （３．９） １４ （４．２）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８ （４．６） １０７ （４．３） ５５７ （７．９） ５１８ （７．１） ３９ （１２．１）
中国澳门 ５２８ （３．３） ９７ （３．３） ５４０ （５．１） ５１７ （４．３） ２３ （６．８）
俄罗斯 ４７４ （４．７） １１２ （２．０） ４８５ （５．８） ４６４ （５．０） ２１ （５．０）
塞尔维亚 ４３２ （３．９） ９６ （１．８） ４３４ （４．３） ４３１ （４．９） ３ （４．９）
泰国 ４２４ （３．３） ９０ （１．８） ４２６ （４．３） ４２２ （３．８） ５ （４．７）
突尼斯 ３５９ （２．６） ９２ （１．７） ３６７ （２．８） ３５１ （３．２） １６ （３．０）
乌拉圭 ４１２ （３．０） １０１ （１．７） ４２３ （３．６） ４０２ （３．４） ２１ （３．６）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百分位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４７ （４．７） ３８５ （３．８） ４５０ （３．３） ５９２ （２．６） ６５３ （３．１） ６８７ （３．８）
奥地利 ３３４ （５．５） ３７１ （５．６） ４３８ （４．４） ５９２ （３．８） ６６１ （５．０） ６９８ （６．８）
比利时 ３４２ （４．９） ３８２ （４．２） ４５３ （３．４） ６１０ （３．１） ６７０ （２．５） ７０４ （２．４）
加拿大 ３６１ （３．５） ３９５ （２．６） ４５３ （２．０） ５８３ （２．４） ６４０ （２．７） ６７４ （２．８）
捷克 ３３０ （７．４） ３７３ （６．９） ４４５ （４．７） ６１１ （４．８） ６８１ （５．２） ７２１ （５．１）
丹麦 ３３９ （６．５） ３８０ （５．５） ４４４ （３．９） ５８４ （３．３） ６４４ （３．９） ６７７ （４．２）
芬兰 ３８６ （４．１） ４２１ （３．０） ４７７ （２．４） ６０２ （２．４） ６５８ （３．５） ６９０ （３．６）
法国 ３３３ （７．６） ３７４ （５．８） ４３９ （３．９） ５７９ （３．４） ６３８ （４．３） ６７０ （５．１）
德国 ３１０ （５．３） ３５０ （４．７） ４２２ （５．０） ５７９ （４．０） ６４１ （４．４） ６７９ （４．９）
希腊 ２７３ （５．１） ３１０ （４．４） ３７１ （４．４） ５０５ （４．３） ５６５ （５．１） ６０１ （６．３）
匈牙利 ３０４ （５．８） ３４１ （５．０） ４０４ （３．７） ５５４ （４．２） ６２３ （６．４） ６６５ （６．２）
冰岛 ３４４ （５．１） ３８０ （３．５） ４４１ （２．６） ５６９ （２．３） ６２２ （３．０） ６５４ （３．７）
爱尔兰 ３２４ （４．４） ３５４ （３．６） ４１２ （３．３） ５４２ （２．９） ５９９ （４．５） ６３２ （４．２）
意大利 ２８７ （６．２） ３２９ （５．９） ３９８ （４．３） ５４５ （３．３） ６１０ （３．４） ６４８ （４．３）
日本 ３６６ （６．７） ４１０ （６．８） ４８０ （５．１） ６２９ （４．８） ６９０ （６．０） ７２６ （７．６）
韩国 ３６０ （５．６） ４０１ （５．１） ４７２ （４．３） ６３４ （５．１） ７０１ （６．９） ７４２ （７．９）
卢森堡 ３２３ （４．１） ３６０ （２．９） ４２０ （２．０） ５５７ （１．９） ６１８ （３．２） ６５３ （４．０）
墨西哥 ２４０ （６．４） ２６９ （５．１） ３２２ （３．８） ４４１ （３．６） ４９４ （４．３） ５２５ （４．６）
荷兰 ３７０ （５．９） ４０３ （５．５） ４６１ （４．９） ５９３ （３．５） ６４８ （３．５） ６７８ （４．６）
新西兰 ３５０ （５．１） ３８８ （４．３） ４５１ （３．３） ６００ （２．５） ６６０ （３．０） ６９５ （４．０）
挪威 ３１２ （４．５） ３５０ （４．０） ４１２ （２．９） ５５４ （３．５） ６１５ （３．９） ６５２ （３．７）
波兰 ３１８ （５．０） ３５５ （４．２） ４１８ （３．５） ５６２ （３．４） ６２８ （３．９） ６６９ （５．６）
葡萄牙 ２９８ （５．７） ３３１ （５．１） ３８７ （４．７） ５１３ （３．６） ５７２ （４．１） ６０７ （４．２）
斯洛伐克 ３１５ （６．４） ３５６ （６．２） ４２５ （５．５） ５８７ （４．２） ６５７ （４．４） ６９６ （５．８）
西班牙 ３２４ （４．４） ３５８ （４．０） ４１５ （３．０） ５３９ （３．２） ５９５ （３．５） ６２６ （４．８）
瑞典 ３３４ （５．０） ３７１ （４．０） ４３２ （３．５） ５６６ （３．３） ６２７ （３．８） ６６１ （４．３）
瑞士 ３５３ （５．８） ３９７ （５．６） ４６７ （３．９） ６１６ （４．６） ６７８ （５．７） ７１４ （６．０）
土耳其 ２６６ （６．０） ２９７ （５．３） ３４９ （４．７） ４７６ （８．０） ５４８ （１４．０） ６０１ （２２．５）
美国 ３１５ （４．８） ３４７ （４．２） ４０４ （３．６） ５３８ （３．４） ６０１ （３．６） ６３７ （４．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０４ （２．０） ３４２ （１．６） ４０８ （１．４） ５６３ （１．３） ６３２ （１．３） ６７２ （１．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１５ （１．４） ３５４ （１．２） ４２１ （０．９） ５７２ （０．７） ６３９ （０．８） ６７７ （１．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９８ （５．５） ２２９ （４．９） ２８４ （４．５） ４１２ （５．３） ４７５ （６．８） ５１３ （９．２）
中国香港 ３６７ （７．３） ４１２ （９．６） ４８５ （７．４） ６３８ （３．６） ６９７ （４．６） ７２９ （４．８）
印度尼西亚 ２１９ （５．０） ２５１ （４．２） ３０１ （３．９） ４１８ （５．１） ４７６ （６．１） ５１０ （６．６）
拉脱维亚 ３１８ （６．７） ３５３ （５．０） ４１８ （４．６） ５５５ （４．４） ６１６ （５．６） ６５２ （６．３）
列支敦士登 ３５４ （１６．１） ３９４ （１１．４） ４６９ （１０．５） ６１３ （９．２） ６６９ （１２．６） ７０６ （１４．３）
中国澳门 ３６８ （９．５） ４０２ （１０．１） ４６３ （６．４） ５９５ （４．７） ６５２ （７．２） ６８７ （８．７）
俄罗斯 ２８９ （６．０） ３３２ （５．５） ３９９ （４．９） ５４９ （５．９） ６２０ （６．６） ６６１ （７．５）
塞尔维亚 ２８０ （４．４） ３１２ （３．７） ３６８ （４．３） ４９５ （４．７） ５５７ （６．４） ５９３ （６．０）
泰国 ２８３ （４．８） ３１１ （３．７） ３６２ （３．３） ４８３ （４．１） ５４３ （５．３） ５８０ （６．８）
突尼斯 ２０８ （４．０） ２４２ （３．６） ２９８ （２．７） ４１８ （３．２） ４７６ （４．８） ５１３ （６．４）
乌拉圭 ２４５ （３．７） ２７９ （４．５） ３４３ （４．２） ４８１ （３．６） ５４１ （４．２） ５７６ （６．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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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犐犛犃２０００数学／空间及形状测试学生成绩的平均数，变异量和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性别差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０ （３．１） １０１ （２．０） ５２３ （４．１） ５１６ （４．７） ８ （６．１）
奥地利 ５１０ （２．８） １０６ （１．７） ５１９ （４．２） ５０３ （４．４） １６ （６．５）
比利时 ５０２ （３．１） １０４ （１．７） ５０５ （３．８） ５００ （４．０） ４ （４．９）
加拿大 ５１５ （１．５） ９９ （１．６） ５２０ （２．１） ５１２ （１．７） ８ （２．５）
捷克 ５１０ （３．５） １２３ （２．８） ５１７ （５．６） ５０４ （３．９） １３ （６．８）
丹麦 ５２６ （２．６） ８８ （１．７） ５３１ （３．９） ５２１ （２．９） １０ （４．６）
芬兰 ５３３ （２．０） ９７ （１．７） ５３３ （３．５） ５３３ （２．７） ０ （４．７）
法国 ５０１ （２．７） ９６ （２．１） ５０６ （３．７） ４９７ （３．０） ９ （４．０）
德国 ４８６ （３．１） １１３ （２．８） ４９０ （４．３） ４８２ （５．０） ８ （７．０）
希腊 ４５０ （４．４） １０９ （２．５） ４５４ （６．６） ４４８ （４．３） ６ （７．１）
匈牙利 ４７８ （３．３） ９９ （１．９） ４８０ （４．１） ４７７ （４．５） ３ （５．４）
冰岛 ５１９ （２．３） ８３ （１．９） ５１７ （３．２） ５２１ （２．９） －４ （４．０）
爱尔兰 ４７４ （３．２） ９６ （１．７） ４８０ （４．６） ４６８ （４．１） １２ （５．７）
意大利 ４５５ （３．６） １０６ （２．６） ４６０ （６．２） ４５０ （３．９） １０ （７．３）
日本 ５６５ （５．１） １０９ （２．５） ５６７ （７．０） ５６２ （５．８） ５ （７．９）
韩国 ５３８ （３．６） １１７ （２．１） ５４９ （４．８） ５２５ （５．８） ２３ （７．８）
卢森堡 ４４９ （３．０） １１０ （１．９） ４５５ （４．５） ４４２ （３．６） １３ （５．７）
墨西哥 ４００ （２．６） ８５ （１．６） ４０４ （４．０） ３９６ （２．９） ８ （４．６）
新西兰 ５２４ （４．０） １１４ （２．５） ５２５ （５．４） ５２３ （５．７） ２ （７．６）
挪威 ４９０ （３．１） １０４ （１．８） ４９５ （４．２） ４８７ （３．５） ８ （４．６）
波兰 ４７０ （５．５） １２３ （３．０） ４７２ （７．９） ４６８ （６．５） ５ （９．４）
葡萄牙 ４４０ （３．５） １０６ （１．７） ４４８ （４．４） ４３２ （４．８） １６ （５．９）
西班牙 ４７３ （２．６） ９６ （１．７） ４８０ （３．７） ４６７ （２．９） １２ （４．３）
瑞典 ５１０ （２．６） １０６ （１．９） ５１３ （３．６） ５０７ （４．３） ７ （５．９）
瑞士 ５３９ （３．６） １０５ （１．９） ５４５ （４．８） ５３４ （４．３） １１ （５．５）
英国 ５０５ （２．６） ９９ （１．７） ５０７ （３．７） ５０３ （３．３） ４ （４．７）
美国 ４６１ （４．９） ９６ （２．３） ４６５ （５．９） ４５８ （５．６） ７ （５．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６ （１．６） １１２ （１．０） ４９１ （２．０） ４８２ （１．９） ９ （２．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４ （０．７） １１０ （０．４） ４９９ （１．０） ４９０ （０．９） ９ （１．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００ （４．２） １３１ （２．３） ３１５ （５．８） ２８８ （５．８） ２６ （７．９）
中国香港 ５４３ （３．４） １０７ （２．０） ５５１ （５．０） ５３５ （４．４） １６ （６．５）
印度尼西亚 ３３３ （４．７） １０９ （２．１） ３３７ （６．１） ３３０ （６．０） ７ （７．６）
拉脱维亚 ４５２ （４．６） １１８ （２．１） ４５５ （５．５） ４５０ （５．６） ６ （６．１）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３ （９．４） １０４ （８．５） ５３０ （１３．７） ５３９ （１３．３） －９ （１９．４）
俄罗斯 ４６９ （４．９） １１４ （２．２） ４７０ （５．３） ４６９ （６．１） １ （５．８）
泰国 ４０７ （３．５） ９８ （１．９） ４０６ （４．７） ４０８ （３．９） －３ （４．９）

荷兰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百分位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犆犈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５０ （８．０） ３８７ （６．６） ４５４ （６．０） ５８８ （３．８） ６４９ （５．６） ６８４ （５．０）
奥地利 ３３２ （６．８） ３６８ （３．３） ４３８ （４．５） ５８３ （４．２） ６４６ （６．２） ６８５ （３．１）
比利时 ３２２ （８．２） ３６７ （７．７） ４３５ （５．０） ５７４ （３．０） ６３１ （３．３） ６６８ （７．１）
加拿大 ３４９ （４．９） ３８５ （３．９） ４５０ （２．３） ５８４ （１．９） ６４０ （２．０） ６７４ （１．８）
捷克 ３０１ （８．０） ３４７ （８．０） ４２７ （３．７） ５９６ （５．１） ６６８ （５．４） ７１４ （６．５）
丹麦 ３７５ （６．９） ４１５ （５．５） ４６８ （３．５） ５８８ （３．９） ６３５ （５．１） ６６６ （５．５）
芬兰 ３６８ （５．３） ４０５ （４．７） ４６９ （３．０） ６００ （３．４） ６５６ （４．４） ６９１ （４．１）
法国 ３３７ （９．３） ３７８ （３．７） ４３８ （４．５） ５６８ （３．１） ６２１ （３．８） ６５８ （５．３）
德国 ３００ （４．６） ３３８ （６．６） ４１０ （３．９） ５６５ （３．６） ６３２ （６．５） ６７５ （６．３）
希腊 ２６３ （９．３） ３１０ （５．８） ３７８ （７．０） ５２７ （４．５） ５８７ （６．１） ６２９ （７．６）
匈牙利 ３１０ （８．５） ３５２ （６．０） ４１１ （４．５） ５４７ （４．０） ６０６ （５．３） ６４２ （４．６）
冰岛 ３７５ （７．９） ４１３ （４．１） ４６３ （３．６） ５７７ （２．６） ６２２ （５．１） ６５５ （６．４）
爱尔兰 ３１２ （５．４） ３４６ （６．１） ４１１ （５．３） ５４０ （４．２） ５９７ （５．４） ６２９ （４．５）
意大利 ２７５ （７．８） ３１５ （４．８） ３８３ （３．８） ５２９ （４．１） ５９０ （５．０） ６２７ （７．９）
日本 ３７７ （８．７） ４２１ （８．５） ４９５ （５．７） ６４１ （４．１） ７０１ （５．６） ７４０ （９．０）
韩国 ３４４ （６．７） ３８６ （６．４） ４６３ （５．５） ６２０ （４．３） ６８９ （４．０） ７２６ （６．３）
卢森堡 ２５７ （９．５） ３０７ （５．９） ３７５ （３．７） ５２６ （３．５） ５８４ （５．８） ６２６ （９．８）
墨西哥 ２５９ （５．７） ２９２ （４．３） ３４１ （３．９） ４６０ （４．５） ５１０ （５．１） ５４１ （４．８）
新西兰 ３３１ （１１．３） ３７５ （６．３） ４４９ （６．４） ６０１ （５．７） ６６９ （５．７） ７０７ （５．８）
挪威 ３１５ （７．７） ３５３ （６．６） ４２２ （４．２） ５６２ （３．７） ６２５ （５．１） ６６２ （４．１）
波兰 ２６５ （９．８） ３０６ （６．８） ３８９ （６．９） ５５７ （６．４） ６２７ （９．９） ６６６ （６．３）
葡萄牙 ２６２ （７．１） ２９８ （６．８） ３６７ （５．２） ５１４ （３．８） ５７５ （３．７） ６１３ （６．３）
西班牙 ３０９ （６．０） ３４９ （４．８） ４０９ （３．９） ５４０ （２．９） ５９５ （５．１） ６２９ （５．５）
瑞典 ３３１ （５．３） ３７１ （４．５） ４４２ （５．０） ５８２ （２．９） ６４５ （４．５） ６８１ （６．５）
瑞士 ３６０ （６．０） ４０５ （６．４） ４６８ （６．２） ６１２ （５．３） ６６９ （５．５） ７０８ （７．９）
英国 ３３７ （５．７） ３７２ （４．８） ４４０ （３．６） ５７４ （４．５） ６３２ （５．１） ６６５ （３．７）
美国 ２９９ （８．４） ３３８ （８．７） ３９８ （７．２） ５３０ （５．３） ５８３ （６．０） ６１８ （５．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０３ （２．８） ３４３ （２．３） ４１０ （２．４） ５６２ （２．３） ６３１ （２．３） ６７１ （２．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０９ （１．７） ３５１ （１．３） ４２１ （１．２） ５７０ （１．２） ６３４ （１．１） ６７１ （１．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８０ （１５．７） １３０ （６．８） ２１１ （４．３） ３９４ （６．３） ４６７ （７．３） ５１６ （７．５）
中国香港 ３６２ （５．２） ３９９ （６．９） ４７３ （５．４） ６１６ （３．６） ６８０ （４．５） ７１７ （４．３）
印度尼西亚 １５３ （６．７） １９１ （６．９） ２６０ （６．７） ４０９ （５．０） ４７５ （８．３） ５０４ （６．３）
拉脱维亚 ２５６ （１１．０） ３０３ （８．２） ３７３ （７．３） ５３５ （５．６） ５９７ （５．９） ６４２ （６．５）
列支敦士登 ３５６ （２５．４） ３９７ （１７．５） ４６２ （１６．２） ６０３ （１３．９） ６６６ （１８．３） ７０８ （２９．４）
俄罗斯 ２７６ （７．３） ３２３ （５．７） ３９３ （６．９） ５４９ （６．９） ６１４ （５．４） ６５６ （８．１）
泰国 ２４３ （５．６） ２８０ （５．６） ３４２ （５．７） ４７４ （５．４） ５３５ （７．３） ５６５ （６．９）

荷兰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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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ａ

数学／变化和关系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的学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８ （０．４） ９．５ （０．５） １８．５ （０．６） ２３．８ （０．７） ２２．９ （０．７） １４．０ （０．６） ６．５ （０．６）

奥地利 ８．６ （０．８） １４．１ （０．９） ２０．５ （０．９） ２２．５ （１．１） １８．８ （１．０） １０．９ （０．８） ４．６ （０．５）

比利时 ７．６ （０．６） ９．７ （０．６） １４．８ （０．６） １８．２ （０．７） １９．７ （０．７） １７．５ （０．９） １２．４ （０．５）

加拿大 ２．９ （０．２） ７．６ （０．４） １７．２ （０．６） ２４．９ （０．５） ２４．４ （０．６） １５．６ （０．６） ７．３ （０．４）

捷克 ５．７ （０．７） １１．８ （１．０） ２０．８ （０．９） ２３．５ （０．８） １９．４ （０．８） １２．５ （０．７） ６．４ （０．６）

丹麦 ６．３ （０．６） １１．９ （０．８） ２０．４ （１．１） ２４．５ （０．９） ２０．７ （０．８） １１．４ （０．８） ４．６ （０．５）

芬兰 ２．７ （０．３） ７．０ （０．６） １６．１ （０．７） ２４．５ （０．９） ２４．１ （０．８） １６．７ （０．７） ８．９ （０．５）

法国 ６．４ （０．８） ９．５ （０．７） １８．２ （０．７） ２３．９ （０．９） ２２．２ （０．８） １４．２ （０．７） ５．６ （０．５）

德国 ９．５ （０．９） １２．６ （０．７） １８．５ （０．９） ２０．６ （０．８） １９．６ （０．９） １３．２ （０．８） ６．１ （０．５）

希腊 ２３．３ （１．４） １９．９ （０．９） ２２．９ （０．８） １８．０ （０．９） １０．８ （０．９） ４．０ （０．５） １．１ （０．２）

匈牙利 ８．４ （０．８） １４．５ （０．７） ２２．０ （１．２） ２３．５ （１．０） １８．４ （０．８） ９．６ （０．７） ３．６ （０．４）

冰岛 ６．３ （０．４） １２．０ （０．６） ２０．２ （０．８） ２４．４ （０．８） ２１．０ （０．８） １１．９ （０．７） ４．２ （０．４）

爱尔兰 ５．１ （０．５） １１．２ （０．９） ２２．６ （０．８） ２７．０ （１．１） ２１．６ （０．９） １０．２ （０．６） ２．３ （０．４）

意大利 １８．２ （１．３） １９．２ （０．８） ２３．７ （０．８） ２０．４ （０．９） １１．８ （０．８） ５．２ （０．４） １．５ （０．２）

日本 ６．４ （０．７） ８．５ （０．７） １５．７ （０．８） ２０．６ （０．８） ２１．１ （１．１） １６．４ （０．８） １１．３ （１．２）

韩国 ３．０ （０．４） ７．０ （０．７） １５．７ （１．０） ２２．３ （０．９） ２３．６ （１．０） １７．５ （０．９） １０．９ （１．１）

卢森堡 １０．７ （０．６） １５．３ （０．９） ２１．５ （１．１） ２２．５ （０．９） １８．１ （１．０） ８．５ （０．６） ３．４ （０．４）

墨西哥 ４７．２ （１．７） ２４．１ （０．８） １７．０ （０．９） ８．６ （０．８） ２．６ （０．４）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０）

荷兰 １．４ （０．４） ７．２ （０．８） １６．４ （１．２） ２２．７ （１．１） ２１．８ （１．１） １９．２ （０．９） １１．３ （０．７）

新西兰 ５．６ （０．６） １０．２ （０．９） １７．５ （０．７） ２２．５ （１．０） ２２．２ （０．８） １４．０ （０．７） ７．９ （０．５）

挪威 ９．５ （０．７） １５．１ （０．７） ２２．８ （１．０） ２３．９ （０．８） １７．４ （０．９） ８．３ （０．６） ２．９ （０．４）

波兰 １０．１ （０．８） １６．１ （０．７） ２３．６ （０．８） ２３．０ （０．９） １６．１ （０．８） ７．９ （０．６） ３．３ （０．３）

葡萄牙 １３．６ （１．３） １７．５ （１．０） ２３．８ （０．９） ２２．５ （１．１） １５．１ （０．９） ５．８ （０．５） １．７ （０．３）

斯洛伐克 ９．７ （０．９） １４．３ （０．９） ２１．０ （０．９） ２２．４ （０．９） １８．１ （１．０） １０．１ （０．７） ４．４ （０．５）

西班牙 １１．３ （０．７） １４．９ （１．０） ２２．９ （０．７） ２４．０ （０．９） １７．１ （０．６） ７．７ （０．５） ２．０ （０．２）

瑞典 ９．４ （０．６） １２．６ （０．６） １９．６ （０．９） ２１．７ （０．９） １８．３ （０．８） １１．６ （０．５） ６．７ （０．６）

瑞士 ７．６ （０．６） １０．１ （０．６） １７．３ （１．１） ２１．３ （１．０） ２０．９ （０．８） １３．９ （０．８） ８．８ （０．９）

土耳其 ３０．０ （２．０） ２１．１ （１．１） ２０．１ （１．２） １３．９ （１．２） ７．９ （１．２） ３．８ （０．８） ３．２ （１．２）

美国 １０．４ （０．８） １４．４ （０．７） ２２．６ （０．８） ２４．３ （０．７） １７．７ （０．８） ８．４ （０．６） ２．２ （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９ （０．３） １３．８ （０．２） １９．８ （０．２） ２１．３ （０．３） １７．３ （０．３） １０．２ （０．２） ４．７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０．２ （０．２） １３．０ （０．１） １９．８ （０．１） ２２．０ （０．２） １８．５ （０．２） １１．１ （０．１） ５．３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９．７ （２．０） １６．９ （０．９） １１．４ （０．８） ６．６ （０．８） ３．３ （０．５） １．２ （０．４） ０．７ （０．３）

中国香港 ５．６ （０．９） ８．０ （０．８） １４．５ （１．１） ２０．６ （１．０） ２３．０ （１．０） １８．６ （１．０） ９．８ （０．９）

印度尼西亚 ５９．６ （１．８） ２０．２ （０．８） １２．３ （０．８） ５．４ （０．６） １．９ （０．４） ０．６ （０．２）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１０．６ （１．０） １４．７ （１．１） ２２．２ （１．３） ２３．５ （１．２） １７．６ （１．２） ８．２ （０．７） ３．２ （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４．６ （１．１） １０．０ （１．９） １５．１ （２．４） ２０．７ （３．０） ２０．５ （３．４） １８．６ （２．３） １０．５ （１．６）

中国澳门 ５．２ （１．１） １２．２ （１．３） １８．２ （１．５） ２３．４ （１．８） ２１．６ （１．８） １３．８ （１．２） ５．７ （１．０）

俄罗斯 １１．８ （１．１） １６．２ （０．９） ２３．７ （１．０） ２３．５ （０．９） １５．３ （１．１） ６．９ （０．７） ２．６ （０．４）

塞尔维亚 ２６．５ （１．６） ２４．１ （１．１） ２３．５ （０．９） １５．７ （０．９） ７．２ （０．７） ２．５ （０．４） ０．５ （０．１）

泰国 ３１．９ （１．６） ２６．４ （１．３） ２２．０ （０．９） １２．１ （０．８） ５．３ （０．６） １．８ （０．４） ０．４ （０．２）

突尼斯 ５８．８ （１．２） ２０．４ （０．７） １２．９ （０．７） ５．８ （０．４） １．８ （０．３） ０．４ （０．１）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９．８ （１．３） １９．１ （０．８） ２１．６ （１．１） １６．５ （１．０） ８．８ （０．７） ３．４ （０．４） ０．９ （０．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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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ｂ

数学／变化和关系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的男女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男—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３ （０．６） ９．９ （０．７） １７．６ （０．８） ２２．６ （０．９） ２２．２ （０．９） １４．４ （０．９） ８．０ （０．８）
奥地利 ９．５ （１．０） １３．６ （１．４） １９．８ （１．３） ２１．２ （１．６） １８．３ （１．２） １１．９ （１．１） ５．７ （０．７）
比利时 ７．８ （０．８） １０．２ （０．９） １４．２ （１．０） １７．０ （０．９） １８．６ （０．９） １７．８ （１．２） １４．３ （０．８）
加拿大 ３．２ （０．３） ７．２ （０．５） １５．２ （０．６） ２２．５ （０．８） ２３．８ （０．８） １８．０ （０．７） １０．１ （０．７）
捷克 ５．０ （０．８） １１．３ （１．１） ２０．７ （１．３） ２２．４ （１．１） １８．９ （１．１） １４．１ （１．０） ７．６ （０．８）
丹麦 ５．４ （０．７） １０．２ （０．９） １９．０ （１．２） ２４．１ （１．１） ２２．０ （１．４） １３．４ （１．１） ５．９ （０．７）
芬兰 ２．７ （０．５） ７．０ （０．８） １４．９ （０．８） ２３．２ （０．９） ２３．３ （１．２） １８．０ （１．０） １０．９ （０．８）
法国 ７．２ （１．０） ９．６ （１．０） １７．２ （１．０） ２２．６ （１．３） ２０．７ （１．２） １５．６ （１．０） ７．１ （０．７）
德国 ８．６ （１．０） １２．４ （１．０） １８．４ （１．１） １９．７ （１．１） １９．５ （１．１） １３．９ （１．０） ７．６ （０．９）
希腊 ２１．６ （１．６） １９．０ （１．３） ２１．５ （１．１） １８．３ （１．３） １２．７ （１．４） ５．１ （０．７） １．７ （０．３）
匈牙利 ８．１ （０．９） １３．７ （１．０） ２１．７ （１．４） ２３．１ （１．４） １８．８ （１．２） １０．１ （０．８） ４．５ （０．７）
冰岛 ７．７ （０．８） １３．２ （１．０） １９．６ （１．１） ２３．３ （１．４） ２０．１ （１．３） １１．２ （０．８） ４．９ （０．８）
爱尔兰 ４．７ （０．６） １０．３ （１．０） ２１．２ （１．２） ２６．８ （１．５） ２２．５ （１．１） １１．５ （０．８） ３．０ （０．６）
意大利 １６．７ （１．７） １７．８ （１．１） ２１．６ （１．０） ２０．９ （１．３） １３．７ （１．１） ６．８ （０．６） ２．４ （０．３）
日本 ７．１ （１．０） ８．８ （０．９） １５．２ （１．１） １８．６ （１．１） １９．９ （１．２） １６．５ （１．５） １３．９ （２．０）
韩国 ２．６ （０．５） ６．２ （０．８） １３．７ （１．１） ２０．７ （１．０） ２４．４ （１．１） １９．５ （１．２） １２．９ （１．２）
卢森堡 １０．５ （０．８） １５．２ （１．１） １９．５ （２．１） ２０．９ （１．５） １９．１ （１．６） １０．２ （０．９） ４．７ （０．６）
墨西哥 ４５．９ （２．２） ２３．４ （１．３） １７．３ （１．３） ９．５ （１．１） ３．３ （０．５） ０．６ （０．２） ０．１ （０．１）
荷兰 ０．９ （０．４） ６．８ （１．１） １６．４ （１．９） ２３．１ （１．６） ２１．９ （１．９） １８．６ （１．３） １２．３ （０．９）
新西兰 ５．１ （０．６） ９．６ （１．０） １６．６ （０．９） ２０．６ （１．２） ２３．０ （１．２） １５．１ （０．８） １０．１ （０．７）
挪威 ９．９ （０．８） １４．８ （０．９） ２２．１ （１．４） ２３．３ （１．１） １７．２ （１．０） ９．１ （０．７） ３．６ （０．６）
波兰 １０．７ （１．１） １５．２ （１．２） ２２．４ （１．３） ２２．３ （１．１） １６．４ （１．０） ８．８ （０．８） ４．３ （０．５）
葡萄牙 １４．４ （１．６） １５．６ （１．４） ２１．３ （１．２） ２１．９ （１．３） １６．８ （１．３） ７．３ （０．７） ２．６ （０．４）
斯洛伐克 ９．１ （１．１） １２．９ （１．１） ２０．５ （１．１） ２１．６ （１．３） １８．８ （１．３） １１．４ （１．０） ５．７ （０．６）
西班牙 １１．８ （０．９） １３．９ （１．２） ２１．７ （１．１） ２３．０ （１．２） １７．８ （１．０） ９．３ （０．８） ２．５ （０．４）
瑞典 ９．９ （０．９） １２．３ （０．９） １９．４ （１．０） ２１．２ （１．５） １８．２ （１．４） １１．８ （０．８） ７．２ （０．８）
瑞士 ７．０ （０．６） １０．０ （０．８） １６．１ （１．５） ２０．８ （１．６） ２０．５ （１．０） １４．７ （１．１） １０．８ （１．４）
土耳其 ３０．６ （２．６） １９．５ （１．３） １８．８ （１．４） １４．８ （１．４） ８．４ （１．３） ４．２ （０．９） ３．８ （１．４）
美国 １１．０ （１．０） １３．６ （０．９） ２１．９ （１．２） ２３．２ （１．１） １８．１ （１．０） ９．１ （０．８） ３．１ （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９ （０．５） １３．２ （０．３） １９．０ （０．４） ２０．５ （０．４） １７．５ （０．４） １１．０ （０．３） ５．９ （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０．２ （０．２） １２．４ （０．２） １８．８ （０．２） ２１．２ （０．３） １８．７ （０．２） １２．１ （０．２） ６．６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６．７ （２．４） １６．８ （１．３） １１．８ （１．１） ７．７ （１．０） ４．２ （０．９） １．６ （０．６） １．２ （０．５）
中国香港 ７．１ （１．４） ８．３ （１．１） １３．６ （１．７） １８．７ （１．２） ２１．３ （１．６） １９．２ （１．３） １１．８ （１．６）
印度尼西亚 ５８．６ （１．９） ２１．１ （１．３） １２．４ （０．９） ５．５ （０．７） １．８ （０．４） 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１１．３ （１．５） １５．４ （１．４） ２１．４ （１．６） ２２．７ （１．８） １７．３ （１．５） ７．８ （１．０） ４．０ （０．７）
列支敦士登 ５．０ （１．９） ７．５ （２．４） １３．１ （２．７） ２０．２ （３．４） １９．３ （３．３） ２１．２ （３．７） １３．８ （３．１）
中国澳门 ５．３ （１．４） １０．６ （１．８） １７．７ （１．９） １９．８ （２．４） ２２．５ （２．９） １６．９ （２．１） ７．２ （１．５）
俄罗斯 １２．５ （１．６） １６．３ （１．１） ２２．２ （１．２） ２２．５ （１．３） １５．５ （１．２） ７．５ （１．１） ３．４ （０．７）
塞尔维亚 ２８．０ （１．７） ２３．１ （１．４） ２１．４ （１．１） １５．１ （１．０） ８．４ （０．９） ３．２ （０．７） ０．７ （０．２）
泰国 ３５．０ （２．２） ２５．４ （１．６） ２０．１ （１．１） １１．８ （１．１） ５．４ （０．９） １．８ （０．５） ０．４ （０．２）
突尼斯 ５７．０ （１．４） ２０．５ （１．０） １３．１ （０．９） ６．６ （０．６） ２．３ （０．４） ０．５ （０．２）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９．８ （１．６） １８．３ （１．１） ２０．９ （１．３） １６．７ （１．２） ９．２ （０．９） ４．０ （０．５） １．２ （０．４）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女—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３ （０．５） ９．１ （０．７） １９．３ （０．７） ２５．０ （１．０） ２３．７ （０．８） １３．５ （０．８） ５．０ （０．６）
奥地利 ７．７ （１．１） １４．６ （１．３） ２１．１ （１．２） ２３．８ （１．４） １９．３ （１．４） １０．０ （１．０） ３．５ （０．５）
比利时 ７．４ （０．８） ９．２ （０．７） １５．５ （０．９） １９．６ （１．１） ２０．９ （１．１） １７．１ （１．１） １０．３ （０．７）
加拿大 ２．６ （０．３） ７．８ （０．４） １７．７ （０．７） ２６．５ （０．８） ２５．３ （０．７） １４．５ （０．６） ５．６ （０．４）
捷克 ６．３ （１．０） １２．３ （１．２） ２０．９ （１．２） ２４．７ （１．３） １９．８ （１．２） １０．９ （０．９） ５．１ （０．６）
丹麦 ７．２ （０．９） １３．６ （１．１） ２１．８ （１．５） ２４．９ （１．３） １９．４ （１．２） ９．６ （０．９） ３．５ （０．６）
芬兰 ２．６ （０．４） ７．０ （０．７） １７．４ （１．１） ２５．８ （１．５） ２４．９ （１．２） １５．５ （０．８） ６．９ （０．６）
法国 ５．７ （０．９） ９．４ （０．９） １９．２ （１．１） ２５．０ （１．５） ２３．５ （１．３） １３．０ （１．０） ４．３ （０．５）
德国 １０．０ （１．０） １２．８ （１．１） １８．７ （１．４） ２１．６ （１．６） １９．８ （１．３） １２．５ （１．０） ４．６ （０．６）
希腊 ２５．０ （１．７） ２０．７ （１．２） ２４．２ （１．０） １７．７ （１．３） ９．０ （０．９） ２．９ （０．５） ０．５ （０．２）
匈牙利 ８．６ （１．０） １５．５ （１．２） ２２．５ （１．３） ２３．９ （１．３） １７．８ （１．１） ９．１ （１．０） ２．６ （０．４）
冰岛 ４．８ （０．７） １０．６ （１．１） ２０．７ （１．２） ２５．６ （１．６） ２２．０ （１．４） １２．７ （１．１） ３．５ （０．６）
爱尔兰 ５．４ （０．７） １２．０ （１．２） ２３．９ （１．２） ２７．３ （１．２） ２０．７ （１．３） ８．９ （１．０） １．６ （０．５）
意大利 １９．５ （１．８） ２０．６ （１．２） ２５．５ （１．１） １９．９ （１．０） １０．１ （０．９） ３．７ （０．４） ０．７ （０．２）
日本 ５．８ （０．９） ８．３ （０．９） １６．１ （１．１） ２２．５ （１．３） ２２．３ （１．７） １６．３ （１．１） ８．８ （０．７）
韩国 ３．５ （０．７） ８．２ （１．１） １８．７ （１．７） ２４．７ （１．５） ２２．４ （１．７） １４．６ （１．３） ７．９ （１．４）
卢森堡 １０．９ （０．８） １５．４ （１．１） ２３．５ （１．１） ２４．１ （１．１） １７．３ （１．０） ６．８ （０．８） ２．１ （０．３）
墨西哥 ４８．４ （２．０） ２４．７ （１．３） １６．７ （１．１） ７．８ （０．９） ２．０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０ （０．０）
荷兰 １．９ （０．５） ７．６ （１．１） １６．４ （１．３） ２２．２ （１．７） ２１．８ （１．５） １９．９ （１．２） １０．２ （１．０）
新西兰 ６．１ （０．８） １０．８ （１．１） １８．５ （１．２） ２４．４ （１．４） ２１．４ （１．５） １３．０ （１．０） ５．７ （０．５）
挪威 ９．２ （０．９） １５．５ （１．１） ２３．６ （１．４） ２４．５ （１．１） １７．５ （１．３） ７．６ （０．９） ２．２ （０．４）
波兰 ９．５ （０．９） １７．０ （１．０） ２４．７ （１．０） ２３．６ （１．２） １５．８ （１．１） ７．０ （０．７） ２．２ （０．４）
葡萄牙 １３．０ （１．５） １９．１ （１．３） ２６．０ （１．５） ２３．１ （１．４） １３．５ （１．０） ４．３ （０．６） １．０ （０．３）
斯洛伐克 １０．２ （１．０） １５．７ （１．２） ２１．６ （１．４） ２３．２ （１．１） １７．４ （１．３） ８．７ （０．９） ３．１ （０．６）
西班牙 １０．９ （０．８） １５．８ （１．１） ２４．１ （１．１） ２５．１ （１．１） １６．４ （０．８） ６．２ （０．６） １．５ （０．４）
瑞典 ８．９ （１．０） １３．０ （０．９） １９．８ （１．５） ２２．２ （１．４） １８．５ （１．０） １１．５ （０．８） ６．２ （０．９）
瑞士 ８．３ （０．８） １０．２ （１．０） １８．５ （１．２） ２１．９ （１．２） ２１．２ （１．１） １３．１ （１．０） ６．８ （０．８）
土耳其 ２９．３ （２．３） ２３．１ （１．７） ２１．７ （１．７） １２．９ （１．６） ７．３ （１．３） ３．３ （１．０） ２．４ （１．０）
美国 ９．８ （１．１） １５．２ （０．９） ２３．２ （１．１） ２５．３ （１．３） １７．３ （１．１） ７．７ （０．８） １．４ （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９ （０．４） １４．４ （０．４） ２０．６ （０．４） ２２．０ （０．４） １７．１ （０．４） ９．４ （０．３） ３．５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０．４ （０．２） １３．６ （０．２） ２０．８ （０．２） ２２．８ （０．２） １８．３ （０．２） １０．１ （０．２） ４．１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６２．４ （２．０） １７．０ （１．２） １１．１ （１．１） ５．７ （０．８） ２．６ （０．６） ０．９ （０．５） ０．３ （０．２）
中国香港 ４．１ （０．７） ７．７ （０．９） １５．４ （１．４） ２２．５ （１．９） ２４．７ （１．３） １７．９ （１．３） ７．８ （０．８）
印度尼西亚 ６０．６ （２．１） １９．２ （０．９） １２．３ （１．１） ５．３ （０．８） １．９ （０．５） ０．６ （０．３）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９．９ （１．１） １４．１ （１．４） ２２．９ （１．５） ２４．３ （１．６） １７．９ （１．４） ８．５ （０．８） ２．５ （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４．１ （１．８） １２．７ （２．７） １７．２ （３．９） ２１．２ （４．４） ２１．７ （５．１） １５．８ （３．６） ７．１ （２．６）
中国澳门 ５．１ （１．３） １３．７ （１．８） １８．７ （２．１） ２６．８ （２．３） ２０．６ （２．４） １０．９ （１．６） ４．２ （１．１）
俄罗斯 １１．０ （１．１） １６．２ （１．１） ２５．３ （１．４） ２４．６ （１．２） １５．１ （１．３） ６．２ （０．８） １．７ （０．５）
塞尔维亚 ２５．０ （２．０） ２５．１ （１．６） ２５．５ （１．６） １６．３ （１．３） ６．１ （１．０） １．８ （０．４） ０．２ （０．２）
泰国 ２９．４ （１．７） ２７．３ （１．５） ２３．５ （１．２） １２．３ （１．２） ５．３ （０．６） １．９ （０．５） ０．４ （０．２）
突尼斯 ６０．５ （１．５） ２０．３ （０．９） １２．６ （１．０） ４．９ （０．６） １．３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９．８ （１．７） １９．８ （１．４） ２２．３ （１．６） １６．３ （１．３） ８．３ （０．９） ２．９ （０．５） ０．５ （０．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１０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２．２ｃ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数学／变化和关系量表上学生成绩的平均数，变异量和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性别差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均数 标准误 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５ （２．３） ９８ （１．８） ５２７ （３．２） ５２３ （２．８） ４ （３．８）
奥地利 ５００ （３．６） １０２ （１．８） ５０２ （４．４） ４９７ （４．４） ５ （５．０）
比利时 ５３５ （２．４） １１６ （１．６） ５３９ （３．６） ５３１ （３．５） ８ （５．１）
加拿大 ５３７ （１．９） ９２ （０．９） ５４６ （２．２） ５３２ （２．０） １３ （２．３）
捷克 ５１５ （３．５） １００ （１．８） ５２１ （４．５） ５０８ （４．０） １３ （４．９）
丹麦 ５０９ （３．０） ９８ （１．８） ５２０ （３．７） ４９９ （３．３） ２１ （３．５）
芬兰 ５４３ （２．２） ９５ （１．４） ５４９ （２．８） ５３７ （２．４） １１ （２．８）
法国 ５２０ （２．６） １００ （２．１） ５２２ （４．０） ５１８ （３．２） ４ （５．０）
德国 ５０７ （３．７） １０９ （１．７） ５１４ （４．３） ５０２ （４．４） １２ （４．４）
希腊 ４３６ （４．３） １０７ （１．７） ４４５ （５．２） ４２７ （４．４） １８ （４．２）
匈牙利 ４９５ （３．１） ９９ （２．１） ４９９ （３．６） ４９０ （３．６） １０ （３．９）
冰岛 ５０９ （１．４） ９７ （１．２） ５０５ （２．４） ５１４ （２．３） －１０ （３．８）
爱尔兰 ５０６ （２．４） ８７ （１．４） ５１２ （３．０） ５００ （３．５） １３ （４．４）
意大利 ４５２ （３．２） １０３ （１．９） ４６３ （４．９） ４４２ （４．０） ２１ （６．３）
日本 ５３６ （４．３） １１２ （３．０） ５３９ （６．４） ５３３ （４．３） ６ （６．６）
韩国 ５４８ （３．５） ９９ （２．４） ５５８ （４．７） ５３２ （５．８） ２５ （７．３）
卢森堡 ４８７ （１．２） １０２ （１．０） ４９４ （２．５） ４８０ （１．８） １４ （３．７）
墨西哥 ３６４ （４．１） ９８ （１．９） ３６８ （４．９） ３６０ （４．６） ８ （４．４）
荷兰 ５５１ （３．１） ９４ （２．０） ５５４ （３．８） ５４８ （３．７） ６ （４．３）
新西兰 ５２６ （２．４） １０３ （１．５） ５３４ （２．８） ５１７ （３．４） １７ （４．１）
挪威 ４８８ （２．６） ９８ （１．３） ４９０ （３．２） ４８６ （３．１） ４ （３．３）
波兰 ４８４ （２．７） ９９ （１．７） ４８８ （３．１） ４８１ （３．４） ８ （３．６）
葡萄牙 ４６８ （４．０） ９９ （２．２） ４７５ （４．８） ４６２ （４．０） １３ （３．８）
斯洛伐克 ４９４ （３．５） １０５ （２．３） ５０２ （４．１） ４８６ （３．９） １６ （４．２）
西班牙 ４８１ （２．８） ９９ （１．４） ４８５ （３．８） ４７７ （２．６） ８ （３．３）
瑞典 ５０５ （２．９） １１１ （１．９） ５０６ （３．４） ５０４ （３．９） １ （４．３）
瑞士 ５２３ （３．７） １１２ （２．２） ５３０ （５．１） ５１５ （３．９） １５ （５．３）
土耳其 ４２３ （７．６） １２１ （５．４） ４２５ （９．１） ４１９ （７．４） ６ （７．２）
美国 ４８６ （３．０） ９８ （１．６） ４８８ （３．４） ４８３ （３．３） ６ （２．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９ （１．２） １１３ （０．８） ４９３ （１．４） ４８４ （１．４） １０ （１．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９ （０．７） １０９ （０．５） ５０４ （０．８） ４９３ （０．８） １１ （０．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３３ （６．０） １２４ （３．４） ３４４ （７．３） ３２４ （５．５） ２０ （４．７）
中国香港 ５４０ （４．７） １０６ （２．９） ５４０ （６．８） ５３９ （４．８） １ （７．２）
印度尼西亚 ３３４ （４．６） １０５ （２．６） ３３６ （４．４） ３３２ （５．４） ４ （３．４）
拉脱维亚 ４８７ （４．４） １０１ （１．６） ４８７ （５．３） ４８８ （４．３） －１ （４．０）
列支敦士登 ５４０ （３．７） １０７ （３．８） ５５２ （７．４） ５２６ （６．５） ２６ （１２．１）
中国澳门 ５１９ （３．５） ９９ （２．９） ５２９ （５．０） ５０９ （４．６） ２０ （６．６）
俄罗斯 ４７７ （４．６） １００ （２．１） ４７９ （６．０） ４７５ （４．５） ３ （５．１）
塞尔维亚 ４１９ （４．０） ９９ （１．７） ４２０ （４．５） ４１８ （４．９） １ （４．９）
泰国 ４０５ （３．４） ９３ （２．１） ４００ （４．５） ４０９ （４．０） －１０ （５．１）
突尼斯 ３３７ （２．８） １０３ （１．９） ３４２ （３．０） ３３１ （３．３） １１ （３．０）
乌拉圭 ４１７ （３．６） １１５ （１．７） ４２０ （４．２） ４１４ （４．２） ５ （４．４）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百分位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６０ （４．９） ３９８ （３．７） ４５９ （３．０） ５９４ （２．７） ６４８ （３．３） ６８１ （４．７）
奥地利 ３３１ （６．３） ３６６ （４．８） ４２８ （４．４） ５７２ （４．０） ６３３ （４．０） ６６６ （４．６）
比利时 ３３２ （５．６） ３７５ （４．５） ４５４ （４．０） ６２３ （２．８） ６８０ （２．２） ７１１ （２．４）
加拿大 ３８２ （３．４） ４１７ （２．６） ４７４ （２．５） ６０１ （２．３） ６５４ （２．７） ６８５ （２．９）
捷克 ３５３ （６．４） ３８８ （５．８） ４４６ （３．９） ５８５ （４．６） ６４７ （５．２） ６８１ （５．０）
丹麦 ３４５ （６．０） ３８２ （４．５） ４４３ （３．９） ５７８ （３．２） ６３４ （３．９） ６６５ （５．１）
芬兰 ３８７ （５．１） ４２２ （３．７） ４８０ （２．６） ６０９ （２．７） ６６４ （３．０） ６９５ （３．２）
法国 ３４５ （７．０） ３８６ （５．８） ４５４ （３．８） ５９１ （２．５） ６４４ （３．３） ６７４ （４．２）
德国 ３２３ （６．８） ３６２ （６．４） ４３０ （４．５） ５８８ （４．５） ６４５ （３．９） ６７８ （３．７）
希腊 ２５６ （５．８） ２９６ （５．５） ３６４ （５．１） ５０９ （５．６） ５７２ （４．６） ６０７ （５．７）
匈牙利 ３３２ （５．５） ３６７ （５．０） ４２７ （３．４） ５６３ （４．２） ６２３ （５．１） ６５６ （４．５）
冰岛 ３４５ （４．１） ３８２ （３．５） ４４４ （２．３） ５７９ （２．４） ６３３ （２．６） ６６２ （３．８）
爱尔兰 ３５７ （４．４） ３９３ （４．６） ４４８ （３．４） ５６８ （２．８） ６１８ （２．６） ６４５ （３．６）
意大利 ２８１ （６．５） ３１９ （６．４） ３８２ （４．６） ５２２ （３．６） ５８５ （３．４） ６２２ （３．６）
日本 ３４２ （８．３） ３８９ （７．０） ４６２ （５．５） ６１６ （４．６） ６７６ （６．６） ７０９ （７．６）
韩国 ３８３ （５．８） ４２０ （５．０） ４８０ （４．５） ６１７ （４．３） ６７４ （５．８） ７０８ （６．７）
卢森堡 ３１５ （４．０） ３５４ （３．５） ４１７ （２．２） ５５９ （１．９） ６１６ （２．８） ６５１ （４．５）
墨西哥 １９９ （６．６） ２３６ （４．９） ２９７ （４．５） ４３２ （５．０） ４９１ （５．７） ５２５ （５．２）
荷兰 ３９８ （５．３） ４２６ （４．７） ４８２ （５．０） ６２３ （３．８） ６７５ （２．９） ７０２ （３．８）
新西兰 ３５２ （５．４） ３９０ （４．９） ４５６ （３．６） ５９８ （２．７） ６５７ （２．９） ６９１ （３．９）
挪威 ３２４ （４．７） ３６０ （４．４） ４２１ （３．２） ５５５ （３．４） ６１３ （３．９） ６４６ （３．６）
波兰 ３２３ （５．４） ３５７ （４．６） ４１７ （３．１） ５５２ （３．１） ６１３ （３．９） ６５０ （４．９）
葡萄牙 ３０１ （７．０） ３３８ （６．８） ４０１ （５．６） ５３７ （４．１） ５９４ （３．４） ６２６ （４．７）
斯洛伐克 ３２０ （７．７） ３６０ （５．７） ４２４ （４．８） ５６８ （３．８） ６２９ （３．９） ６６３ （４．７）
西班牙 ３１０ （４．３） ３５０ （４．２） ４１６ （３．６） ５５０ （３．２） ６０６ （４．０） ６３７ （３．７）
瑞典 ３１８ （６．４） ３６２ （４．２） ４３１ （３．６） ５８２ （３．５） ６４８ （４．５） ６８４ （５．５）
瑞士 ３２９ （５．６） ３７５ （５．５） ４４９ （３．７） ５９９ （４．５） ６６２ （５．８） ７００ （７．３）
土耳其 ２３８ （９．１） ２７６ （７．１） ３４１ （６．７） ４９６ （１０．０） ５７８ （１５．６） ６３３ （２２．９）
美国 ３１８ （６．５） ３５５ （４．８） ４２１ （３．６） ５５５ （３．３） ６１０ （３．７） ６４２ （３．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９５ （２．５） ３３９ （２．２） ４１４ （１．６） ５６８ （１．４） ６３１ （１．３） ６６７ （１．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１３ （１．５） ３５６ （１．２） ４２６ （１．０） ５７６ （０．７） ６３７ （０．８） ６７２ （０．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４０ （７．０） １８０ （６．４） ２４７ （５．９） ４１４ （６．９） ４９８ （１０．９） ５４８ （１２．０）
中国香港 ３５１ （１０．６） ３９７ （８．８） ４７１ （７．１） ６１７ （４．３） ６６８ （４．４） ６９９ （５．１）
印度尼西亚 １６４ （６．８） ２０２ （６．４） ２６３ （４．７） ４０２ （５．７） ４６９ （６．９） ５０９ （８．９）
拉脱维亚 ３１９ （５．２） ３５５ （４．８） ４１９ （５．０） ５５６ （５．４） ６１５ （５．５） ６４９ （６．０）
列支敦士登 ３６２ （１２．７） ４０１ （１０．２） ４６７ （７．６） ６１９ （７．４） ６７３ （１１．５） ７０５ （１３．３）
中国澳门 ３５６ （１０．１） ３８８ （７．３） ４４９ （６．２） ５９０ （５．０） ６４４ （５．７） ６７５ （９．０）
俄罗斯 ３０９ （６．９） ３４８ （５．８） ４１１ （５．２） ５４４ （５．３） ６０４ （５．３） ６４１ （６．９）
塞尔维亚 ２５７ （５．０） ２９３ （４．７） ３５３ （４．７） ４８５ （４．５） ５４６ （５．３） ５８２ （７．４）
泰国 ２６１ （４．４） ２８９ （３．９） ３４１ （３．８） ４６５ （４．２） ５２８ （６．１） ５６８ （７．５）
突尼斯 １６９ （４．２） ２０５ （３．７） ２６７ （３．７） ４０５ （４．０） ４６９ （４．９） ５０８ （５．３）
乌拉圭 ２１９ （５．３） ２６２ （４．５） ３３９ （４．９） ４９７ （３．８） ５６１ （４．６） ６００ （５．６）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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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犐犛犃２０００数学／变化和关系量表上学生成绩的平均数，变异量和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性别差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２ （３．２） ９５ （１．８） ５２５ （４．１） ５１９ （４．６） ６ （５．８）
奥地利 ４９９ （３．１） ９７ （２．４） ５０６ （４．７） ４９５ （３．９） １１ （６．１）
比利时 ５１４ （３．８） １２１ （２．８） ５１６ （５．１） ５１３ （４．７） ２ （６．１）
加拿大 ５２０ （１．３） ９１ （１．１） ５２３ （１．７） ５１８ （１．４） ５ （１．９）
捷克 ４８４ （３．０） １１４ （１．８） ４８７ （４．６） ４８２ （３．５） ４ （５．８）
丹麦 ４９９ （２．７） １０２ （１．９） ５０５ （３．９） ４９４ （３．４） １２ （５．０）
芬兰 ５２９ （２．１） ９２ （１．７） ５２９ （３．２） ５３０ （２．７） －１ （４．１）
法国 ５１５ （２．７） １０６ （２．０） ５１８ （４．３） ５１１ （３．６） ７ （５．６）
德国 ４８５ （２．４） １１１ （２．２） ４８８ （３．９） ４８３ （３．８） ５ （５．９）
希腊 ４３０ （５．２） １２４ （２．８） ４３３ （７．９） ４２８ （５．１） ５ （８．４）
匈牙利 ４７９ （４．１） １１５ （２．０） ４７７ （４．９） ４８０ （５．３） －３ （６．２）
冰岛 ５０７ （２．８） ９７ （１．９） ５０５ （４．３） ５１１ （３．６） －５ （５．５）
爱尔兰 ５０１ （２．７） ８５ （１．６） ５０４ （４．１） ４９９ （３．６） ６ （５．４）
意大利 ４４３ （３．０） １０１ （２．７） ４４４ （５．４） ４４２ （３．７） ２ （７．１）
日本 ５３６ （５．１） １０５ （２．５） ５３８ （６．７） ５３４ （５．８） ４ （７．１）
韩国 ５３０ （２．６） ８４ （１．４） ５３７ （３．７） ５２２ （４．３） １５ （６．１）
卢森堡 ４２４ （２．６） １１１ （２．４） ４２７ （３．５） ４２１ （３．８） ６ （５．１）
墨西哥 ３５８ （３．１） １００ （２．５） ３６１ （４．５） ３５５ （３．４） ６ （４．８）
新西兰 ５２７ （３．０） １００ （１．８） ５２７ （４．９） ５２９ （４．１） －２ （６．６）
挪威 ４９４ （３．１） ９４ （１．９） ４９７ （３．７） ４９１ （３．４） ６ （４．０）
波兰 ４５１ （５．７） １２１ （２．９） ４５１ （７．９） ４５１ （６．３） ０ （８．７）
葡萄牙 ４４８ （３．６） ９９ （２．７） ４５５ （４．２） ４４３ （４．６） １２ （５．３）
西班牙 ４６８ （２．８） １０４ （２．０） ４７５ （４．０） ４６２ （３．３） １３ （４．７）
瑞典 ５０２ （２．６） １０２ （１．８） ５０４ （３．６） ５００ （３．６） ４ （４．８）
瑞士 ５１０ （４．８） １２５ （２．２） ５１４ （５．９） ５０６ （５．７） ８ （６．４）
英国 ５１９ （２．２） ９２ （１．８） ５２０ （３．２） ５１９ （３．２） １ （４．６）
美国 ４８６ （６．０） １０１ （２．３） ４８８ （６．７） ４８３ （６．６） ５ （５．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５ （１．６） １１３ （０．９） ４８８ （２．０） ４８２ （１．９） ６ （２．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８８ （０．７） １１１ （０．５） ４９１ （１．０） ４８６ （０．９） ６ （１．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６３ （４．８） １４０ （３．６） ２７２ （５．４） ２５５ （６．４） １７ （７．１）
中国香港 ５４６ （３．０） ９９ （１．９） ５５１ （４．７） ５４０ （４．１） １２ （６．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４５ （３．０） ７１ （１．８） ３４６ （３．７） ３４４ （３．３） ２ （３．７）
拉脱维亚 ４５０ （４．７） １２４ （２．４） ４５０ （５．９） ４５２ （５．８） －２ （６．６）
列支敦士登 ５０２ （１２．４） １３１ （７．５） ５０２ （１９．７） ５０６ （１７．２） －４ （２６．８）
俄罗斯 ４６７ （５．５） １２１ （２．３） ４６５ （５．７） ４６９ （６．６） －５ （５．６）
泰国 ４２１ （２．２） ６２ （１．３） ４１９ （３．２） ４２２ （２．５） －３ （３．５）

荷兰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百分位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６１ （１１．３） ３９８ （３．７） ４６３ （３．２） ５８７ （４．８） ６４３ （４．８） ６７４ （６．３）
奥地利 ３３７ （９．３） ３７４ （５．５） ４３７ （２．６） ５６７ （５．９） ６２０ （６．３） ６５４ （６．０）
比利时 ２９８ （１０．５） ３５６ （９．２） ４３９ （６．４） ５９５ （３．２） ６６１ （５．４） ６９８ （５．１）
加拿大 ３６５ （４．６） ４０２ （２．９） ４６２ （２．３） ５８３ （２．０） ６３２ （２．０） ６６４ （２．１）
捷克 ２９４ （９．２） ３３６ （３．６） ４１２ （６．１） ５６２ （５．３） ６２９ （３．３） ６６７ （４．２）
丹麦 ３２６ （５．７） ３６７ （５．７） ４３４ （３．７） ５６８ （３．１） ６３０ （４．７） ６６３ （６．９）
芬兰 ３７５ （７．６） ４１０ （２．５） ４７２ （４．６） ５９２ （３．６） ６４５ （２．８） ６７７ （３．２）
法国 ３３１ （８．０） ３７６ （６．６） ４４７ （３．５） ５８５ （２．７） ６４８ （４．４） ６８５ （６．１）
德国 ２９３ （８．７） ３４０ （７．７） ４１３ （４．１） ５６２ （３．４） ６２４ （２．９） ６５９ （３．７）
希腊 ２２１ （１０．２） ２７０ （８．１） ３５０ （６．８） ５１４ （６．０） ５９０ （７．４） ６３０ （８．５）
匈牙利 ２８８ （９．３） ３３０ （６．７） ４０１ （４．７） ５５６ （４．２） ６２９ （５．８） ６６７ （７．３）
冰岛 ３４３ （９．８） ３８２ （６．７） ４４６ （４．６） ５７１ （３．０） ６３２ （４．２） ６６７ （６．２）
爱尔兰 ３５７ （８．２） ３９０ （４．０） ４４７ （５．２） ５５８ （４．７） ６０７ （３．１） ６３６ （４．５）
意大利 ２７０ （１２．０） ３１２ （６．１） ３７７ （６．２） ５１２ （３．５） ５６８ （３．８） ６００ （３．９）
日本 ３５５ （９．０） ４０３ （８．５） ４６８ （７．３） ６０８ （５．１） ６６７ （７．１） ７０１ （５．８）
韩国 ３８９ （６．８） ４２４ （４．８） ４７５ （３．３） ５８８ （３．０） ６３５ （５．７） ６６７ （５．６）
卢森堡 ２３６ （１０．０） ２７８ （６．８） ３５３ （４．８） ４９９ （４．６） ５６５ （６．５） ５９８ （８．２）
墨西哥 １９３ （６．８） ２２８ （７．４） ２９０ （４．６） ４２７ （４．０） ４８６ （４．５） ５２０ （６．１）
新西兰 ３５４ （８．４） ３９８ （５．８） ４６５ （５．４） ５９６ （４．９） ６５１ （５．５） ６８２ （５．０）
挪威 ３３５ （１０．７） ３７２ （４．７） ４３３ （４．６） ５５６ （４．１） ６１１ （４．７） ６４２ （５．８）
波兰 ２５１ （１６．０） ２９３ （５．８） ３７２ （６．３） ５３７ （８．４） ６０２ （９．５） ６３８ （７．９）
葡萄牙 ２７９ （１０．０） ３１９ （６．０） ３８４ （６．１） ５１６ （３．５） ５７３ （５．３） ６０５ （３．８）
西班牙 ２９０ （９．１） ３３２ （７．０） ４０１ （４．８） ５３８ （３．２） ６０２ （５．５） ６３７ （６．３）
瑞典 ３２８ （１０．８） ３７１ （３．７） ４３５ （４．０） ５７２ （３．７） ６３０ （４．０） ６６４ （６．５）
瑞士 ２９７ （９．５） ３４６ （６．５） ４２８ （６．２） ５９３ （４．９） ６６９ （８．１） ７１３ （６．５）
英国 ３６５ （８．５） ３９９ （３．５） ４５９ （２．９） ５８３ （３．０） ６３６ （２．８） ６６６ （５．３）
美国 ３１４ （１３．１） ３５３ （７．１） ４２０ （６．８） ５５４ （８．５） ６１４ （５．３） ６４８ （８．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８９ （２．８） ３３５ （２．８） ４１３ （２．４） ５６３ （１．７） ６２６ （１．９） ６６０ （２．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９５ （２．５） ３４２ （２．１） ４１８ （１．４） ５６４ （０．９） ６２６ （１．０） ６６２ （１．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３ （９．０） ８１ （６．２） １６６ （６．１） ３６３ （８．２） ４４８ （１０．１） ４９２ （１３．０）
中国香港 ３７１ （８．７） ４１６ （４．６） ４８２ （５．２） ６１４ （４．４） ６６９ （４．９） ７０３ （６．２）
印度尼西亚 ２２４ （７．３） ２５５ （４．７） ２９７ （３．１） ３９４ （４．１） ４３５ （５．３） ４５９ （５．５）
拉脱维亚 ２４１ （１１．３） ２８９ （８．６） ３６９ （６．５） ５３８ （７．３） ６１３ （５．３） ６４７ （７．６）
列支敦士登 ２７８ （３６．８） ３３１ （３１．１） ４１６ （１６．９） ５９１ （１４．９） ６６６ （２５．０） ７２０ （２８．６）
俄罗斯 ２６０ （９．３） ３０８ （１０．０） ３８９ （６．１） ５４８ （６．１） ６２２ （６．６） ６６１ （８．９）
泰国 ３２１ （６．３） ３４３ （４．３） ３８０ （３．２） ４６２ （３．７） ４９９ （３．７） ５２４ （４．６）

荷兰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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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数量量表上各能力水平学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５ （０．４） １１．０ （０．５） １９．０ （０．８） ２４．３ （０．９） ２２．４ （０．６） １２．５ （０．６） ５．２ （０．４）

奥地利 ３．７ （０．５） １１．２ （０．９） ２０．９ （１．０） ２７．２ （１．１） ２３．１ （１．０） １１．２ （０．８） ２．８ （０．４）

比利时 ７．２ （０．６） ８．９ （０．５） １５．１ （０．５） ２０．６ （０．６） ２２．３ （０．６） １７．５ （０．６） ８．５ （０．５）

加拿大 ３．８ （０．３） ８．８ （０．４） １８．１ （０．６） ２５．２ （０．６） ２３．７ （０．５） １４．４ （０．５） ６．０ （０．３）

捷克 ４．７ （０．７） ９．７ （０．９） １７．２ （０．９） ２３．５ （１．０） ２３．１ （０．９） １５．０ （０．７） ６．７ （０．６）

丹麦 ４．７ （０．６） １０．４ （０．６） １９．９ （０．８） ２６．３ （０．９） ２２．７ （０．９） １２．０ （０．７） ４．０ （０．４）

芬兰 １．４ （０．２） ５．０ （０．５） １４．６ （０．７） ２６．９ （０．７） ２７．３ （０．９） １７．９ （０．７） ７．０ （０．４）

法国 ６．７ （０．７） １１．１ （０．８） ２０．４ （１．０） ２５．４ （１．２） ２１．９ （０．８） １１．０ （０．７） ３．５ （０．３）

德国 ８．５ （０．７） １０．４ （０．８） １７．５ （０．９） ２２．０ （１．１） ２２．０ （１．２） １４．１ （１．０） ５．５ （０．４）

希腊 １９．０ （１．２） １９．８ （０．９） ２５．１ （０．９） ２０．０ （０．９） １１．０ （０．８） ４．１ （０．６） １．０ （０．３）

匈牙利 ７．８ （０．７） １３．５ （０．８） ２１．６ （０．９） ２５．２ （０．９） １９．７ （０．８） ９．７ （０．７） ２．５ （０．３）

冰岛 ６．２ （０．４） １０．９ （０．６） １９．１ （１．１） ２４．３ （１．０） ２２．５ （０．８） １２．７ （０．７） ４．２ （０．５）

爱尔兰 ５．６ （０．６） １２．３ （０．９） ２３．０ （１．０） ２６．９ （１．１） ２０．６ （０．８） ９．５ （０．６） ２．２ （０．４）

意大利 １３．７ （１．１） １６．１ （０．７） ２２．０ （０．８） ２２．４ （０．８） １５．２ （０．８） ７．７ （０．５） ２．８ （０．３）

日本 ５．７ （０．７） ９．２ （０．８） １６．６ （０．８） ２３．１ （１．１） ２３．６ （１．０） １５．１ （０．８） ６．７ （０．８）

韩国 ２．６ （０．３） ７．２ （０．７） １７．０ （０．８） ２５．２ （０．８） ２６．０ （１．０） １５．６ （０．９） ６．４ （０．８）

卢森堡 ６．５ （０．４） １２．４ （０．８） ２１．８ （１．０） ２６．２ （１．３） ２１．０ （０．８） ９．４ （０．６） ２．７ （０．３）

墨西哥 ３５．５ （１．８） ２５．０ （１．２） ２１．４ （１．１） １２．４ （０．８） ４．６ （０．５） １．０ （０．２） ０．１ （０．１）

荷兰 ４．１ （０．７） １０．１ （１．０） １８．３ （１．２） ２３．０ （１．２） ２１．９ （１．１） １５．９ （１．０） ６．７ （０．６）

新西兰 ６．４ （０．６） １１．９ （０．７） ２０．１ （０．７） ２３．６ （０．８） ２１．２ （０．８） １１．９ （０．６） ５．０ （０．３）

挪威 ７．７ （０．５） １３．８ （０．７） ２２．８ （０．９） ２５．４ （１．１） １８．８ （０．９） ８．９ （０．６） ２．６ （０．３）

波兰 ７．１ （０．７） １３．５ （０．７） ２４．２ （１．０） ２７．１ （０．９） １８．７ （０．８） ７．６ （０．６） １．８ （０．３）

葡萄牙 １２．９ （１．２） １８．３ （１．１） ２５．２ （０．８） ２３．４ （１．２） １３．８ （０．８） ５．２ （０．４） １．２ （０．２）

斯洛伐克 ５．６ （０．７） １０．６ （０．８） ２０．０ （０．８） ２６．１ （０．９） ２１．９ （０．８） １２．３ （０．８） ３．６ （０．４）

西班牙 ８．９ （０．７） １３．２ （０．９） ２２．５ （０．８） ２５．０ （０．７） １８．８ （０．８） ８．８ （０．６） ２．６ （０．３）

瑞典 ４．４ （０．５） １０．３ （０．６） ２１．４ （０．８） ２７．３ （１．０） ２１．６ （０．９） １１．１ （０．８） ３．９ （０．６）

瑞士 ４．２ （０．４） ８．６ （０．６） １６．０ （０．８） ２４．２ （１．０） ２４．６ （０．８） １５．７ （０．９） ６．７ （０．９）

土耳其 ３２．１ （２．１） ２３．１ （１．０） ２０．２ （１．１） １２．６ （１．１） ６．５ （１．０） ３．２ （０．７） ２．３ （０．９）

美国 １３．７ （１．０） １５．６ （０．８） ２２．０ （０．７） ２１．９ （０．８） １６．０ （０．７） ８．１ （０．７） ２．８ （０．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３ （０．３） １４．１ （０．３） ２０．３ （０．３） ２２．０ （０．３） １７．８ （０．３） ９．７ （０．２） ３．７ （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８ （０．２） １２．５ （０．２） ２０．１ （０．２） ２３．７ （０．２） １９．９ （０．２） １１．０ （０．１） ４．０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１．１ （１．８） ２０．７ （１．１） １５．０ （０．８） ８．３ （０．８） ３．４ （０．６） １．２ （０．３） ０．４ （０．２）

中国香港 ４．１ （０．７） ７．０ （０．７） １３．７ （１．２） ２１．５ （１．３） ２５．８ （１．２） １８．７ （０．９） ９．２ （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５１．５ （１．９） ２４．７ （０．９） １４．９ （１．０） ６．１ （０．６） ２．１ （０．５） ０．６ （０．２）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７．４ （０．９） １５．５ （１．２） ２６．４ （１．１） ２７．７ （１．２） １６．３ （１．１） ５．５ （０．６） １．２ （０．３）

列支敦士登 ４．０ （１．４） ７．６ （１．４） １６．５ （２．９） ２４．１ （２．９） ２４．８ （２．６） １７．１ （２．４） ６．０ （１．５）

中国澳门 ２．４ （０．６） ８．１ （１．３） １７．８ （１．４） ２５．８ （１．７） ２５．３ （１．８） １５．６ （１．５） ５．１ （１．１）

俄罗斯 １１．１ （１．０） １６．８ （１．０） ２５．８ （０．９） ２４．６ （１．０） １４．８ （１．０） ５．６ （０．６） １．４ （０．３）

塞尔维亚 １３．６ （１．１） ２０．６ （１．１） ２７．１ （１．２） ２２．１ （１．１） １２．３ （１．０） ３．７ （０．６） ０．７ （０．２）

泰国 ２７．７ （１．４） ２６．４ （１．２） ２３．３ （０．９） １３．７ （０．８） ６．３ （０．６） ２．０ （０．４） ０．６ （０．２）

突尼斯 ４９．０ （１．３） ２５．２ （１．０） １６．１ （０．９） ７．０ （０．６） ２．２ （０．４）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１）

乌拉圭 ２５．６ （１．１） １９．５ （０．８） ２２．１ （０．８） １８．１ （１．２） １０．０ （０．７） ３．７ （０．４） ０．９ （０．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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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ｂ

数学／数量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男女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男—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９ （０．６） １１．５ （０．６） １８．２ （１．２） ２３．８ （１．５） ２１．６ （１．１） １２．９ （０．８） ６．０ （０．６）
奥地利 ３．９ （０．６） １１．４ （１．１） ２０．６ （１．１） ２６．０ （１．４） ２２．６ （１．４） １２．２ （１．１） ３．３ （０．７）
比利时 ７．９ （０．８） ９．４ （０．７） １４．６ （０．８） １９．３ （０．８） ２１．６ （０．９） １７．６ （０．８） ９．７ （０．６）
加拿大 ４．５ （０．４） ８．８ （０．５） １６．６ （０．７） ２３．２ （０．７） ２３．４ （０．８） １６．１ （０．８） ７．５ （０．５）
捷克 ４．１ （０．７） ９．７ （１．０） １７．５ （１．１） ２３．０ （１．１） ２２．３ （１．１） １６．０ （１．２） ７．３ （０．８）
丹麦 ４．２ （０．６） ９．９ （０．９） １８．８ （１．２） ２６．３ （１．３） ２３．８ （１．１） １２．８ （１．０） ４．２ （０．５）
芬兰 １．５ （０．３） ５．５ （０．７） １４．３ （０．９） ２５．９ （１．０） ２６．５ （１．１） １８．３ （０．８） ８．０ （０．６）
法国 ７．３ （１．１） １１．１ （０．９） １９．７ （１．３） ２４．５ （１．３） ２１．２ （１．０） １２．１ （０．９） ４．１ （０．５）
德国 ８．８ （１．０） １０．９ （０．９） １７．３ （１．３） ２０．７ （１．４） ２１．３ （１．８） １４．８ （１．４） ６．２ （０．６）
希腊 １６．９ （１．４） １７．９ （１．１） ２４．０ （１．４） ２０．７ （１．３） １３．３ （１．１） ５．６ （０．９） １．６ （０．５）
匈牙利 ７．９ （０．８） １３．６ （０．９） ２１．６ （１．１） ２４．７ （１．２） １９．１ （１．１） １０．０ （０．８） ３．１ （０．５）
冰岛 ８．８ （０．８） １３．０ （０．９） ２０．２ （１．６） ２３．６ （１．６） ２０．１ （１．３） １０．８ （０．９） ３．６ （０．８）
爱尔兰 ５．１ （０．７） １１．４ （１．２） ２２．７ （１．２） ２６．６ （１．８） ２１．２ （１．３） １０．３ （０．８） ２．７ （０．５）
意大利 １３．４ （１．４） １５．４ （１．０） ２０．３ （１．０） ２１．９ （１．１） １５．８ （１．２） ９．１ （０．９） ４．０ （０．４）
日本 ６．４ （１．０） ９．８ （０．９） １６．１ （０．９） ２１．３ （１．３） ２２．２ （１．３） １５．５ （１．１） ８．５ （１．５）
韩国 ２．４ （０．４） ６．２ （０．８） １５．０ （１．１） ２３．８ （１．０） ２７．２ （１．４） １７．８ （１．３） ７．６ （０．８）
卢森堡 ６．３ （０．７） １２．６ （０．９） ２１．０ （１．１） ２４．０ （１．７） ２１．８ （１．７） １０．９ （１．１） ３．４ （０．５）
墨西哥 ３３．８ （２．１） ２４．４ （１．１） ２１．１ （１．４） １３．８ （１．１） ５．４ （０．６） １．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荷兰 ４．０ （０．９） １０．４ （１．２） １９．０ （１．５） ２３．１ （１．７） ２１．７ （１．４） １５．１ （１．３） ６．７ （０．７）
新西兰 ６．２ （０．７） １１．５ （０．９） １８．９ （０．９） ２２．１ （１．１） ２２．２ （１．０） １３．１ （０．９） ６．０ （０．５）
挪威 ８．７ （０．７） １３．５ （０．８） ２２．３ （１．３） ２４．４ （１．６） １８．５ （１．０） ９．７ （０．９） ３．０ （０．５）
波兰 ８．５ （１．０） １２．８ （０．８） ２３．０ （１．４） ２５．７ （１．３） １８．９ （１．２） ８．７ （０．８） ２．３ （０．５）
葡萄牙 １３．２ （１．４） １６．８ （１．４） ２３．１ （１．１） ２２．７ （１．４） １５．５ （１．１） ６．９ （０．７） １．８ （０．４）
斯洛伐克 ５．２ （０．９） １０．３ （１．１） １８．９ （１．１） ２５．１ （１．３） ２２．０ （１．２） １３．９ （１．０） ４．５ （０．６）
西班牙 ９．５ （０．９） １２．８ （１．３） ２１．５ （１．２） ２４．０ （１．０） １９．１ （１．１） ９．９ （０．８） ３．２ （０．４）
瑞典 ４．６ （０．７） １０．１ （０．９） ２１．０ （１．２） ２６．９ （１．４） ２１．６ （１．３） １１．４ （１．１） ４．５ （０．７）
瑞士 ３．９ （０．５） ８．８ （０．８） １５．８ （１．１） ２３．４ （１．７） ２４．１ （１．１） １６．１ （１．２） ７．９ （１．２）
土耳其 ３０．２ （２．４） ２１．５ （１．３） ２０．８ （１．５） １３．８ （１．２） ７．１ （１．１） ３．７ （０．９） ２．９ （１．２）
美国 １４．２ （１．２） １４．９ （１．１） ２１．４ （１．０） ２１．４ （１．１） １５．８ （０．９） ８．８ （０．９） ３．５ （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４ （０．４） １３．７ （０．４） １９．７ （０．４） ２１．４ （０．４） １７．８ （０．４） １０．５ （０．３） ４．５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８ （０．２） １２．３ （０．２） １９．５ （０．２） ２３．０ （０．３） １９．９ （０．２） １１．８ （０．１） ４．７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８．５ （２．５） ２０．３ （１．８） １５．３ （１．１） ９．２ （１．０） ４．２ （１．０） １．８ （０．６） ０．７ （０．４）
中国香港 ５．２ （１．１） ７．６ （０．９） １３．４ （１．５） ２０．１ （１．８） ２４．６ （１．７） １８．８ （１．３） １０．３ （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５０．６ （２．０） ２６．０ （１．５） １４．９ （１．２） ５．８ （０．７） ２．０ （０．４） ０．６ （０．２）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７．５ （１．２） １６．０ （１．４） ２５．７ （１．４） ２６．５ （１．６） １６．５ （１．３） ６．１ （０．９） １．７ （０．４）
列支敦士登 ５．２ （２．３） ５．８ （２．３） １２．５ （３．５） ２３．６ （４．６） ２４．９ （３．９） １９．１ （３．１） ８．９ （２．３）
中国澳门 ２．４ （１．１） ７．７ （１．８） １６．０ （２．０） ２３．７ （２．８） ２５．９ （２．５） １７．７ （２．３） ６．７ （１．８）
俄罗斯 １１．４ （１．４） １６．５ （１．３） ２４．４ （１．２） ２４．２ （１．３） １５．２ （１．３） ６．６ （０．９） １．９ （０．５）
塞尔维亚 １５．２ （１．４） ２１．１ （１．４） ２６．１ （１．４） １９．３ （１．５） １２．８ （１．２） ４．６ （０．８） ０．９ （０．３）
泰国 ２９．０ （１．７） ２６．１ （１．３） ２２．７ （１．２） １３．３ （１．１） ６．１ （１．０） ２．０ （０．５） ０．７ （０．３）
突尼斯 ４５．４ （１．４） ２６．５ （１．３） １７．０ （１．３） ７．５ （０．８） ２．９ （０．５） 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１）
乌拉圭 ２４．３ （１．５） １８．８ （１．１） ２２．０ （１．２） １８．７ （１．５） １０．５ （０．９） ４．３ （０．６） １．４ （０．３）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女—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０ （０．５） １０．５ （０．７） １９．９ （０．８） ２４．８ （０．７） ２３．２ （０．８） １２．２ （０．８） ４．４ （０．４）
奥地利 ３．４ （０．６） １１．０ （１．３） ２１．２ （１．６） ２８．４ （１．２） ２３．６ （１．３） １０．１ （０．９） ２．３ （０．５）
比利时 ６．５ （０．８） ８．３ （０．８） １５．６ （０．８） ２２．１ （０．８） ２３．０ （０．９） １７．４ （０．８） ７．２ （０．６）
加拿大 ３．３ （０．３） ８．４ （０．５） １８．２ （０．７） ２６．７ （０．７） ２４．５ （０．６） １３．６ （０．６） ５．３ （０．５）
捷克 ５．２ （１．１） ９．７ （１．２） １６．９ （１．２） ２４．０ （１．４） ２３．９ （１．５） １４．１ （１．２） ６．１ （０．７）
丹麦 ５．２ （０．８） １０．９ （０．８） ２１．０ （１．１） ２６．３ （１．２） ２１．６ （１．１） １１．２ （０．８） ３．７ （０．６）
芬兰 １．２ （０．３） ４．４ （０．６） １４．９ （０．８） ２７．９ （１．１） ２８．２ （１．３） １７．４ （１．０） ５．９ （０．５）
法国 ６．１ （０．８） １１．１ （１．１） ２１．０ （１．２） ２６．２ （１．６） ２２．５ （１．２） １０．０ （１．１） ２．９ （０．５）
德国 ７．９ （０．８） ９．８ （１．２） １７．７ （１．２） ２３．５ （１．３） ２２．７ （１．１） １３．６ （１．２） ４．７ （０．６）
希腊 ２１．０ （１．５） ２１．５ （１．３） ２６．２ （１．５） １９．３ （１．７） ８．９ （１．０） ２．７ （０．６） ０．５ （０．２）
匈牙利 ７．７ （０．９） １３．３ （１．２） ２１．７ （１．２） ２５．８ （１．４） ２０．４ （１．１） ９．３ （０．９） １．９ （０．４）
冰岛 ３．４ （０．６） ８．７ （１．０） １８．１ （１．１） ２５．０ （１．３） ２５．２ （１．３） １４．７ （１．０） ４．９ （０．６）
爱尔兰 ６．０ （０．８） １３．２ （１．０） ２３．４ （１．３） ２７．１ （１．１） ２０．０ （１．４） ８．６ （１．０） １．８ （０．５）
意大利 １３．９ （１．５） １６．８ （１．０） ２３．５ （１．０） ２２．９ （１．１） １４．７ （１．０） ６．５ （０．５） １．８ （０．２）
日本 ５．１ （０．９） ８．６ （１．１） １７．１ （１．１） ２４．８ （１．５） ２４．９ （１．３） １４．７ （１．０） ４．９ （０．５）
韩国 ２．８ （０．５） ８．８ （１．２） ２０．０ （１．４） ２７．１ （１．３） ２４．２ （１．４） １２．４ （１．１） ４．７ （１．０）
卢森堡 ６．７ （０．６） １２．３ （１．１） ２２．６ （１．３） ２８．３ （１．５） ２０．２ （１．２） ７．９ （０．７） ２．０ （０．３）
墨西哥 ３７．１ （２．１） ２５．６ （１．８） ２１．７ （１．３） １１．１ （０．９） ３．７ （０．５） ０．７ （０．２） ０．１ （０．０）
荷兰 ４．２ （０．９） ９．８ （１．２） １７．５ （１．５） ２２．９ （１．４） ２２．２ （１．３） １６．７ （１．３） ６．７ （０．８）
新西兰 ６．６ （０．７） １２．２ （１．０） ２１．４ （１．２） ２５．１ （１．０） ２０．１ （１．２） １０．７ （０．９） ４．０ （０．５）
挪威 ６．６ （０．７） １４．１ （１．１） ２３．２ （１．２） ２６．５ （１．４） １９．１ （１．３） ８．１ （０．８） ２．２ （０．４）
波兰 ５．６ （０．８） １４．２ （１．３） ２５．３ （１．３） ２８．５ （１．１） １８．５ （１．０） ６．６ （０．７） １．４ （０．４）
葡萄牙 １２．６ （１．４） １９．８ （１．４） ２７．２ （１．１） ２４．０ （１．４） １２．３ （１．０） ３．６ （０．５） ０．６ （０．３）
斯洛伐克 ６．０ （０．９） １０．８ （１．０） ２１．１ （１．１） ２７．１ （１．１） ２１．８ （１．１） １０．５ （１．０） ２．７ （０．５）
西班牙 ８．４ （０．６） １３．６ （１．０） ２３．５ （１．１） ２６．１ （１．１） １８．６ （１．０） ７．８ （０．７） ２．１ （０．３）
瑞典 ４．２ （０．７） １０．４ （０．９） ２１．９ （１．３） ２７．６ （１．８） ２１．７ （１．４） １０．９ （０．９） ３．３ （０．８）
瑞士 ４．４ （０．６） ８．５ （０．８） １６．２ （０．９） ２５．１ （１．２） ２５．２ （１．０） １５．２ （１．３） ５．４ （０．７）
土耳其 ３４．４ （２．５） ２５．０ （１．６） １９．５ （１．４） １１．１ （１．３） ５．９ （１．３） ２．６ （０．８） １．５ （０．７）
美国 １３．２ （１．０） １６．３ （０．９） ２２．７ （１．０） ２２．４ （１．１） １６．１ （０．９） ７．３ （０．８） ２．０ （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２．２ （０．４） １４．５ （０．４） ２０．９ （０．３） ２２．６ （０．４） １７．９ （０．３） ８．９ （０．３） ２．９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８ （０．２） １２．８ （０．２） ２０．７ （０．２） ２４．４ （０．２） １９．８ （０．２） １０．２ （０．２） ３．３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３．４ （１．９） ２１．０ （１．５） １４．７ （１．０） ７．５ （１．０） ２．７ （０．５） ０．７ （０．３） ０．２ （０．２）
中国香港 ３．０ （０．６） ６．３ （０．９） １４．０ （１．３） ２２．９ （１．４） ２７．０ （１．３） １８．７ （１．６） ８．１ （０．９）
印度尼西亚 ５２．５ （２．２） ２３．５ （１．２） １４．８ （１．２） ６．４ （０．８） ２．２ （０．７） 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７．４ （０．９） １５．１ （１．６） ２７．０ （１．８） ２８．７ （１．５） １６．２ （１．４） ４．９ （０．７） ０．７ （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２．８ （１．９） ９．４ （２．８） ２０．７ （６．０） ２４．７ （５．６） ２４．６ （４．５） １４．９ （３．４） ３．０ （１．６）
中国澳门 ２．３ （０．７） ８．６ （１．６） １９．５ （２．０） ２７．７ （２．５） ２４．７ （３．１） １３．６ （２．２） ３．５ （１．０）
俄罗斯 １０．９ （１．１） １７．１ （１．２） ２７．２ （１．１） ２４．９ （１．３） １４．４ （１．１） ４．６ （０．６） ０．９ （０．３）
塞尔维亚 １２．１ （１．４） ２０．１ （１．５） ２８．０ （１．５） ２４．９ （１．６） １１．７ （１．６） ２．８ （０．６） ０．４ （０．２）
泰国 ２６．７ （１．８） ２６．６ （１．７） ２３．７ （１．１） １３．９ （１．０） ６．５ （０．８） ２．０ （０．５） ０．６ （０．２）
突尼斯 ５２．５ （１．６） ２３．９ （１．３） １５．２ （１．１） ６．５ （０．９） １．６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７．０ （１．３） ２０．２ （１．４） ２２．２ （１．２） １７．６ （１．５） ９．６ （０．９） ３．０ （０．５） ０．４ （０．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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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数量量表上学生成绩的平均数，变异量和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性别差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１７ （２．１） ９７ （１．５） ５１８ （２．９） ５１６ （２．７） １ （３．７）
奥地利 ５１３ （３．０） ８６ （１．７） ５１５ （３．７） ５１２ （３．７） ３ （４．２）
比利时 ５３０ （２．３） １０９ （１．８） ５３０ （３．３） ５２９ （３．３） １ （４．７）
加拿大 ５２８ （１．８） ９４ （０．９） ５３３ （２．２） ５２８ （１．９） ５ （２．２）
捷克 ５２８ （３．５） ９８ （２．１） ５３１ （４．２） ５２５ （４．５） ６ （５．１）
丹麦 ５１６ （２．６） ９２ （１．６） ５２０ （３．２） ５１１ （２．９） ９ （３．１）
芬兰 ５４９ （１．８） ８３ （１．１） ５５０ （２．３） ５４７ （２．１） ３ （２．３）
法国 ５０７ （２．５） ９５ （１．８） ５０８ （３．８） ５０６ （２．９） ２ （４．４）
德国 ５１４ （３．４） １０６ （１．９） ５１５ （４．２） ５１４ （３．８） １ （４．４）
希腊 ４４６ （４．０） １００ （１．７） ４５８ （４．９） ４３５ （４．０） ２３ （４．０）
匈牙利 ４９６ （２．７） ９５ （１．９） ４９７ （３．３） ４９５ （３．２） ２ （３．６）
冰岛 ５１３ （１．５） ９６ （１．３） ５００ （２．５） ５２８ （２．３） －２８ （３．９）
爱尔兰 ５０２ （２．５） ８８ （１．３） ５０６ （３．１） ４９７ （３．５） ９ （４．３）
意大利 ４７５ （３．４） １０６ （２．０） ４８１ （５．０） ４６９ （４．４） １３ （６．５）
日本 ５２７ （３．８） １０２ （２．５） ５２８ （５．６） ５２５ （３．７） ３ （５．７）
韩国 ５３７ （３．０） ９０ （１．９） ５４６ （４．０） ５２４ （４．９） ２２ （６．２）
卢森堡 ５０１ （１．１） ９１ （１．１） ５０６ （２．２） ４９７ （１．６） ９ （３．２）
墨西哥 ３９４ （３．９） ９５ （１．９） ４００ （４．８） ３８８ （４．３） １２ （４．５）
荷兰 ５２８ （３．１） ９７ （２．４） ５２６ （４．２） ５３０ （３．６） －４ （４．７）
新西兰 ５１１ （２．２） ９９ （１．３） ５１７ （２．７） ５０５ （３．２） １２ （３．９）
挪威 ４９４ （２．２） ９４ （１．１） ４９４ （２．８） ４９４ （２．７） ０ （３．３）
波兰 ４９２ （２．５） ８９ （１．７） ４９３ （２．９） ４９１ （３．０） ２ （３．３）
葡萄牙 ４６５ （３．５） ９４ （１．８） ４７３ （４．１） ４５９ （３．７） １４ （３．３）
斯洛伐克 ５１３ （３．４） ９４ （２．３） ５１９ （４．０） ５０６ （３．６） １３ （３．６）
西班牙 ４９２ （２．５） ９７ （１．３） ４９５ （３．６） ４９０ （２．２） ５ （３．１）
瑞典 ５１４ （２．５） ９０ （１．７） ５１５ （２．９） ５１２ （３．２） ３ （３．６）
瑞士 ５３３ （３．１） ９６ （１．７） ５３６ （４．４） ５２９ （３．２） ７ （４．６）
土耳其 ４１３ （６．８） １１２ （５．１） ４２１ （８．０） ４０４ （６．６） １８ （６．３）
美国 ４７６ （３．２） １０５ （１．５） ４７８ （３．６） ４７４ （３．６） ４ （３．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７ （１．１） １０８ （０．７） ４９０ （１．４） ４８４ （１．３） ６ （１．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１ （０．６） １０２ （０．４） ５０４ （０．８） ４９８ （０．８） ６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６０ （５．０） １０９ （３．０） ３７０ （６．３） ３５１ （４．８） １８ （４．５）
中国香港 ５４５ （４．２） ９９ （２．６） ５４４ （６．０） ５４６ （４．１） －３ （６．１）
印度尼西亚 ３５７ （４．３） ９１ （２．４） ３５９ （４．０） ３５６ （５．０） ２ （３．１）
拉脱维亚 ４８２ （３．６） ８５ （１．４） ４８３ （４．４） ４８０ （３．６） ３ （３．４）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４ （４．１） ９３ （４．５） ５４４ （７．０） ５２３ （５．６） ２１ （９．９）
中国澳门 ５３３ （３．０） ８７ （２．３） ５４２ （４．３） ５２５ （４．２） １７ （６．０）
俄罗斯 ４７２ （４．０） ９２ （１．７） ４７６ （５．０） ４６９ （４．２） ６ （４．４）
塞尔维亚 ４５６ （３．８） ８９ （１．６） ４５５ （４．２） ４５８ （４．７） －３ （４．７）
泰国 ４１５ （３．１） ９３ （２．１） ４１２ （４．１） ４１７ （３．８） －５ （４．９）
突尼斯 ３６４ （２．８） ８８ （２．１） ３７２ （２．９） ３５７ （３．３） １６ （２．７）
乌拉圭 ４３０ （３．２） １０９ （１．６） ４３６ （３．９） ４２４ （３．８） １２ （４．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百分位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５２ （４．３） ３９０ （３．４） ４５１ （２．８） ５８５ （２．３） ６３９ （２．７） ６７１ （３．１）
奥地利 ３７０ （４．６） ４００ （５．３） ４５４ （３．５） ５７４ （３．４） ６２２ （３．６） ６５０ （４．１）
比利时 ３３２ （７．８） ３８２ （５．４） ４６０ （３．４） ６１０ （２．２） ６６２ （２．２） ６９０ （２．４）
加拿大 ３７０ （３．０） ４０７ （２．８） ４６６ （２．３） ５９３ （１．９） ６４７ （２．６） ６７７ （２．８）
捷克 ３６１ （７．３） ３９８ （６．４） ４６２ （４．６） ５９７ （３．４） ６５１ （３．９） ６８２ （３．９）
丹麦 ３６０ （５．４） ３９５ （３．９） ４５４ （３．１） ５８０ （２．９） ６３２ （３．８） ６６１ （４．５）
芬兰 ４０９ （３．９） ４４１ （３．２） ４９４ （２．４） ６０７ （２．２） ６５４ （２．３） ６８３ （２．８）
法国 ３４１ （７．３） ３８１ （５．４） ４４５ （３．６） ５７４ （２．８） ６２６ （３．４） ６５６ （３．８）
德国 ３２５ （６．８） ３６９ （６．４） ４４５ （４．７） ５９０ （４．０） ６４５ （３．２） ６７３ （３．２）
希腊 ２７９ （５．０） ３１６ （４．８） ３７９ （４．７） ５１４ （５．０） ５７３ （５．６） ６０９ （５．７）
匈牙利 ３３５ （５．７） ３７１ （５．２） ４３３ （４．１） ５６５ （３．３） ６１６ （３．４） ６４４ （３．７）
冰岛 ３４７ （４．０） ３８６ （３．４） ４４９ （３．０） ５８３ （２．２） ６３３ （２．８） ６６４ （４．６）
爱尔兰 ３５３ （５．３） ３８８ （４．３） ４４２ （３．４） ５６４ （３．０） ６１５ （３．１） ６４４ （３．２）
意大利 ２９７ （６．９） ３３６ （６．１） ４０４ （５．０） ５４８ （３．８） ６１０ （３．６） ６４５ （３．４）
日本 ３５０ （８．５） ３９３ （６．５） ４６２ （５．１） ５９８ （４．１） ６５２ （５．３） ６８２ （６．４）
韩国 ３８６ （５．１） ４２１ （４．５） ４７７ （３．８） ５９９ （３．６） ６５０ （４．６） ６８０ （５．９）
卢森堡 ３４５ （３．８） ３８２ （３．３） ４４０ （２．３） ５６５ （２．３） ６１７ （２．８） ６４７ （３．６）
墨西哥 ２３７ （６．５） ２７０ （５．５） ３２９ （４．７） ４６０ （４．７） ５１７ （５．１） ５５０ （４．８）
荷兰 ３６７ （７．０） ４００ （６．１） ４６１ （４．６） ６００ （３．２） ６５１ （３．３） ６８１ （４．１）
新西兰 ３４６ （４．６） ３８１ （４．２） ４４３ （３．５） ５８０ （３．０） ６３８ （２．５） ６６９ （３．５）
挪威 ３３６ （４．０） ３７２ （４．０） ４３１ （３．３） ５５９ （３．２） ６１４ （２．７） ６４５ （４．３）
波兰 ３４２ （５．１） ３７６ （５．０） ４３３ （３．４） ５５３ （２．７） ６０５ （３．６） ６３４ （３．８）
葡萄牙 ３０８ （７．１） ３４３ （６．３） ４０１ （５．０） ５２９ （３．３） ５８５ （３．７） ６１８ （４．０）
斯洛伐克 ３５２ （７．６） ３９１ （６．２） ４５１ （４．７） ５７８ （３．３） ６３０ （３．１） ６５９ （３．６）
西班牙 ３２７ （５．５） ３６５ （４．６） ４２９ （３．６） ５６０ （２．９） ６１４ （３．２） ６４５ （４．３）
瑞典 ３６４ （５．０） ３９８ （３．６） ４５４ （２．９） ５７５ （３．６） ６２８ （３．８） ６５９ （５．１）
瑞士 ３６６ （４．８） ４０５ （３．７） ４７１ （３．８） ５９９ （３．６） ６５２ （５．４） ６８２ （６．３）
土耳其 ２４２ （６．７） ２７７ （５．４） ３３７ （５．６） ４８１ （８．９） ５５９ （１４．３） ６１４ （２１．３）
美国 ３００ （５．９） ３３７ （５．４） ４０６ （４．４） ５５１ （３．３） ６１１ （３．８） ６４５ （５．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０３ （２．５） ３４３ （１．９） ４１５ （１．６） ５６４ （１．１） ６２３ （１．２） ６５７ （１．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２５ （１．４） ３６６ （１．２） ４３３ （０．９） ５７３ （０．６） ６２９ （０．７） ６６１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８８ （５．３） ２２３ （５．６） ２８６ （５．０） ４３２ （６．５） ５０２ （９．８） ５４５ （１０．６）
中国香港 ３６９ （９．２） ４１３ （７．７） ４８３ （６．０） ６１５ （３．６） ６６５ （３．９） ６９４ （４．６）
印度尼西亚 ２１３ （４．８） ２４３ （４．６） ２９５ （４．４） ４１６ （５．４） ４７５ （６．９） ５１４ （９．５）
拉脱维亚 ３３９ （６．８） ３７１ （５．４） ４２６ （４．１） ５３９ （４．２） ５８９ （４．５） ６１８ （４．４）
列支敦士登 ３６９ （１６．２） ４１０ （１４．３） ４７４ （７．２） ６０１ （６．２） ６４８ （１０．６） ６７５ （１１．０）
中国澳门 ３８８ （７．８） ４１８ （５．９） ４７２ （５．６） ５９４ （４．１） ６４５ （５．３） ６６９ （７．６）
俄罗斯 ３１６ （５．７） ３５３ （４．８） ４１１ （４．８） ５３５ （４．６） ５９０ （４．５） ６２２ （４．９）
塞尔维亚 ３１１ （３．９） ３４１ （４．４） ３９６ （４．６） ５１８ （４．６） ５７０ （４．７） ６０２ （５．９）
泰国 ２６９ （４．６） ２９９ （３．５） ３５１ （３．５） ４７５ （４．１） ５３７ （６．０） ５７６ （６．７）
突尼斯 ２２５ （３．１） ２５５ （３．４） ３０３ （３．２） ４２２ （３．８） ４８１ （５．５） ５１８ （６．４）
乌拉圭 ２４６ （５．４） ２８６ （４．６） ３５５ （４．１） ５０６ （４．０） ５６６ （３．７） ６０２ （５．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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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４ａ

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各能力水平学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１ （０．４） ９．０ （０．５） １７．５ （０．６） ２３．８ （０．６） ２３．０ （０．６） １５．１ （０．５） ７．４ （０．５）

奥地利 ７．４ （０．７） １５．２ （１．０） ２２．９ （１．３） ２４．３ （１．１） １７．９ （１．１） ９．３ （０．７） ３．０ （０．４）

比利时 ６．２ （０．５） １１．１ （０．５） １７．３ （０．６） ２０．４ （０．６） ２０．８ （０．６） １５．８ （０．５） ８．４ （０．４）

加拿大 ２．０ （０．２） ６．４ （０．４） １６．５ （０．６） ２５．６ （０．５） ２６．３ （０．６） １６．４ （０．６） ６．８ （０．５）

捷克 ５．２ （０．６） １４．４ （０．８） ２４．４ （１．１） ２４．２ （１．０） １９．２ （０．９） ９．３ （０．９） ３．３ （０．４）

丹麦 ４．４ （０．６） １０．４ （０．７） ２０．８ （０．８） ２５．８ （０．８） ２２．０ （０．８） １２．６ （０．７） ４．０ （０．４）

芬兰 １．６ （０．２） ５．５ （０．６） １５．４ （０．６） ２７．２ （０．８） ２７．０ （０．９） １６．４ （０．８） ６．８ （０．６）

法国 ６．０ （０．７） １２．３ （０．９） ２０．９ （０．８） ２５．３ （１．０） ２１．７ （０．７） １１．０ （０．６） ２．８ （０．３）

德国 ８．７ （０．８） １５．２ （０．８） ２１．８ （０．９） ２２．６ （１．０） １９．０ （０．９） ９．７ （０．８） ２．９ （０．３）

希腊 １２．８ （１．１） ２０．４ （１．３） ２７．３ （１．０） ２３．１ （０．９） １１．８ （０．９） ４．０ （０．６） ０．７ （０．２）

匈牙利 ６．０ （０．７） １５．２ （０．９） ２６．２ （１．１） ２６．５ （０．９） １７．３ （０．９） ７．１ （０．７） １．６ （０．３）

冰岛 ４．０ （０．４） ８．９ （０．６） １８．８ （０．７） ２４．４ （１．１） ２２．９ （０．９） １４．８ （０．７） ６．１ （０．５）

爱尔兰 ３．６ （０．４） １０．２ （０．７） ２１．２ （０．９） ２６．５ （０．９） ２２．０ （０．９） １２．４ （０．７） ４．０ （０．４）

意大利 １３．７ （１．１） １８．９ （０．７） ２５．６ （０．７） ２２．２ （０．９） １３．０ （０．８） ５．１ （０．４） １．４ （０．２）

日本 ４．９ （０．６） ９．１ （０．９） １７．５ （０．８） ２３．７ （１．１） ２３．５ （１．３） １４．８ （１．０） ６．６ （０．９）

韩国 ２．２ （０．３） ７．２ （０．６） １７．３ （０．８） ２５．０ （１．０） ２５．７ （０．９） １５．７ （０．８） ６．７ （０．８）

卢森堡 ８．２ （０．４） １４．６ （０．８） ２２．８ （１．０） ２４．５ （１．２） １８．２ （０．７） ８．７ （０．６） ２．９ （０．４）

墨西哥 ３５．３ （１．７） ３０．６ （１．３） ２１．３ （１．０） ９．５ （０．８） ２．７ （０．４） ０．５ （０．１） ０．０ （０．０）

荷兰 １．０ （０．２） ６．７ （０．８） １７．０ （１．０） ２３．４ （１．２） ２３．２ （１．３） １９．１ （１．１） ９．５ （０．８）

新西兰 ３．９ （０．５） ９．４ （０．８） １８．０ （１．０） ２３．３ （１．０） ２２．１ （１．０） １４．６ （０．７） ８．６ （０．５）

挪威 ５．７ （０．６） １１．８ （０．８） ２０．６ （０．８） ２４．４ （１．２） ２０．３ （０．８） １１．６ （０．９） ５．６ （０．４）

波兰 ５．２ （０．６） １３．９ （０．９） ２５．７ （１．０） ２７．４ （０．９） １８．７ （１．０） ７．５ （０．８） １．６ （０．３）

葡萄牙 ９．０ （１．１） １８．４ （１．１） ２７．７ （１．０） ２５．６ （１．１） １４．５ （１．０） ４．２ （０．４） ０．６ （０．２）

斯洛伐克 ８．６ （１．０） １７．９ （０．８） ２６．８ （０．９） ２４．１ （０．９） １５．７ （０．８） ５．６ （０．５） １．２ （０．２）

西班牙 ７．１ （０．６） １３．７ （０．７） ２５．５ （０．８） ２６．９ （０．８） １８．４ （０．７） ６．９ （０．５） １．５ （０．３）

瑞典 ６．４ （０．５） １１．８ （０．７） ２１．５ （０．８） ２２．９ （０．８） １９．７ （０．８） １２．１ （０．６） ５．６ （０．５）

瑞士 ６．３ （０．５） １０．７ （０．７） １９．１ （０．８） ２４．０ （０．９） ２１．２ （０．８） １２．９ （１．０） ５．８ （０．７）

土耳其 １８．６ （１．５） ２５．６ （１．４） ２５．３ （１．２） １６．６ （１．３） ８．０ （１．１） ３．４ （０．８） ２．６ （１．１）

美国 ９．０ （０．８） １４．９ （０．７） ２２．３ （０．７） ２３．６ （０．７） １７．４ （０．８） ９．５ （０．７） ３．２ （０．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９．８ （０．３） １４．９ （０．３） ２１．５ （０．２） ２２．６ （０．３） １７．９ （０．３） ９．７ （０．２） ３．６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７．４ （０．１） １３．３ （０．２） ２１．５ （０．２） ２３．８ （０．２） １９．２ （０．２） １０．６ （０．１） ４．２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３．５ （１．９） ２９．１ （１．３） １７．０ （０．９） ７．０ （０．７） ２．６ （０．５） ０．７ （０．３） ０．２ （０．１）

中国香港 ３．３ （０．７） ６．３ （０．７） １２．５ （０．９） １９．３ （０．９） ２４．８ （１．２） ２１．１ （１．１） １２．７ （１．１）

印度尼西亚 ３５．３ （１．６） ３６．７ （１．０） ２０．４ （１．１） ６．２ （０．７） １．３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０ ｃ

拉脱维亚 ８．３ （０．８） １７．８ （１．２） ２８．１ （１．３） ２５．７ （１．２） １４．６ （０．９） ４．５ （０．５） １．０ （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５．２ （１．６） ９．５ （２．０） １８．４ （２．３） ２３．０ （２．９） ２３．８ （３．０） １４．９ （２．５） ５．１ （１．４）

中国澳门 ２．５ （０．６） ７．２ （１．３） １８．９ （１．６） ２７．４ （２．０） ２３．５ （１．７） １４．９ （１．５） ５．４ （１．０）

俄罗斯 １９．０ （１．４） ２４．８ （１．１） ２６．３ （１．０） １８．１ （１．０） ８．６ （０．８） ２．７ （０．４） ０．５ （０．１）

塞尔维亚 ２０．１ （１．３） ２７．３ （１．１） ２６．８ （１．１） １７．４ （１．３） ６．７ （０．７） １．５ （０．３） ０．２ （０．１）

泰国 １８．１ （１．１） ３２．８ （１．０） ２９．６ （１．０） １４．１ （０．９） ４．３ （０．５） １．１ （０．３） ０．１ （０．１）

突尼斯 ４７．９ （１．３） ３２．３ （１．０） １４．８ （０．９） ４．２ （０．６） ０．８ （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ａ

乌拉圭 ２７．１ （１．３） ２３．５ （１．１） ２３．５ （１．３） １６．０ （０．８） ７．１ （０．５） ２．４ （０．３） ０．４ （０．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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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４ｂ

数学／不确定性量表上男女生各能力水平的人数比例

国家（地区）

男—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４ （０．５） ９．２ （０．７） １６．７ （０．８） ２２．７ （０．９） ２２．２ （０．８） １５．７ （０．７） ９．１ （０．８）
奥地利 ７．８ （０．９） １４．６ （１．３） ２２．４ （１．３） ２２．７ （１．３） １７．７ （１．２） １１．０ （０．９） ３．８ （０．６）
比利时 ６．３ （０．７） １１．６ （０．８） １６．４ （０．８） １９．２ （０．８） ２０．２ （０．９） １６．３ （０．９） １０．０ （０．７）
加拿大 ２．４ （０．３） ６．１ （０．４） １４．４ （０．６） ２２．５ （０．８） ２５．９ （０．７） １９．０ （０．８） ９．７ （０．７）
捷克 ４．２ （０．６） １３．２ （１．０） ２３．７ （１．２） ２３．７ （１．２） １９．７ （１．２） １１．３ （１．０） ４．１ （０．６）
丹麦 ３．７ （０．６） ８．７ （０．８） １８．７ （１．１） ２５．２ （１．１） ２３．９ （１．２） １４．７ （１．０） ５．２ （０．７）
芬兰 １．６ （０．３） ５．５ （０．７） １４．２ （０．８） ２５．４ （１．０） ２６．８ （１．１） １７．９ （１．１） ８．６ （１．０）
法国 ６．４ （１．０） １１．４ （１．２） １９．４ （１．２） ２４．１ （１．５） ２１．９ （１．２） １３．０ （０．９） ３．７ （０．５）
德国 ７．１ （１．１） １５．０ （１．２） ２１．１ （１．２） ２１．４ （１．３） １９．８ （１．１） １１．５ （１．０） ４．１ （０．６）
希腊 １１．５ （１．３） １７．８ （１．４） ２６．３ （１．４） ２３．８ （１．４） １４．１ （１．２） ５．４ （０．８） １．１ （０．２）
匈牙利 ５．９ （０．８） １４．５ （１．０） ２５．６ （１．３） ２６．３ （１．２） １７．７ （１．３） ７．９ （０．９） ２．１ （０．５）
冰岛 ４．８ （０．６） １０．０ （１．０） １９．４ （１．１） ２２．７ （１．７） ２２．１ （１．６） １４．４ （１．１） ６．４ （０．７）
爱尔兰 ３．３ （０．５） ９．２ （１．０） １９．３ （１．３） ２６．５ （１．３） ２２．７ （１．３） １３．６ （１．０） ５．２ （０．７）
意大利 １２．２ （１．４） １７．１ （１．０） ２３．２ （１．０） ２３．０ （１．５） １５．１ （１．１） ７．０ （０．６） ２．３ （０．３）
日本 ５．０ （０．８） ９．１ （０．９） １５．９ （１．１） ２１．５ （１．６） ２２．８ （２．２） １６．６ （１．４） ９．１ （１．６）
韩国 ２．１ （０．４） ６．３ （０．８） １５．３ （１．１） ２３．５ （１．２） ２７．１ （１．２） １７．８ （１．１） ８．０ （０．９）
卢森堡 ７．３ （０．６） １３．５ （０．９） ２１．０ （１．４） ２２．８ （１．６） ２０．３ （１．１） １１．０ （０．９） ４．１ （０．６）
墨西哥 ３４．８ （２．０） ２９．９ （１．３） ２１．１ （１．２） １０．２ （１．０） ３．２ （０．５） ０．６ （０．２） ０．０ （０．０）
荷兰 ０．６ （０．２） ５．９ （１．１） １６．８ （１．４） ２３．８ （１．４） ２３．１ （１．８） １９．２ （１．６） １０．６ （０．９）
新西兰 ３．９ （０．６） ９．２ （１．０） １７．１ （１．３） ２１．７ （１．４） ２２．３ （１．３） １５．４ （１．０） １０．４ （０．７）
挪威 ５．６ （０．６） １１．３ （０．９） １９．８ （１．１） ２３．７ （１．５） １９．９ （１．２） １２．８ （１．０） ７．０ （０．６）
波兰 ６．３ （０．９） １４．１ （１．２） ２３．４ （１．２） ２６．５ （１．１） １８．７ （１．１） ８．８ （０．９） ２．１ （０．４）
葡萄牙 ９．５ （１．３） １７．６ （１．１） ２５．３ （１．４） ２４．７ （１．３） １６．４ （１．２） ５．６ （０．７） ０．９ （０．３）
斯洛伐克 ７．８ （１．２） １６．２ （１．３） ２５．８ （１．２） ２３．９ （１．２） １７．７ （１．３） ６．９ （０．７） １．７ （０．４）
西班牙 ７．５ （０．８） １３．２ （０．９） ２３．７ （１．０） ２６．２ （１．１） １９．４ （１．２） ８．４ （０．８） １．８ （０．３）
瑞典 ６．５ （０．７） １０．９ （０．８） ２０．６ （１．１） ２２．７ （１．０） １９．９ （１．１） １２．６ （０．９） ６．７ （０．７）
瑞士 ５．４ （０．５） １０．０ （０．９） １７．７ （１．２） ２３．３ （１．３） ２１．５ （０．９） １４．６ （１．４） ７．７ （１．１）
土耳其 １７．５ （１．８） ２３．１ （１．９） ２４．５ （１．７） １８．０ （１．７） ９．６ （１．４） ４．１ （１．０） ３．１ （１．４）
美国 ９．９ （１．０） １４．５ （１．０） ２１．４ （１．０） ２２．７ （１．１） １７．４ （０．９） １０．０ （０．８） ４．１ （０．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９．８ （０．４） １４．２ （０．３） ２０．３ （０．３） ２１．９ （０．４） １８．２ （０．４） １０．９ （０．３） ４．７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７．１ （０．２） １２．６ （０．２） ２０．３ （０．２） ２３．０ （０．３） １９．７ （０．２） １１．９ （０．２） ５．３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０．４ （２．２） ２８．８ （１．７） １７．６ （１．４） ８．２ （１．１） ３．５ （０．９） １．１ （０．５） ０．３ （０．３）
中国香港 ４．１ （１．０） ６．４ （１．０） １１．３ （１．１） １７．６ （１．１） ２２．７ （１．４） ２２．０ （１．５） １６．０ （１．８）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１ （１．８） ３６．９ （１．２） ２０．４ （１．２） ５．６ （０．６） １．０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０ ａ
拉脱维亚 ９．０ （１．２） １８．４ （１．６） ２６．６ （１．７） ２５．２ （１．８） １４．６ （１．２） ４．９ （０．７） １．３ （０．３）
列支敦士登 ５．３ （２．３） ６．２ （２．３） １７．１ （３．０） ２１．３ （４．１） ２２．５ （３．７） １８．９ （３．２） ８．８ （２．６）
中国澳门 ２．９ （１．０） ７．０ （２．０） １６．２ （２．４） ２４．６ （２．４） ２４．６ （２．３） １７．４ （２．６） ７．３ （１．８）
俄罗斯 １８．９ （１．８） ２３．７ （１．３） ２５．５ （１．３） １７．９ （１．３） ９．７ （１．２） ３．５ （０．７） ０．８ （０．２）
塞尔维亚 ２０．３ （１．５） ２６．８ （１．７） ２５．３ （１．５） １７．０ （１．４） ８．１ （１．０） ２．１ （０．５） ０．３ （０．２）
泰国 ２０．０ （１．６） ３２．４ （１．６） ２８．０ （１．７） １４．１ （１．３） ４．４ （０．７） １．１ （０．３） ０．１ （０．１）
突尼斯 ４６．０ （１．８） ３２．８ （１．６） １５．１ （１．１） ４．８ （０．７） １．１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０ ａ
乌拉圭 ２６．５ （１．６） ２２．５ （１．９） ２３．６ （２．０） １６．１ （１．３） ７．７ （０．７） ３．０ （０．４） ０．７ （０．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女—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９ （０．６） ８．８ （０．６） １８．４ （０．７） ２５．０ （０．８） ２３．８ （０．９） １４．５ （０．８） ５．７ （０．６）
奥地利 ７．０ （１．０） １５．９ （１．３） ２３．５ （１．９） ２５．９ （１．７） １８．０ （１．６） ７．５ （１．０） ２．２ （０．４）
比利时 ６．０ （０．８） １０．６ （０．８） １８．２ （０．９） ２１．７ （１．０） ２１．４ （０．８） １５．３ （０．８） ６．６ （０．５）
加拿大 １．７ （０．３） ６．２ （０．５） １６．３ （０．７） ２７．８ （０．９） ２７．３ （０．８） １５．６ （０．７） ５．０ （０．４）
捷克 ６．１ （０．９） １５．６ （１．５） ２５．２ （１．８） ２４．７ （１．７） １８．６ （１．１） ７．３ （１．０） ２．５ （０．５）
丹麦 ５．１ （０．９） １２．１ （０．９） ２２．７ （１．２） ２６．４ （１．５） ２０．２ （１．４） １０．６ （０．８） ２．８ （０．４）
芬兰 １．６ （０．３） ５．４ （０．８） １６．７ （１．０） ２９．１ （１．１） ２７．３ （１．２） １５．０ （１．１） ４．９ （０．５）
法国 ５．６ （０．７） １３．０ （１．１） ２２．３ （１．０） ２６．４ （１．６） ２１．６ （１．１） ９．２ （０．９） ２．０ （０．４）
德国 １０．１ （１．０） １５．４ （１．２） ２２．６ （１．５） ２４．１ （１．５） １８．３ （１．２） ７．９ （０．９） １．６ （０．３）
希腊 １４．０ （１．３） ２２．８ （１．６） ２８．２ （１．４） ２２．４ （１．３） ９．６ （１．１） ２．７ （０．７） ０．３ （０．２）
匈牙利 ６．２ （０．９） １６．０ （１．５） ２６．８ （１．３） ２６．７ （１．６） １６．９ （１．１） ６．２ （０．８） １．１ （０．３）
冰岛 ３．２ （０．５） ７．８ （０．８） １８．２ （１．２） ２６．１ （１．４） ２３．８ （１．３） １５．２ （１．１） ５．８ （０．８）
爱尔兰 ４．０ （０．７） １１．３ （１．１） ２３．０ （１．３） ２６．５ （１．２） ２１．３ （１．４） １１．２ （１．２） ２．７ （０．５）
意大利 １５．２ （１．６） ２０．６ （１．１） ２７．８ （１．２） ２１．５ （１．０） １１．０ （０．８） ３．４ （０．４） ０．６ （０．２）
日本 ４．６ （０．９） ９．０ （１．３） １８．９ （１．２） ２５．７ （１．４） ２４．２ （１．３） １３．２ （１．０） ４．３ （０．５）
韩国 ２．５ （０．４） ８．６ （１．０） ２０．４ （１．５） ２７．３ （１．４） ２３．７ （１．５） １２．７ （１．２） ４．８ （１．０）
卢森堡 ９．２ （０．８） １５．７ （１．０） ２４．６ （１．４） ２６．０ （１．６） １６．２ （１．０） ６．５ （０．８） １．８ （０．５）
墨西哥 ３５．７ （１．８） ３１．３ （１．７） ２１．５ （１．１） ８．９ （１．０） ２．３ （０．５） ０．３ （０．１） ０．０ （０．０）
荷兰 １．５ （０．４） ７．６ （１．２） １７．２ （１．３） ２３．１ （１．７） ２３．２ （１．６） １９．０ （１．１） ８．４ （１．０）
新西兰 ４．０ （０．７） ９．７ （１．０） １８．９ （１．３） ２４．９ （１．３） ２１．８ （１．２） １３．８ （０．９） ６．９ （０．８）
挪威 ５．８ （０．８） １２．３ （１．１） ２１．４ （１．１） ２５．２ （１．６） ２０．８ （１．７） １０．５ （１．３） ４．２ （０．６）
波兰 ４．２ （０．６） １３．６ （１．０） ２７．９ （１．３） ２８．２ （１．１） １８．８ （１．４） ６．２ （０．８） １．１ （０．３）
葡萄牙 ８．６ （１．１） １９．１ （１．５） ２９．９ （１．４） ２６．４ （１．３） １２．８ （１．２） ２．９ （０．４） ０．３ （０．２）
斯洛伐克 ９．５ （１．２） １９．８ （１．３） ２７．９ （１．３） ２４．３ （１．５） １３．７ （１．０） ４．２ （０．６） ０．６ （０．２）
西班牙 ６．８ （０．７） １４．２ （０．８） ２７．２ （１．２） ２７．６ （１．１） １７．５ （０．８） ５．５ （０．５） １．２ （０．３）
瑞典 ６．３ （０．８） １２．６ （１．１） ２２．３ （１．４） ２３．１ （１．４） １９．６ （１．２） １１．５ （０．８） ４．６ （０．７）
瑞士 ７．３ （０．７） １１．５ （１．１） ２０．５ （１．１） ２４．７ （１．２） ２１．０ （１．３） １１．２ （１．０） ３．７ （０．６）
土耳其 １９．９ （１．９） ２８．５ （１．８） ２６．３ （２．０） １４．９ （１．４） ６．１ （１．３） ２．５ （０．８） １．９ （０．８）
美国 ８．２ （０．８） １５．３ （０．９） ２３．３ （１．１） ２４．６ （１．２） １７．３ （１．０） ９．１ （０．９） ２．３ （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９．８ （０．３） １５．５ （０．４） ２２．６ （０．４） ２３．４ （０．４） １７．５ （０．３） ８．６ （０．３） ２．６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７．６ （０．２） １４．１ （０．２） ２２．７ （０．２） ２４．５ （０．２） １８．６ （０．２） ９．４ （０．２） ３．１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６．２ （２．２） ２９．３ （１．５） １６．４ （１．３） ５．９ （０．９） １．８ （０．５） ０．４ （０．２） ０．０ ｃ
中国香港 ２．５ （０．５） ６．２ （０．９） １３．８ （１．２） ２１．０ （１．３） ２６．９ （１．４） ２０．２ （１．５） ９．４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３４．５ （１．８） ３６．６ （１．３） ２０．５ （１．３） ６．７ （０．９） １．６ （０．５） ０．１ （０．１） ０．０ ｃ
拉脱维亚 ７．７ （０．９） １７．２ （１．３） ２９．６ （１．７） ２６．１ （１．８） １４．５ （１．０） ４．１ （０．７） ０．８ （０．３）
列支敦士登 ５．１ （１．９） １３．１ （３．０） １９．８ （３．４） ２４．８ （３．５） ２５．１ （４．１） １０．７ （４．２） １．４ （１．１）
中国澳门 ２．０ （０．８） ７．５ （１．４） ２１．５ （２．３） ３０．１ （３．０） ２２．６ （２．４） １２．６ （１．８） ３．７ （０．９）
俄罗斯 １９．１ （１．４） ２５．８ （１．４） ２７．０ （１．４） １８．３ （１．３） ７．６ （０．７） ２．０ （０．５） ０．３ （０．１）
塞尔维亚 １９．９ （１．９） ２７．８ （１．６） ２８．３ （１．２） １７．８ （１．６） ５．３ （０．９） ０．９ （０．２） ０．１ （０．１）
泰国 １６．６ （１．２） ３３．０ （１．３） ３０．９ （１．３） １４．１ （１．１） ４．２ （０．６） １．１ （０．３） ０．２ （０．１）
突尼斯 ４９．８ （１．９） ３１．７ （１．８） １４．４ （１．１） ３．６ （０．７） ０．６ （０．２） ０．０ ｃ ０．０ ａ
乌拉圭 ２７．８ （１．６） ２４．５ （１．２） ２３．４ （１．４） １５．９ （１．１） ６．６ （０．６） １．７ （０．４） ０．２ （０．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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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不确定性量表学生成绩平均数、变异量和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性别差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３１ （２．２） ９８ （１．６） ５３５ （３．０） ５２７ （２．７） ７ （３．７）
奥地利 ４９４ （３．１） ９４ （１．７） ４９８ （３．８） ４９０ （４．０） ８ （４．６）
比利时 ５２６ （２．２） １０６ （１．５） ５２９ （３．２） ５２２ （３．２） ７ （４．７）
加拿大 ５４２ （１．８） ８７ （０．９） ５５１ （２．２） ５３８ （１．９） １３ （２．３）
捷克 ５００ （３．１） ９１ （１．７） ５０９ （３．９） ４９２ （３．８） １７ （４．６）
丹麦 ５１６ （２．８） ９２ （１．６） ５２７ （３．４） ５０５ （３．０） ２２ （３．２）
芬兰 ５４５ （２．１） ８５ （１．１） ５５１ （２．６） ５３９ （２．３） １２ （２．６）
法国 ５０６ （２．４） ９２ （１．７） ５１２ （３．５） ５０１ （２．８） １１ （４．２）
德国 ４９３ （３．３） ９８ （１．７） ５０２ （３．９） ４８４ （３．８） １８ （４．０）
希腊 ４５８ （３．５） ８８ （１．５） ４６９ （４．３） ４４９ （３．７） ２０ （３．７）
匈牙利 ４８９ （２．６） ８６ （１．８） ４９３ （３．２） ４８５ （３．０） ８ （３．３）
冰岛 ５２８ （１．５） ９５ （１．４） ５２４ （２．４） ５３２ （２．４） －８ （３．８）
爱尔兰 ５１７ （２．６） ８９ （１．４） ５２５ （３．２） ５０９ （３．７） １５ （４．６）
意大利 ４６３ （３．０） ９５ （１．７） ４７５ （４．５） ４５１ （３．８） ２４ （５．９）
日本 ５２８ （３．９） ９８ （２．６） ５３５ （５．６） ５２１ （３．８） １４ （５．７）
韩国 ５３８ （３．０） ８９ （１．９） ５４７ （４．１） ５２５ （５．２） ２２ （６．６）
卢森堡 ４９２ （１．１） ９６ （１．０） ５０３ （２．２） ４８１ （１．８） ２２ （３．５）
墨西哥 ３９０ （３．３） ８０ （１．５） ３９２ （３．８） ３８８ （３．６） ４ （３．５）
荷兰 ５４９ （３．０） ９０ （２．０） ５５４ （３．６） ５４４ （３．７） ９ （４．１）
新西兰 ５３２ （２．３） ９９ （１．３） ５３８ （２．７） ５２６ （３．３） １２ （３．９）
挪威 ５１３ （２．６） ９８ （１．１） ５１８ （３．０） ５０８ （３．２） １０ （３．３）
波兰 ４９４ （２．３） ８５ （１．７） ４９５ （２．８） ４９２ （２．８） ３ （３．２）
葡萄牙 ４７１ （３．４） ８３ （１．８） ４７６ （４．１） ４６６ （３．５） １０ （３．１）
斯洛伐克 ４７６ （３．２） ８７ （１．８） ４８４ （３．８） ４６７ （３．４） １７ （３．５）
西班牙 ４８９ （２．４） ８８ （１．４） ４９３ （３．３） ４８５ （２．２） ８ （２．８）
瑞典 ５１１ （２．７） １０１ （１．７） ５１５ （３．２） ５０６ （３．４） ９ （３．７）
瑞士 ５１７ （３．３） １００ （２．１） ５２６ （４．７） ５０６ （３．７） ２０ （５．２）
土耳其 ４４３ （６．２） ９８ （５．０） ４５１ （７．３） ４３２ （６．１） １９ （５．７）
美国 ４９１ （３．０） ９８ （１．５） ４９３ （３．４） ４９０ （３．１） ３ （２．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９２ （１．１） １０２ （０．７） ４９７ （１．３） ４８７ （１．２） １１ （１．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２ （０．６） ９９ （０．４） ５０８ （０．７） ４９６ （０．８） １３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７７ （３．９） ８４ （２．７） ３８５ （４．９） ３６９ （３．７） １５ （３．４）
中国香港 ５５８ （４．６） １０１ （３．０） ５６４ （６．６） ５５２ （４．６） １２ （６．７）
印度尼西亚 ３８５ （２．９） ６６ （１．５） ３８２ （２．８） ３８７ （３．４） －５ （２．４）
拉脱维亚 ４７４ （３．３） ８４ （１．４） ４７４ （４．２） ４７４ （３．１） ０ （３．３）
列支敦士登 ５２３ （３．７） ９６ （３．７） ５３８ （６．９） ５０８ （５．６） ３１ （１０．５）
中国澳门 ５３２ （３．２） ８８ （２．６） ５４１ （４．５） ５２３ （４．２） １８ （５．９）
俄罗斯 ４３６ （４．０） ９０ （１．６） ４４１ （５．１） ４３２ （３．９） ８ （４．２）
塞尔维亚 ４２８ （３．５） ８３ （１．５） ４３１ （４．０） ４２５ （４．２） ５ （４．２）
泰国 ４２３ （２．５） ７３ （１．８） ４２０ （３．４） ４２５ （３．０） －５ （４．０）
突尼斯 ３６３ （２．３） ７１ （１．７） ３６７ （２．５） ３６０ （２．８） ７ （２．６）
乌拉圭 ４１９ （３．１） ９８ （１．７） ４２３ （３．９） ４１５ （３．６） ８ （４．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百分位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６７ （４．０） ４０４ （３．５） ４６４ （２．９） ６００ （２．７） ６５５ （３．１） ６８６ （３．５）
奥地利 ３４０ （４．４） ３７２ （４．３） ４２７ （３．７） ５６０ （３．８） ６１８ （４．４） ６４９ （４．７）
比利时 ３４８ （４．９） ３８３ （４．１） ４５０ （３．６） ６０５ （２．４） ６６１ （２．３） ６９２ （２．４）
加拿大 ３９７ （３．２） ４２９ （２．４） ４８３ （２．１） ６０２ （２．０） ６５３ （２．６） ６８２ （３．１）
捷克 ３５７ （５．４） ３８５ （３．９） ４３６ （３．２） ５６４ （３．８） ６２０ （４．２） ６５２ （４．４）
丹麦 ３６３ （５．２） ３９６ （４．９） ４５４ （３．４） ５８０ （３．１） ６３２ （３．６） ６６１ （４．３）
芬兰 ４０３ （３．４） ４３７ （４．１） ４８９ （２．６） ６０２ （２．４） ６５２ （３．６） ６８３ （３．３）
法国 ３４９ （６．０） ３８４ （４．２） ４４３ （３．６） ５７２ （２．６） ６２２ （３．３） ６５１ （３．２）
德国 ３３１ （５．５） ３６５ （４．１） ４２３ （４．０） ５６４ （３．４） ６１８ （３．５） ６４９ （４．０）
希腊 ３１３ （５．４） ３４５ （４．４） ３９８ （３．８） ５１８ （３．８） ５７２ （５．０） ６０５ （５．０）
匈牙利 ３５１ （４．７） ３８０ （４．３） ４３０ （３．０） ５４８ （３．４） ６０１ （３．６） ６３１ （４．５）
冰岛 ３６８ （４．９） ４０５ （３．４） ４６３ （２．５） ５９５ （２．６） ６４７ （３．２） ６７８ （３．９）
爱尔兰 ３７１ （５．６） ４０３ （４．５） ４５６ （３．５） ５８０ （３．４） ６３３ （３．４） ６６１ （３．５）
意大利 ３０６ （６．４） ３３９ （５．２） ３９９ （４．２） ５２８ （３．０） ５８５ （３．１） ６２０ （３．４）
日本 ３５９ （７．０） ３９９ （６．７） ４６３ （４．９） ５９７ （４．２） ６４９ （５．７） ６８１ （７．５）
韩国 ３９０ （４．８） ４２３ （４．０） ４７７ （４．０） ６００ （３．４） ６５１ （５．０） ６８２ （５．７）
卢森堡 ３３２ （５．０） ３６９ （２．５） ４２７ （２．１） ５５８ （２．２） ６１５ （２．９） ６４８ （３．６）
墨西哥 ２６２ （４．７） ２８９ （３．９） ３３５ （３．３） ４４２ （４．４） ４９４ （５．０） ５２８ （５．７）
荷兰 ４０３ （５．２） ４３１ （５．１） ４８３ （５．０） ６１７ （３．７） ６６７ （３．６） ６９３ （３．２）
新西兰 ３６８ （５．６） ４０３ （４．５） ４６３ （３．１） ６０１ （２．６） ６６２ （２．７） ６９５ （３．６）
挪威 ３５２ （３．９） ３８６ （４．２） ４４５ （３．４） ５８０ （３．８） ６４０ （３．９） ６７５ （３．８）
波兰 ３５５ （６．１） ３８７ （４．２） ４３７ （３．０） ５５２ （２．７） ６０３ （３．４） ６３１ （３．４）
葡萄牙 ３３３ （５．８） ３６３ （５．５） ４１４ （４．７） ５２８ （３．２） ５７８ （２．９） ６０５ （４．１）
斯洛伐克 ３３５ （６．０） ３６４ （５．４） ４１６ （３．８） ５３７ （３．６） ５８９ （３．５） ６１９ （３．７）
西班牙 ３４０ （５．２） ３７６ （４．２） ４３２ （３．０） ５４９ （３．１） ６００ （２．９） ６２８ （３．９）
瑞典 ３４５ （５．０） ３８４ （４．７） ４４２ （３．４） ５８１ （３．６） ６４０ （３．９） ６７５ （４．８）
瑞士 ３４６ （４．６） ３８４ （３．８） ４５０ （３．５） ５８７ （４．２） ６４２ （５．６） ６７６ （６．９）
土耳其 ２９９ （５．０） ３２８ （４．３） ３７５ （４．８） ４９９ （８．２） ５７１ （１３．９） ６２２ （２２．２）
美国 ３２８ （５．６） ３６３ （４．８） ４２４ （３．８） ５６０ （３．２） ６２０ （３．５） ６５４ （５．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２３ （１．９） ３５９ （１．７） ４２１ （１．４） ５６４ （１．２） ６２３ （１．２） ６５７ （１．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３９ （１．１） ３７４ （１．０） ４３４ （０．９） ５７１ （０．７） ６２９ （０．７） ６６２ （０．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５０ （４．２） ２７６ （３．７） ３２０ （３．５） ４２７ （５．０） ４８５ （７．７） ５２５ （９．４）
中国香港 ３８２ （１０．１） ４２３ （８．３） ４９３ （６．６） ６３０ （３．７） ６８０ （４．３） ７０９ （４．９）
印度尼西亚 ２８１ （４．２） ３０３ （３．５） ３４０ （２．７） ４２６ （３．６） ４７１ （４．６） ４９９ （６．２）
拉脱维亚 ３３７ （５．４） ３６６ （４．６） ４１７ （３．９） ５３０ （４．０） ５８２ （４．０） ６１１ （４．８）
列支敦士登 ３５６ （２０．２） ３９４ （１６．９） ４６１ （５．８） ５９４ （６．８） ６４１ （８．３） ６７２ （１６．６）
中国澳门 ３９１ （１１．８） ４２１ （７．３） ４７３ （５．９） ５９２ （５．１） ６４４ （５．７） ６７３ （７．７）
俄罗斯 ２９３ （４．４） ３２４ （４．６） ３７５ （４．２） ４９６ （４．５） ５５４ （４．６） ５８８ （６．３）
塞尔维亚 ２９４ （４．３） ３２３ （４．２） ３７１ （３．６） ４８５ （４．８） ５３６ （５．０） ５６８ （５．３）
泰国 ３１０ （３．４） ３３３ （３．１） ３７３ （２．５） ４６８ （３．２） ５１８ （４．６） ５４９ （６．３）
突尼斯 ２５０ （３．５） ２７６ （２．６） ３１７ （２．７） ４０８ （２．８） ４５３ （４．８） ４８３ （６．１）
乌拉圭 ２５８ （４．６） ２９３ （４．４） ３５２ （３．９） ４８６ （４．０） ５４４ （４．２） ５８１ （５．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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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ａ

数学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的学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 标准差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３ （０．４） １０．０ （０．５） １８．６ （０．６） ２４．０ （０．７） ２３．３ （０．６） １４．０ （０．５） ５．８ （０．４）

奥地利 ５．６ （０．７） １３．２ （０．８） ２１．６ （０．９） ２４．９ （１．１） ２０．５ （０．８） １０．５ （０．９） ３．７ （０．５）

比利时 ７．２ （０．６） ９．３ （０．５） １５．９ （０．６） ２０．１ （０．７） ２１．０ （０．６） １７．５ （０．７） ９．０ （０．５）

加拿大 ２．４ （０．３） ７．７ （０．４） １８．３ （０．６） ２６．２ （０．７） ２５．１ （０．６） １４．８ （０．５） ５．５ （０．４）

捷克 ５．０ （０．７） １１．６ （０．９） ２０．１ （１．０） ２４．３ （０．９） ２０．８ （０．９） １２．９ （０．８） ５．３ （０．５）

丹麦 ４．７ （０．５） １０．７ （０．６） ２０．６ （０．９） ２６．２ （０．９） ２１．９ （０．８） １１．８ （０．９） ４．１ （０．５）

芬兰 １．５ （０．２） ５．３ （０．４） １６．０ （０．６） ２７．７ （０．７） ２６．１ （０．９） １６．７ （０．６） ６．７ （０．５）

法国 ５．６ （０．７） １１．０ （０．８） ２０．２ （０．８） ２５．９ （１．０） ２２．１ （１．０） １１．６ （０．７） ３．５ （０．４）

德国 ９．２ （０．８） １２．４ （０．８） １９．０ （１．０） ２２．６ （０．８） ２０．６ （１．０） １２．２ （０．９） ４．１ （０．５）

希腊 １７．８ （１．２） ２１．２ （１．２） ２６．３ （１．０） ２０．２ （１．０） １０．６ （０．９） ３．４ （０．５） ０．６ （０．２）

匈牙利 ７．８ （０．８） １５．２ （０．８） ２３．８ （１．０） ２４．３ （０．９） １８．２ （０．９） ８．２ （０．７） ２．５ （０．４）

冰岛 ４．５ （０．４） １０．５ （０．６） ２０．２ （１．０） ２６．１ （０．９） ２３．２ （０．８） １１．７ （０．６） ３．７ （０．４）

爱尔兰 ４．７ （０．６） １２．１ （０．８） ２３．６ （０．８） ２８．０ （０．８） ２０．２ （１．１） ９．１ （０．８） ２．２ （０．３）

意大利 １３．２ （１．２） １８．７ （０．９） ２４．７ （１．０） ２２．９ （０．８） １３．４ （０．７） ５．５ （０．４） １．５ （０．２）

日本 ４．７ （０．７） ８．６ （０．７） １６．３ （０．８） ２２．４ （１．０） ２３．６ （１．２） １６．１ （１．０） ８．２ （１．１）

韩国 ２．５ （０．３） ７．１ （０．７） １６．６ （０．８） ２４．１ （１．０） ２５．０ （１．１） １６．７ （０．８） ８．１ （０．９）

卢森堡 ７．４ （０．４） １４．３ （０．６） ２２．９ （０．９） ２５．９ （０．８） １８．７ （０．８） ８．５ （０．６） ２．４ （０．３）

墨西哥 ３８．１ （１．７） ２７．９ （１．０） ２０．８ （０．９） １０．１ （０．８） ２．７ （０．４） ０．４ （０．１） ０．０ （０．０）

荷兰 ２．６ （０．７） ８．４ （０．９） １８．０ （１．１） ２３．０ （１．１） ２２．６ （１．３） １８．２ （１．１） ７．３ （０．６）

新西兰 ４．９ （０．４） １０．１ （０．６） １９．２ （０．７） ２３．２ （０．９） ２１．９ （０．８） １４．１ （０．６） ６．６ （０．４）

挪威 ６．９ （０．５） １３．９ （０．８） ２３．７ （１．２） ２５．２ （１．０） １８．９ （１．０） ８．７ （０．６） ２．７ （０．３）

波兰 ６．８ （０．６） １５．２ （０．８） ２４．８ （０．７） ２５．３ （０．９） １７．７ （０．９） ７．８ （０．５） ２．３ （０．３）

葡萄牙 １１．３ （１．１） １８．８ （１．０） ２７．１ （１．０） ２４．０ （１．０） １３．４ （０．９） ４．６ （０．５） ０．８ （０．２）

斯洛伐克 ６．７ （０．８） １３．２ （０．９） ２３．５ （０．９） ２４．９ （１．１） １８．９ （０．８） ９．８ （０．７） ２．９ （０．４）

西班牙 ８．１ （０．７） １４．９ （０．９） ２４．７ （０．８） ２６．７ （１．０） １７．７ （０．６） ６．５ （０．６） １．４ （０．２）

瑞典 ５．６ （０．５） １１．７ （０．６） ２１．７ （０．８） ２５．５ （０．９） １９．８ （０．８） １１．６ （０．６） ４．１ （０．５）

瑞士 ４．９ （０．４） ９．６ （０．６） １７．５ （０．８） ２４．３ （１．０） ２２．５ （０．７） １４．２ （１．１） ７．０ （０．９）

土耳其 ２７．７ （２．０） ２４．６ （１．３） ２２．１ （１．１） １３．５ （１．３） ６．８ （１．０） ３．１ （０．８） ２．４ （１．０）

美国 １０．２ （０．８） １５．５ （０．８） ２３．９ （０．８） ２３．８ （０．８） １６．６ （０．７） ８．０ （０．５） ２．０ （０．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１．０ （０．３） １４．６ （０．３） ２１．２ （０．３） ２２．４ （０．３） １７．６ （０．２） ９．６ （０．２） ３．５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２ （０．２） １３．２ （０．２） ２１．１ （０．１） ２３．７ （０．２） １９．１ （０．２） １０．６ （０．１） ４．０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３．３ （１．９） ２１．９ （１．１） １４．１ （０．９） ６．８ （０．８） ２．７ （０．５） ０．９ （０．４） ０．３ （０．２）

中国香港 ３．９ （０．７） ６．５ （０．６） １３．９ （１．０） ２０．０ （１．２） ２５．０ （１．２） ２０．２ （１．０） １０．５ （０．９）

印度尼西亚 ５０．５ （２．１） ２７．６ （１．１） １４．８ （１．１） ５．５ （０．７） １．４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０ ｃ

拉脱维亚 ７．６ （０．９） １６．１ （１．１） ２５．５ （１．２） ２６．３ （１．２） １６．６ （１．２） ６．３ （０．７） １．６ （０．４）

列支敦士登 ４．８ （１．３） ７．５ （１．７） １７．３ （２．８） ２１．６ （２．５） ２３．２ （３．１） １８．３ （３．２） ７．３ （１．７）

中国澳门 ２．３ （０．６） ８．８ （１．３） １９．６ （１．４） ２６．８ （１．８） ２３．７ （１．７） １３．８ （１．６） ４．８ （１．０）

俄罗斯 １１．４ （１．０） １８．８ （１．１） ２６．４ （１．１） ２３．１ （１．０） １３．２ （０．９） ５．４ （０．６） １．６ （０．４）

塞尔维亚 １７．６ （１．３） ２４．５ （１．１） ２８．６ （１．２） １８．９ （１．１） ８．１ （０．９） ２．１ （０．４） ０．２ （０．１）

泰国 ２３．８ （１．３） ３０．２ （１．２） ２５．４ （１．１） １３．７ （０．８） ５．３ （０．５） １．５ （０．３） ０．２ （０．１）

突尼斯 ５１．１ （１．４） ２６．９ （１．０） １４．７ （０．８） ５．７ （０．６） １．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６．３ （１．３） ２１．８ （０．８） ２４．２ （０．９） １６．８ （０．７） ８．２ （０．７） ２．３ （０．３） ０．５ （０．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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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ｂ

数学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男女生比例

国家（地区）

男—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６ （０．６） １０．３ （０．８） １７．８ （１．０） ２２．７ （１．２） ２２．９ （１．１） １４．６ （１．０） ７．０ （０．７）
奥地利 ６．１ （１．０） １３．１ （１．０） ２０．４ （１．１） ２３．３ （１．５） ２０．４ （１．３） １１．９ （１．０） ４．８ （０．７）
比利时 ７．４ （０．８） ９．８ （０．９） １５．１ （０．９） １８．６ （０．８） ２０．１ （０．９） １８．１ （１．０） １０．９ （０．７）
加拿大 ２．９ （０．４） ７．４ （０．５） １６．１ （０．９） ２３．４ （０．９） ２５．０ （０．７） １７．６ （０．９） ７．５ （０．８）
捷克 ４．３ （０．７） １０．９ （１．１） １９．８ （１．３） ２３．２ （１．１） ２０．３ （１．０） １５．０ （１．１） ６．６ （０．７）
丹麦 ３．８ （０．６） ９．６ （０．９） １８．７ （１．３） ２６．４ （１．３） ２３．５ （１．１） １３．１ （１．０） ４．９ （０．６）
芬兰 １．６ （０．３） ５．８ （０．６） １５．４ （０．８） ２５．９ （０．９） ２５．４ （１．１） １７．７ （１．１） ８．２ （０．８）
法国 ６．１ （１．０） １０．７ （１．０） １８．７ （１．０） ２５．１ （１．５） ２１．６ （１．５） １３．３ （１．２） ４．６ （０．６）
德国 ８．９ （１．０） １２．５ （１．０） １８．１ （１．２） ２１．４ （１．０） ２０．７ （１．３） １３．０ （１．１） ５．３ （０．６）
希腊 １６．４ （１．３） １９．４ （１．３） ２４．７ （１．４） ２１．０ （１．０） １２．８ （１．２） ４．８ （０．８） １．０ （０．３）
匈牙利 ７．６ （０．８） １４．６ （１．０） ２３．６ （１．４） ２３．９ （１．３） １８．３ （１．２） ８．６ （０．８） ３．３ （０．６）
冰岛 ６．１ （０．６） １２．１ （０．９） ２０．４ （１．２） ２５．３ （１．３） ２１．０ （１．２） １１．４ （０．９） ３．７ （０．５）
爱尔兰 ４．２ （０．８） １０．８ （１．１） ２２．５ （１．４） ２７．８ （１．５） ２１．０ （１．６） １０．８ （１．１） ２．９ （０．５）
意大利 １２．５ （１．６） １７．２ （１．６） ２２．８ （１．３） ２２．７ （１．１） １５．１ （１．１） ７．１ （０．６） ２．５ （０．３）
日本 ５．２ （０．９） ９．１ （０．９） １５．８ （１．１） ２０．２ （１．４） ２２．３ （１．４） １６．５ （１．４） １０．９ （１．９）
韩国 ２．３ （０．４） ６．２ （０．８） １４．６ （１．０） ２２．３ （１．０） ２５．９ （１．４） １８．９ （１．２） ９．７ （１．０）
卢森堡 ６．８ （０．６） １３．２ （０．８） ２１．４ （１．１） ２４．８ （１．１） ２０．０ （１．１） １０．５ （０．９） ３．４ （０．６）
墨西哥 ３６．２ （２．１） ２６．９ （１．６） ２１．６ （１．５） １１．４ （１．０） ３．４ （０．５） ０．５ （０．２） ０．０ （０．０）
荷兰 ２．２ （０．７） ８．０ （１．２） １８．２ （１．５） ２２．９ （１．６） ２２．６ （１．７） １８．１ （１．５） ８．０ （０．８）
新西兰 ４．７ （０．６） ９．９ （０．８） １７．７ （０．９） ２１．９ （１．２） ２１．９ （１．２） １５．７ （１．０） ８．３ （０．７）
挪威 ７．３ （０．７） １３．３ （０．９） ２３．２ （１．２） ２３．９ （１．４） １９．１ （１．２） ９．７ （０．８） ３．５ （０．５）
波兰 ７．７ （０．９） １４．９ （０．９） ２２．９ （１．１） ２４．５ （１．２） １７．９ （１．２） ９．０ （０．９） ３．１ （０．５）
葡萄牙 １２．０ （１．４） １６．７ （１．１） ２４．６ （１．２） ２３．９ （１．２） １５．６ （１．６） ５．９ （０．８） １．３ （０．３）
斯洛伐克 ６．１ （０．９） １２．０ （１．１） ２２．０ （１．１） ２４．５ （１．３） ２０．０ （１．２） １１．４ （０．９） ４．１ （０．６）
西班牙 ８．４ （０．９） １４．１ （１．１） ２３．３ （１．２） ２５．６ （１．５） １８．７ （１．１） ８．０ （１．１） １．９ （０．４）
瑞典 ５．６ （０．６） １１．１ （０．９） ２１．３ （１．１） ２５．４ （１．５） １９．４ （１．４） １２．４ （１．０） ４．９ （０．７）
瑞士 ４．４ （０．５） ９．１ （０．８） １６．５ （１．２） ２３．２ （１．５） ２２．６ （１．２） １５．２ （１．８） ９．０ （１．３）
土耳其 ２６．４ （２．３） ２２．９ （１．５） ２２．２ （１．３） １４．３ （１．５） ７．５ （１．１） ３．５ （０．９） ３．０ （１．２）
美国 １０．５ （１．０） １４．７ （０．８） ２３．２ （１．０） ２３．１ （１．４） １６．９ （１．１） ８．９ （０．７） ２．８ （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０．９ （０．４） １４．０ （０．３） ２０．３ （０．３） ２１．７ （０．５） １７．８ （０．４） １０．６ （０．２） ４．６ （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１ （０．２） １２．６ （０．２） ２０．０ （０．２） ２２．９ （０．２） １９．５ （０．２） １１．８ （０．２） ５．１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１．１ （２．３） ２１．４ （１．４） １３．９ （１．１） ８．１ （１．１） ３．６ （０．８） １．４ （０．６） ０．５ （０．３）
中国香港 ５．１ （１．１） ６．７ （０．９） １３．０ （０．９） １８．１ （１．０） ２３．９ （１．６） ２０．４ （１．５） １２．７ （１．５）
印度尼西亚 ４９．２ （２．２） ２８．８ （１．３） １５．２ （１．２） ５．１ （０．６） １．４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０ ｃ
拉脱维亚 ８．１ （１．６） １６．３ （１．５） ２４．６ （１．４） ２５．６ （１．５） １６．１ （１．５） ７．１ （１．０） ２．３ （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４．７ （１．８） ５．５ （２．２） １５．６ （３．１） １９．６ （３．５） ２２．２ （４．９） ２１．５ （５．５） １０．８ （２．７）
中国澳门 ２．３ （１．１） ８．５ （１．８） １６．８ （１．７） ２３．７ （２．６） ２４．７ （３．２） １７．２ （３．３） ６．８ （１．９）
俄罗斯 １１．４ （１．５） １８．４ （１．５） ２４．５ （１．６） ２２．６ （１．５） １４．１ （１．１） ６．６ （０．９） ２．３ （０．６）
塞尔维亚 １９．２ （１．７） ２４．１ （１．４） ２６．３ （１．５） １７．５ （１．２） ９．６ （１．０） ２．９ （０．６） ０．４ （０．２）
泰国 ２５．３ （１．７） ２９．７ （１．５） ２４．５ （１．４） １３．２ （１．３） ５．６ （０．８） １．５ （０．４） ０．２ （０．１）
突尼斯 ４８．２ （１．７） ２８．１ （１．４） １５．１ （１．０） ６．３ （０．７） ２．０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０ ｃ
乌拉圭 ２４．７ （１．６） ２０．９ （０．９） ２４．３ （１．３） １７．４ （１．０） ８．９ （０．８） ３．０ （０．４） ０．８ （０．３）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女—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０ （０．５） ９．７ （０．７） １９．４ （０．８） ２５．３ （０．８） ２３．６ （１．０） １３．４ （０．８） ４．５ （０．５）
奥地利 ５．１ （０．７） １３．３ （１．２） ２２．７ （１．３） ２６．５ （１．４） ２０．５ （１．４） ９．２ （１．０） ２．７ （０．５）
比利时 ６．９ （０．８） ８．８ （０．８） １６．９ （０．９） ２１．８ （１．０） ２２．１ （０．８） １６．７ （０．７） ６．８ （０．５）
加拿大 ２．０ （０．３） ７．４ （０．５） １８．７ （０．８） ２８．６ （１．２） ２５．４ （１．０） １３．６ （０．８） ４．２ （０．４）
捷克 ５．７ （１．１） １２．３ （１．３） ２０．４ （１．４） ２５．４ （１．４） ２１．３ （１．３） １０．８ （１．０） ４．１ （０．５）
丹麦 ５．６ （０．８） １１．８ （０．９） ２２．３ （１．１） ２６．０ （１．２） ２０．４ （１．３） １０．６ （１．０） ３．３ （０．６）
芬兰 １．４ （０．３） ４．９ （０．６） １６．７ （０．８） ２９．５ （１．１） ２６．９ （１．２） １５．７ （０．８） ５．１ （０．５）
法国 ５．２ （０．７） １１．３ （１．０） ２１．６ （１．１） ２６．６ （１．４） ２２．６ （１．１） １０．１ （１．０） ２．５ （０．６）
德国 ９．２ （１．０） １２．１ （１．０） １９．９ （１．４） ２３．９ （１．４） ２０．６ （１．２） １１．３ （１．０） ２．９ （０．６）
希腊 １９．１ （１．５） ２２．８ （１．５） ２７．８ （１．２） １９．４ （１．５） ８．６ （０．８） ２．１ （０．５） ０．２ （０．１）
匈牙利 ８．０ （１．１） １５．９ （１．１） ２４．０ （１．６） ２４．７ （１．３） １８．１ （１．１） ７．７ （１．０） １．６ （０．４）
冰岛 ２．８ （０．５） ８．８ （０．８） ２０．１ （１．４） ２６．９ （１．２） ２５．５ （１．１） １２．２ （０．９） ３．８ （０．５）
爱尔兰 ５．２ （０．７） １３．５ （１．３） ２４．７ （１．４） ２８．２ （１．４） １９．４ （１．２） ７．４ （０．８） １．６ （０．４）
意大利 １３．９ （１．７） ２０．１ （１．３） ２６．４ （１．４） ２３．１ （１．２） １１．９ （０．８） ３．９ （０．４） ０．７ （０．１）
日本 ４．３ （０．７） ８．１ （０．９） １６．９ （１．１） ２４．５ （１．２） ２４．９ （１．６） １５．６ （１．２） ５．７ （０．８）
韩国 ２．７ （０．５） ８．３ （１．０） １９．６ （１．７） ２６．７ （１．５） ２３．６ （１．５） １３．４ （１．２） ５．７ （１．２）
卢森堡 ８．０ （０．７） １５．３ （１．１） ２４．４ （１．２） ２６．９ （１．１） １７．４ （１．１） ６．６ （０．７） １．４ （０．３）
墨西哥 ３９．７ （１．９） ２８．８ （１．３） ２０．２ （１．３） ８．９ （１．１） ２．１ （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０ （０．０）
荷兰 ２．９ （０．８） ８．７ （１．２） １７．９ （１．４） ２３．０ （１．３） ２２．５ （１．５） １８．３ （１．２） ６．６ （０．７）
新西兰 ５．２ （０．７） １０．４ （１．０） ２０．６ （１．２） ２４．５ （１．２） ２１．８ （１．１） １２．４ （１．０） ５．０ （０．６）
挪威 ６．５ （０．８） １４．５ （１．１） ２４．１ （１．５） ２６．５ （１．２） １８．７ （１．２） ７．７ （０．７） １．９ （０．４）
波兰 ５．９ （０．７） １５．５ （１．１） ２６．８ （１．０） ２６．２ （１．１） １７．５ （１．１） ６．５ （０．８） １．５ （０．３）
葡萄牙 １０．６ （１．２） ２０．６ （１．３） ２９．４ （１．３） ２４．１ （１．４） １１．５ （１．０） ３．３ （０．６） ０．４ （０．２）
斯洛伐克 ７．４ （０．９） １４．５ （１．３） ２５．０ （１．４） ２５．４ （１．５） １７．８ （１．０） ８．１ （０．８） １．７ （０．３）
西班牙 ７．８ （０．７） １５．７ （１．０） ２６．１ （１．０） ２７．７ （１．１） １６．７ （０．９） ５．１ （０．５） １．０ （０．３）
瑞典 ５．６ （０．７） １２．３ （０．８） ２２．１ （１．０） ２５．６ （１．０） ２０．２ （１．２） １０．９ （１．０） ３．４ （０．６）
瑞士 ５．５ （０．６） １０．２ （０．８） １８．６ （１．１） ２５．４ （１．２） ２２．３ （１．２） １３．１ （１．２） ４．９ （０．９）
土耳其 ２９．２ （２．４） ２６．６ （１．８） ２１．９ （１．７） １２．４ （１．５） ５．８ （１．２） ２．６ （０．８） １．６ （０．９）
美国 ９．９ （１．０） １６．４ （１．２） ２４．６ （１．４） ２４．５ （１．１） １６．２ （１．０） ７．２ （０．８） １．２ （０．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１．１ （０．４） １５．２ （０．４） ２２．１ （０．５） ２３．１ （０．４） １７．３ （０．４） ８．６ （０．３） ２．５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４ （０．２） １３．８ （０．２） ２２．１ （０．２） ２４．５ （０．２） １８．８ （０．２） ９．５ （０．２） ２．９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５．１ （２．０） ２２．３ （１．３） １４．３ （１．０） ５．７ （０．８） ２．０ （０．４） ０．５ （０．２） ０．１ ｃ
中国香港 ２．７ （０．７） ６．３ （０．９） １４．９ （１．６） ２１．８ （２．３） ２６．１ （１．３） １９．９ （１．６） ８．３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５１．８ （２．２） ２６．５ （１．３） １４．３ （１．２） ５．８ （０．９） １．３ （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０ ｃ
拉脱维亚 ７．２ （１．０） １５．９ （１．３） ２６．３ （１．５） ２６．９ （１．７） １７．０ （１．３） ５．６ （０．８） １．１ （０．３）
列支敦士登 ４．９ （２．４） ９．６ （３．０） １９．２ （３．９） ２３．６ （３．７） ２４．２ （４．５） １５．０ （３．６） ３．６ （１．８）
中国澳门 ２．４ （０．８） ９．１ （１．７） ２２．３ （２．１） ２９．８ （２．６） ２２．７ （２．２） １０．７ （１．５） ３．０ （０．９）
俄罗斯 １１．４ （１．０） １９．２ （１．４） ２８．３ （１．５） ２３．６ （１．３） １２．３ （１．１） ４．２ （０．６） １．０ （０．３）
塞尔维亚 １６．１ （１．７） ２４．８ （１．６） ３０．９ （１．５） ２０．２ （１．５） ６．７ （１．２） １．３ （０．３） ０．１ （０．１）
泰国 ２２．６ （１．５） ３０．６ （１．８） ２６．１ （１．４） １４．０ （１．０） ５．１ （０．７） １．４ （０．５） ０．２ （０．１）
突尼斯 ５３．８ （１．７） ２５．８ （１．４） １４．３ （１．０） ５．１ （０．９） ０．９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０ ａ
乌拉圭 ２７．７ （１．６） ２２．７ （１．３） ２４．１ （１．５） １６．１ （１．１） ７．４ （０．９） １．７ （０．３） ０．２ （０．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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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量表上学生成绩平均数、变异和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性别差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４ （２．１） ９５ （１．５） ５２７ （３．０） ５２２ （２．７） ５ （３．８）
奥地利 ５０６ （３．３） ９３ （１．７） ５０９ （４．０） ５０２ （４．０） ８ （４．４）
比利时 ５２９ （２．３） １１０ （１．８） ５３３ （３．４） ５２５ （３．２） ８ （４．８）
加拿大 ５３２ （１．８） ８７ （１．０） ５４１ （２．１） ５３０ （１．９） １１ （２．１）
捷克 ５１６ （３．５） ９６ （１．９） ５２４ （４．３） ５０９ （４．４） １５ （５．１）
丹麦 ５１４ （２．７） ９１ （１．４） ５２３ （３．４） ５０６ （３．０） １７ （３．２）
芬兰 ５４４ （１．９） ８４ （１．１） ５４８ （２．５） ５４１ （２．１） ７ （２．７）
法国 ５１１ （２．５） ９２ （１．８） ５１５ （３．６） ５０７ （２．９） ９ （４．２）
德国 ５０３ （３．３） １０３ （１．８） ５０８ （４．０） ４９９ （３．９） ９ （４．４）
希腊 ４４５ （３．９） ９４ （１．８） ４５５ （４．８） ４３６ （３．８） １９ （３．６）
匈牙利 ４９０ （２．８） ９４ （２．０） ４９４ （３．３） ４８６ （３．３） ８ （３．５）
冰岛 ５１５ （１．４） ９０ （１．２） ５０８ （２．３） ５２３ （２．２） －１５ （３．５）
爱尔兰 ５０３ （２．４） ８５ （１．３） ５１０ （３．０） ４９５ （３．４） １５ （４．２）
意大利 ４６６ （３．１） ９６ （１．９） ４７５ （４．６） ４５７ （３．８） １８ （５．９）
日本 ５３４ （４．０） １０１ （２．８） ５３９ （５．８） ５３０ （４．０） ８ （５．９）
韩国 ５４２ （３．２） ９２ （２．１） ５５２ （４．４） ５２８ （５．３） ２３ （６．８）
卢森堡 ４９３ （１．０） ９２ （１．０） ５０２ （１．９） ４８５ （１．５） １７ （２．８）
墨西哥 ３８５ （３．６） ８５ （１．９） ３９１ （４．３） ３８０ （４．１） １１ （３．９）
荷兰 ５３８ （３．１） ９３ （２．３） ５４０ （４．１） ５３５ （３．５） ５ （４．３）
新西兰 ５２３ （２．３） ９８ （１．２） ５３１ （２．８） ５１６ （３．２） １４ （３．９）
挪威 ４９５ （２．４） ９２ （１．２） ４９８ （２．８） ４９２ （２．９） ６ （３．２）
波兰 ４９０ （２．５） ９０ （１．３） ４９３ （３．０） ４８７ （２．９） ６ （３．１）
葡萄牙 ４６６ （３．４） ８８ （１．７） ４７２ （４．２） ４６０ （３．４） １２ （３．３）
斯洛伐克 ４９８ （３．３） ９３ （２．３） ５０７ （３．９） ４８９ （３．６） １９ （３．７）
西班牙 ４８５ （２．４） ８８ （１．３） ４９０ （３．４） ４８１ （２．２） ９ （３．０）
瑞典 ５０９ （２．６） ９５ （１．８） ５１２ （３．０） ５０６ （３．１） ７ （３．３）
瑞士 ５２７ （３．４） ９８ （２．０） ５３５ （４．７） ５１８ （３．６） １７ （４．９）
土耳其 ４２３ （６．７） １０５ （５．３） ４３０ （７．９） ４１５ （６．７） １５ （６．２）
美国 ４８３ （２．９） ９５ （１．３） ４８６ （３．３） ４８０ （３．２） ６ （２．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９ （１．１） １０４ （０．７） ４９４ （１．３） ４８４ （１．３） １０ （１．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０ （０．６） １００ （０．４） ５０６ （０．８） ４９４ （０．８） １１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６ （４．８） １００ （３．０） ３６５ （６．１） ３４８ （４．４） １６ （４．１）
中国香港 ５５０ （４．５） １００ （３．０） ５５２ （６．５） ５４８ （４．６） ４ （６．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０ （３．９） ８１ （２．１） ３６２ （３．９） ３５８ （４．６） ３ （３．４）
拉脱维亚 ４８３ （３．７） ８８ （１．７） ４８５ （４．８） ４８２ （３．６） ３ （４．０）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６ （４．１） ９９ （４．４） ５５０ （７．２） ５２１ （６．３） ２９ （１０．９）
中国澳门 ５２７ （２．９） ８７ （２．４） ５３８ （４．８） ５１７ （３．３） ２１ （５．８）
俄罗斯 ４６８ （４．２） ９２ （１．９） ４７３ （５．３） ４６３ （４．２） １０ （４．４）
塞尔维亚 ４３７ （３．８） ８５ （１．６） ４３７ （４．２） ４３６ （４．５） １ （４．４）
泰国 ４１７ （３．０） ８２ （１．８） ４１５ （４．０） ４１９ （３．４） －４ （４．２）
突尼斯 ３５９ （２．５） ８２ （２．０） ３６５ （２．７） ３５３ （２．９） １２ （２．５）
乌拉圭 ４２２ （３．３） １００ （１．６） ４２８ （４．０） ４１６ （３．８） １２ （４．２）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百分位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６４ （４．４） ３９９ （３．４） ４６０ （２．７） ５９２ （２．５） ６４５ （３．０） ６７６ （３．５）
奥地利 ３５３ （６．６） ３８４ （４．４） ４３９ （４．０） ５７１ （４．２） ６２６ （４．０） ６５８ （５．０）
比利时 ３３４ （６．５） ３８１ （４．６） ４５６ （３．４） ６１１ （２．５） ６６４ （２．４） ６９３ （２．４）
加拿大 ３８６ （３．０） ４１９ （２．５） ４７４ （２．２） ５９３ （２．１） ６４４ （２．６） ６７３ （３．４）
捷克 ３５８ （６．２） ３９２ （５．７） ４４９ （４．５） ５８４ （４．０） ６４１ （４．３） ６７２ （４．９）
丹麦 ３６１ （４．４） ３９６ （４．５） ４５３ （３．７） ５７８ （３．１） ６３２ （３．７） ６６２ （４．７）
芬兰 ４０６ （３．８） ４３８ （２．８） ４８８ （２．２） ６０３ （２．３） ６５２ （２．８） ６８０ （３．１）
法国 ３５２ （６．０） ３８９ （５．６） ４４９ （３．７） ５７５ （３．０） ６２８ （３．６） ６５６ （３．５）
德国 ３２４ （６．１） ３６３ （５．６） ４３２ （４．７） ５７８ （３．５） ６３２ （３．５） ６６２ （３．６）
希腊 ２８８ （５．４） ３２４ （５．１） ３８２ （４．６） ５０８ （４．３） ５６６ （５．３） ５９８ （５．１）
匈牙利 ３３５ （５．６） ３７０ （４．２） ４２６ （３．０） ５５６ （３．９） ６１１ （４．７） ６４４ （４．６）
冰岛 ３６２ （４．０） ３９６ （２．７） ４５４ （２．８） ５７８ （１．９） ６２９ （３．０） ６５８ （３．８）
爱尔兰 ３６０ （４．７） ３９３ （３．２） ４４５ （３．４） ５６２ （３．０） ６１４ （３．６） ６４１ （３．３）
意大利 ３０７ （６．４） ３４２ （５．９） ４００ （４．３） ５３０ （３．０） ５８９ （３．６） ６２３ （３．７）
日本 ３６１ （８．２） ４０２ （６．３） ４６７ （５．４） ６０５ （４．４） ６６０ （６．１） ６９０ （６．６）
韩国 ３８８ （４．６） ４２３ （４．５） ４７９ （３．７） ６０６ （４．２） ６５９ （５．４） ６９０ （６．８）
卢森堡 ３３８ （３．９） ３７３ （２．７） ４３０ （２．２） ５５７ （１．９） ６１１ （３．２） ６４１ （２．７）
墨西哥 ２４７ （５．４） ２７６ （４．７） ３２７ （４．３） ４４４ （４．５） ４９７ （４．７） ５２７ （５．６）
荷兰 ３８５ （６．９） ４１５ （５．８） ４７１ （５．４） ６０８ （３．８） ６５７ （３．２） ６８３ （３．４）
新西兰 ３５８ （４．１） ３９４ （３．９） ４５５ （２．９） ５９３ （２．２） ６５０ （３．２） ６８２ （２．９）
挪威 ３４３ （４．０） ３７６ （３．４） ４３３ （２．９） ５６０ （３．３） ６１４ （３．６） ６４５ （３．９）
波兰 ３４３ （５．８） ３７６ （３．６） ４２８ （３．１） ５５３ （２．９） ６０７ （３．３） ６４０ （３．５）
葡萄牙 ３２１ （６．３） ３５２ （５．３） ４０６ （５．０） ５２６ （３．５） ５８０ （３．３） ６１０ （３．７）
斯洛伐克 ３４２ （６．９） ３７９ （５．８） ４３６ （４．６） ５６５ （３．８） ６１９ （３．５） ６４８ （４．１）
西班牙 ３３５ （５．１） ３６９ （３．５） ４２６ （３．０） ５４６ （３．１） ５９７ （３．５） ６２６ （３．７）
瑞典 ３５３ （５．３） ３８７ （４．４） ４４６ （３．０） ５７６ （３．２） ６３０ （３．８） ６６２ （４．８）
瑞士 ３５９ （４．８） ３９６ （４．２） ４６１ （３．６） ５９５ （４．９） ６５２ （５．２） ６８４ （６．８）
土耳其 ２７０ （５．８） ３００ （５．０） ３５１ （５．３） ４８５ （８．５） ５６０ （１４．２） ６１４ （２２．７）
美国 ３２３ （４．９） ３５６ （４．５） ４１８ （３．７） ５５０ （３．４） ６０７ （３．９） ６３８ （５．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１５ （２．１） ３５２ （１．７） ４１８ （１．６） ５６３ （１．１） ６２２ （１．３） ６５５ （１．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３２ （１．３） ３６９ （１．１） ４３２ （０．９） ５７１ （０．７） ６２８ （０．７） ６６０ （１．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０３ （６．０） ２３３ （５．３） ２８６ （４．６） ４１９ （６．２） ４８８ （９．５） ５２８ （１１．３）
中国香港 ３７４ （１１．０） ４１７ （８．０） ４８５ （６．９） ６２２ （３．７） ６７２ （４．１） ７００ （４．０）
印度尼西亚 ２３３ （５．２） ２６０ （４．８） ３０６ （３．５） ４１２ （４．８） ４６６ （６．５） ４９９ （７．７）
拉脱维亚 ３３９ （５．９） ３７１ （５．１） ４２４ （３．９） ５４４ （４．７） ５９６ （４．４） ６２６ （５．０）
列支敦士登 ３６２ （１９．７） ４０８ （９．８） ４７０ （７．６） ６０９ （７．９） ６５５ （９．５） ６８６ （１６．４）
中国澳门 ３８２ （８．８） ４１４ （６．０） ４６７ （４．４） ５８７ （４．０） ６３９ （５．５） ６６８ （８．３）
俄罗斯 ３１９ （５．５） ３５１ （５．０） ４０６ （４．８） ５３０ （５．０） ５８８ （５．３） ６２２ （６．１）
塞尔维亚 ２９９ （４．４） ３２９ （４．５） ３７９ （４．０） ４９３ （４．８） ５４６ （５．１） ５７９ （５．３）
泰国 ２９０ （４．０） ３１６ （３．１） ３６１ （２．９） ４６９ （３．８） ５２６ （４．７） ５６０ （６．４）
突尼斯 ２２９ （３．８） ２５６ （３．５） ３０３ （２．６） ４１２ （３．６） ４６６ （４．８） ５０１ （６．８）
乌拉圭 ２５５ （４．３） ２９１ （３．８） ３５３ （４．１） ４９１ （３．８） ５５０ （４．４） ５８３ （４．７）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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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ｄ

考虑学生课程体系后男女生在数学量表上的差异

国家（地区）

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ＭＦ）

观测值 学校内
考虑学生的课程层次

和课程方向后１

分差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 （３．８） ８ （２．４） ７ （３．７）

奥地利 ８ （４．４） １７ （２．６） ３０ （３．１）

比利时 ８ （４．８） ２６ （２．４） １９ （３．０）

加拿大 １１ （２．１） １２ （１．８） １５ （２．１）

捷克 １５ （５．１） ２５ （２．７） ２９ （３．９）

丹麦 １７ （３．２） １６ （３．０） １７ （３．２）

芬兰 ７ （２．７） ８ （２．６） ７ （２．７）

法国 ９ （４．２） １８ （２．６） ２３ （２．９）

德国 ９ （４．４） ３１ （２．６） ９ （４．４）

希腊 １９ （３．６） ２６ （２．０） ２９ （２．３）

匈牙利 ８ （３．５） ２６ （２．４） ２１ （３．２）

冰岛 －１５ （３．５） －１５ （３．５） －１５ （３．５）

爱尔兰 １５ （４．２） １７ （３．３） １９ （４．０）

意大利 １８ （５．９） ２４ （２．３） ２０ （５．９）

日本 ８ （５．９） １６ （２．５） １１ （５．５）

韩国 ２３ （６．８） １６ （３．５） １８ （４．１）

卢森堡 １７ （２．８） ２１ （２．５） ２６ （２．６）

墨西哥 １１ （３．９） １７ （２．３） １６ （３．９）

荷兰 ５ （４．３） １３ （２．１） １５ （２．６）

新西兰 １４ （３．９） １２ （３．４） １５ （３．９）

挪威 ６ （３．２） ６ （３．２） ６ （３．２）

波兰 ６ （３．１） ６ （３．０） ６ （３．２）

葡萄牙 １２ （３．３） ２０ （２．６） ２５ （２．３）

斯洛伐克 １９ （３．７） ２６ （２．８） ２０ （３．８）

西班牙 ９ （３．０） １１ （２．７） ９ （３．０）

瑞典 ７ （３．３） ７ （３．１） ９ （３．２）

瑞士 １７ （４．９） ２５ （２．４） １８ （４．５）

土耳其 １５ （６．２） ２０ （３．０） ２１ （６．２）

美国 ６ （２．９） ８ （２．８） １０ （２．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０ （１．４） １５ （１．１） １２ （１．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１ （０．８） １５ （０．５） １２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６ （４．１） １７ （２．７） ２６ （３．７）

中国香港 ４ （６．６） １７ （２．８） ６ （６．３）

印度尼西亚 ３ （３．４） ９ （２．７） ８ （３．５）

拉脱维亚 ３ （４．０） ８ （３．８） ４ （４．２）

列支敦士登 ２９ （１０．９） ４２ （７．５） ２８ （１１．０）

中国澳门 ２１ （５．８） ２３ （６．８） ２４ （５．５）

俄罗斯 １０ （４．４） １９ （２．７） １７ （４．４）

塞尔维亚 １ （４．４） ２２ （３．１） ２５ （４．１）

泰国 －４ （４．２） －２ （２．５） ０ （３．８）

突尼斯 １２ （２．５） ２３ （１．９） ２３ （２．０）

乌拉圭 １２ （４．２） １９ （３．１） ２４ （３．３）

英国２ ７ （４．９） １０ （２．６） ７ （４．７）

１．课程层次指学生所在的是初中（ＩＳＣＥＤ２级）还是高中（ＩＳＣＥＤ３级）。课程方向（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指课程的培养方向：

Ａ（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Ｂ（以升入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课程）或者Ｃ（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目的的教育课程）（参

见附录Ａ１）。

２．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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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６

经济社会指标及其与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

ＯＥＣＤ成员

经济和社会指标 调整后的数学量表成绩

数学量表

得分均值

人均ＧＤＰ

（美 元 购

买 力 评

价）

３５—４４岁

人口中达

到高中教

育及以上

文化程度

的人所占

的百分比

ＰＩＳＡ 经

济、社 会

和文化地

位 指 数

（ＥＳＣＳ）平

均值

每个学生

在６至１５

岁之间的

累计教育

经 费 （美

元购买力

评价）

根据人均

ＧＤＰ调整

后的数学

成绩

根据人均

ＧＤＰ以及

受教育程

度调整后

的数学成

绩

根据ＰＩＳＡ

经济、社会

和文化指

数平均值

调整后的

数学成绩

根据学生

在６至１５

岁间累计

教育经费

调整后的

数学成绩

澳大利亚 ５２４ ２６６８５ ６２ ０．２３ ５８４８０ ５１６ ５２８ ５０９ ５２０

奥地利 ５０６ ２８３７２ ８２ ０．０６ ７７２５５ ４９３ ４８７ ５０１ ４８９

比利时 ５２９ ２７０９６ ６６ ０．１５ ６３５７１ ５２０ ５２９ ５１９ ５２２

加拿大 ５３２ ２９２９０ ８６ ０．４５ ５９８１０ ５１８ ５１０ ５０２ ５２８

捷克 ５１６ １４８６１ ９１ ０．１６ ２６０００ ５３６ ５０４ ５０５ ５３４

丹麦 ５１４ ２９２２３ ８１ ０．２０ ７２９３４ ５００ ４９６ ５０１ ５０１

芬兰 ５４４ ２６３４４ ８５ ０．２５ ５４３７３ ５３７ ５２５ ５２８ ５４３

法国 ５１１ ２６８１８ ６８ －０．０８ ６２７３１ ５０２ ５０８ ５１６ ５０４

德国 ５０３ ２５４５３ ８６ ０．１６ ４９１４５ ４９８ ４８４ ４９２ ５０５

希腊 ４４５ １７０２０ ５８ －０．１５ ３２９９０ ４６０ ４６３ ４５５ ４５８

匈牙利 ４９０ １３０４３ ７９ －０．０７ ２５６３１ ５１４ ４９２ ４９５ ５０８

冰岛 ５１５ ２８９６８ ６２ ０．６９ ６５９７７ ５０１ ５１７ ４６９ ５０６

爱尔兰 ５０３ ２９８２１ ６５ －０．０８ ４１８４５ ４８７ ５００ ５０８ ５１０

意大利 ４６６ ２５３７７ ５０ －０．１１ ７５６９３ ４６０ ４８３ ４７３ ４５０

日本 ５３４ ２６６３６ ９４ －０．０８ ６０００４ ５２６ ５０６ ５３９ ５２９

韩国 ５４２ １５９１６ ７９ －０．１０ ４１８０２ ５６０ ５４１ ５４９ ５４９

卢森堡 ４９３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墨西哥 ３８５ ９１４８ ２６ －１．１３ １５３１２ ４１９ ４４４ ４６１ ４１０

荷兰 ５３８ ２８７１１ ７１ ０．１０ ５５４１６ ５２５ ５３１ ５３１ ５３６

新西兰 ５２３ ２１２３０ ８０ ０．２１ ｍ ５２８ ５１５ ５０９ ｍ

挪威 ４９５ ３６５８７ ９１ ０．６１ ７４０４０ ４６３ ４５９ ４５４ ４８１

波兰 ４９０ １０３６０ ４８ －０．２０ ２３３８７ ５２１ ５２６ ５０４ ５１０

葡萄牙 ４６６ １７９１２ ２０ －０．６３ ４８８１１ ４７９ ５２１ ５０８ ４６８

斯洛伐克 ４９８ １１３２３ ９１ －０．０８ １４８７４ ５２７ ４９０ ５０４ ５２３

西班牙 ４８５ ２１３４７ ４６ －０．３０ ４６７７４ ４９０ ５１１ ５０５ ４８９

瑞典 ５０９ ２６９０２ ８７ ０．２５ ６０１３０ ５００ ４８７ ４９２ ５０４

瑞士 ５２７ ３００３６ ８５ －０．０６ ７９６９１ ５１０ ５０４ ５３０ ５０８

土耳其 ４２３ ６０４６ ２５ －０．９８ ｍ ４６５ ４８７ ４８９ ｍ

美国 ４８３ ３５１７９ ８８ ０．３０ ７９７１６ ４５４ ４５１ ４６３ ４６５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资料来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Ｇｌａｎｃｅ（ＯＥＣＤ，２００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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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各国家（地区）学生喜欢并对数学感兴趣的指数和依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喜欢并对数学感兴趣的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１．２２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４） －１．６０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４４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１．０７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１．３５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１．３２ （０．０１）
捷克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０１）
丹麦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８０ （０．０１） １．５９ （０．０２）
芬兰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３） －１．４１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０２）
法国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２４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１）
德国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０４） －１．３８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５４ （０．０２）
希腊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１．３３ （０．０１）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０１）
冰岛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５２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１６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１．１７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２４ （０．０１）
日本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５１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４） －１．６８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２）
韩国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１．４１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６４ （０．０１） －０．６８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５８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８４ （０．００） １．５４ （０．０２）
荷兰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３８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９３ （０．０１）
新西兰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１．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１）
挪威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４） －１．５４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波兰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９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１．１６ （０．０１）
斯洛伐克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１．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０７ （０．０１）
西班牙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１４ （０．０１）
瑞典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４） －１．２３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０２）
瑞士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３） －１．２２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１．４３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５５ （０．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４） ０．４９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０１） １．８９ （０．０２）
美国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４０ （０．０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１．３４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２９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０３）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０１） １．６４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７４ （０．０２）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６３ （０．０１） ０．９７ （０．００） １．４８ （０．０１）
拉脱维亚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１）
列支敦士登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３９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６１ （０．１０） －１．１９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２） １．４０ （０．０５）
中国澳门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９２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２） １．２６ （０．０３）
俄罗斯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７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００） １．２７ （０．０１）
塞尔维亚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４） －１．２６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２）
泰国 ０．７１ （０．０１） ０．７４ （０．０２） ０．７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１） ０．９７ （０．００） １．４３ （０．０１）
突尼斯 ０．９４ （０．０２） １．０８ （０．０３） ０．８１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７２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１） ２．１６ （０．０１）
乌拉圭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７２ （０．０１） １．６１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１）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喜欢并对数学感兴趣指数
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喜欢并对数学感兴趣指
数每变化一个单位导致
数学成绩的变化大小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
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０２ （３．３） ５１７ （２．５） ５３５ （２．６） ５４７ （３．０） １８．６ （１．３６） １．４ （０．０６） ３．５ （０．４９）
奥地利 ４９５ （３．９） ５０３ （３．４） ５１２ （５．０） ５２０ （５．３） ８．７ （１．９２） １．２ （０．０８） １．０ （０．４３）
比利时 ５１４ （３．２） ５３３ （３．３） ５４４ （３．４） ５５４ （３．５） １５．０ （１．５５） １．３ （０．０７） １．９ （０．４１）
加拿大 ５１１ （２．０） ５２７ （２．１） ５４３ （２．８） ５６４ （２．５） ２０．３ （０．９６） １．５ （０．０６） ５．８ （０．５８）
捷克 ５０５ （３．４） ５０９ （４．１） ５２４ （４．８） ５５２ （５．０） ２２．５ （２．２２） １．３ （０．０８） ３．９ （０．７７）
丹麦 ４７８ （３．３） ５０５ （３．９） ５３２ （４．０） ５４６ （４．４） ２７．７ （１．７１） １．８ （０．１１） ８．８ （１．１１）
芬兰 ５１１ （２．６） ５３６ （２．５） ５５０ （２．８） ５８３ （３．４） ３０．５ （１．５９） １．８ （０．１０） １１．２ （１．１１）
法国 ４８７ （３．４） ５００ （３．１） ５２６ （４．０） ５３７ （４．１） ２０．９ （１．７６） １．６ （０．１０） ４．９ （０．８５）
德国 ４９３ （４．９） ５１０ （３．９） ５２１ （４．４） ５２４ （４．７） １０．２ （１．６７） １．２ （０．０９） １．４ （０．４６）
希腊 ４１８ （４．０） ４３１ （４．９） ４５９ （４．４） ４７６ （５．４） ２３．７ （１．８８） １．５ （０．０９） ６．７ （０．９７）
匈牙利 ４８６ （３．５） ４８２ （３．９） ４８４ （４．３） ５０９ （４．９） １０．０ （２．３０） ０．９ （０．０７） ０．９ （０．４２）
冰岛 ４７７ （３．１） ５０７ （３．６） ５３１ （３．７） ５４７ （３．２） ２４．５ （１．４４） ２．０ （０．１１） ８．６ （１．００）
爱尔兰 ４８２ （３．３） ４９９ （３．３） ５０７ （３．６） ５２４ （４．１） １７．４ （１．７８） １．４ （０．１０） ３．８ （０．７９）
意大利 ４５０ （３．６） ４６２ （３．８） ４８１ （４．４） ４７１ （４．５） １０．３ （１．７０） １．１ （０．０７） １．０ （０．３５）
日本 ４９４ （４．７） ５３１ （４．６） ５４３ （５．０） ５７２ （５．９） ２７．６ （２．４４） １．９ （０．１２） ７．９ （１．２１）
韩国 ５００ （３．９） ５２０ （４．０） ５５７ （４．６） ５９３ （３．８） ３６．２ （１．６２） ２．０ （０．１１） １５．５ （１．０５）
卢森堡 ４８５ （２．６） ４８９ （３．１） ４９８ （２．９） ５０３ （３．５） ６．７ （１．４８） １．１ （０．０６） ０．６ （０．２８）
墨西哥 ３９５ （４．３） ３９３ （３．９） ３８９ （４．６） ３８１ （５．６） －６．３ （２．５０） ０．８ （０．０８） ０．４ （０．２９）
荷兰 ５２５ （４．０） ５４１ （４．７） ５４８ （４．０） ５５９ （４．９）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３ （０．１０） ２．１ （０．６３）
新西兰 ５１３ （３．５） ５１９ （３．３） ５３３ （４．１） ５３４ （４．０） １１．４ （１．７２） １．０ （０．０８） １．３ （０．３９）
挪威 ４４７ （３．１） ４８１ （３．３） ５１２ （４．０） ５４４ （３．６） ３４．３ （１．４１） ２．２ （０．１４） １６．２ （１．３０）
波兰 ４７９ （３．１） ４７８ （３．２） ４９５ （４．０） ５１１ （３．９） １５．６ （１．４８） １．２ （０．０７） ２．５ （０．５０）
葡萄牙 ４５２ （３．７） ４６２ （３．９） ４７５ （４．６） ４７９ （５．３） １４．２ （２．２０） １．３ （０．０８） １．９ （０．５９）
斯洛伐克 ４８８ （３．９） ４９２ （４．５） ５０４ （４．０） ５１３ （５．１） １２．１ （２．２６） １．３ （０．０９） １．２ （０．４４）
西班牙 ４６０ （２．８） ４７９ （２．８） ４９４ （３．７） ５１１ （４．１） ２０．４ （１．６１） １．５ （０．１０） ５．１ （０．８３）
瑞典 ４７６ （２．５） ４９９ （３．６） ５２２ （４．１） ５４３ （４．６） ２７．０ （１．７９） １．６ （０．１０） ８．４ （１．０７）
瑞士 ５１３ （４．２） ５１９ （４．６） ５３８ （４．４） ５３８ （４．２） １０．４ （１．４７） １．２ （０．０８） １．２ （０．３５）
土耳其 ４０１ （４．８） ４２１ （７．３） ４３４ （８．８） ４５２ （１０．０） １６．９ （３．０８） １．３ （０．１１） ３．０ （１．０１）
美国 ４７２ （３．２） ４８６ （３．９） ４８４ （４．１） ４９４ （４．９） ７．８ （１．４７） １．０ （０．０６） ０．７ （０．２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３ （１．３） ４９２ （１．３） ４９５ （１．６） ４９４ （１．９） ５．１ （０．７２） １．０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８６ （０．７） ４９８ （０．７） ５０９ （０．９） ５１５ （１．１） １１．９ （０．４５） １．２ （０．０２） １．５ （０．１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７５ （４．４） ３６７ （６．０） ３５２ （６．０） ３４６ （６．９） －１３．３ （２．９８） ０．８ （０．０６） １．４ （０．６４）
中国香港 ５１２ （６．１） ５３９ （５．２） ５６７ （５．８） ５８５ （４．５） ３２．０ （１．８０） １．９ （０．１２） ９．２ （０．８５）
印度尼西亚 ３７１ （６．５） ３６３ （４．１） ３６１ （３．９） ３５１ （４．７） －８．８ （３．４１） ０．８ （０．１０） ０．５ （０．４６）
拉脱维亚 ４７５ （４．５） ４７４ （４．９） ４８５ （４．９） ５０１ （６．４） １５．７ （２．６４） １．１ （０．０８） １．８ （０．５７）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７ （１０．９） ５２８ （１０．９） ５３４ （１１．６） ５４４ （１２．１） ２．５ （５．８６） ０．７ （０．１８） ０．１ （０．４２）
中国澳门 ５０５ （７．３） ５１５ （５．８） ５３９ （６．７） ５５０ （６．７） ２０．２ （４．０２） １．３ （０．１７） ４．２ （１．６０）
俄罗斯 ４５８ （４．８） ４５９ （４．３） ４７５ （５．２） ４８６ （５．５） １３．２ （１．９７） １．２ （０．０６） １．３ （０．３８）
塞尔维亚 ４４４ （４．１） ４３７ （４．１） ４４７ （５．４） ４３４ （５．４） －３．５ （１．９７） ０．９ （０．０７） ０．２ （０．１９）
泰国 ４１９ （３．８） ４１２ （４．０） ４１２ （３．９） ４２５ （４．８） ４．０ （２．４５） １．０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３）
突尼斯 ３５０ （３．６） ３５９ （３．４） ３５６ （３．６） ３７４ （３．７） ８．２ （１．５７） １．１ （０．０８） １．０ （０．４０）
乌拉圭 ４１３ （４．６） ４１４ （４．２） ４３３ （３．９） ４４４ （５．１） １４．４ （１．５６） １．２ （０．０８） ２．２ （０．４７）

英国１ ４９２ （３．８） ５０３ （３．５） ５１４ （３．６） ５２４ （３．７） １３．６ （１．４５） １．３ （０．０７） １．９ （０．４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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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ａ
数学的工具性动机指数和依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数学的工具性动机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５２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５８ （０．０４） －１．６８ （０．０１） －０．９０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０１）
比利时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３） －１．５４ （０．０１） －０．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９５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１．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１） １．５７ （０．００）
捷克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１．１４ （０．０１）
丹麦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１） １．５４ （０．０１）
芬兰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１）
法国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３） －１．３７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１）
德国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３） －１．２５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３０ （０．０１）
希腊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３１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１）
匈牙利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１．１８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０１）
冰岛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４） －１．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１） １．６０ （０．０１）
爱尔兰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４） －１．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３５ （０．０１）
意大利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３２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０５ （０．０１）
日本 －０．６６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０４） －０．８１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４） －１．９２ （０．０１） －１．０３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２）
韩国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５） －１．５９ （０．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３） －１．８０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１．１４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５８ （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０１） １．６０ （０．０１）
荷兰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３） －１．３７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１．５２ （０．０１）
挪威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１．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１）
波兰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１０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９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１．５１ （０．０１）
斯洛伐克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０） １．０８ （０．０１）
西班牙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３５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０） １．２８ （０．０１）
瑞典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１２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３０ （０．０１）
瑞士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７０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１）
土耳其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３）－０．０６ （０．０４） －１．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１）
美国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６８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８４ （０．０１） １．６１ （０．０１）
中国香港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６６ （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１）
拉脱维亚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０６） ０．９４ （０．０９） －１．３１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４） １．３９ （０．０３）
中国澳门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５） －１．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０５ （０．０３）
俄罗斯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４） －１．１３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１）
塞尔维亚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４） －１．４１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０） １．１０ （０．０２）
泰国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６３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１）
突尼斯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１） １．７２ （０．００）
乌拉圭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０１）

英国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１）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四等分
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每
变化一个单位导致数学
成绩的变化大小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０８ （３．０） ５１８ （３．１） ５２７ （３．６） ５４８ （２．９） １６．９ （０．９１） １．３ （０．０４） ３．０ （０．３３）
奥地利 ５１１ （３．９） ５１１ （４．２） ５０６ （４．８） ５０３ （４．１） －３．７ （１．６０） ０．８ （０．０６） ０．２ （０．１５）
比利时 ５２０ （３．３） ５３３ （３．４） ５４７ （３．１） ５４６ （３．９） １１．０ （１．６３） １．１ （０．０６） １．１ （０．３３）
加拿大 ５１３ （２．４） ５２８ （２．０） ５４０ （２．５） ５６４ （２．３） １９．８ （０．９６） １．５ （０．０６） ５．４ （０．５４）
捷克 ５１３ （３．９） ５１８ （４．５） ５２６ （４．２） ５３５ （４．５） １０．７ （１．８２） １．２ （０．０８） １．０ （０．３５）
丹麦 ４８９ （４．０） ５１０ （３．８） ５２２ （４．１） ５４０ （３．８） ２０．９ （１．７７） １．５ （０．１１） ４．３ （０．７４）
芬兰 ５１７ （２．７） ５３６ （２．５） ５４８ （２．８） ５７９ （３．４） ２６．９ （１．７０） １．５ （０．０８） ８．５ （１．０６）
法国 ４９２ （３．０） ５０９ （２．９） ５１９ （４．４） ５２９ （４．３） １３．７ （１．６１） １．４ （０．０９） ２．４ （０．５９）
德国 ５０９ （４．３） ５１２ （４．２） ５１８ （４．７） ５０９ （４．８） １．１ （１．９３） ０．９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６）
希腊 ４２８ （４．１） ４３８ （４．３） ４５０ （５．１） ４６８ （４．８） １４．９ （１．７６） １．３ （０．０９） ２．６ （０．５８）
匈牙利 ４８９ （３．９） ４７９ （３．８） ４８７ （３．９） ５０６ （４．９） ７．９ （１．９０） ０．９ （０．０７） ０．５ （０．２６）
冰岛 ４９４ （３．５） ５０９ （３．８） ５２３ （３．０） ５３７ （３．２） １７．７ （１．７２） １．４ （０．１１） ４．０ （０．７８）
爱尔兰 ４９８ （３．４） ５００ （３．８） ５０１ （４．１） ５１４ （３．５） ７．７ （１．４５） １．１ （０．０７） ０．７ （０．２９）
意大利 ４５６ （３．９） ４６１ （３．８） ４７７ （３．８） ４７１ （４．９） ８．５ （１．５８） １．０ （０．０８） ０．７ （０．２７）
日本 ５００ （４．９） ５３４ （４．３） ５４１ （５．５） ５６５ （５．５） ２３．９ （２．２５） １．７ （０．１２） ６．２ （１．０４）
韩国 ５０４ （３．８） ５２７ （３．８） ５５６ （４．２） ５８３ （４．１） ３２．８ （１．７７） ２．０ （０．１１） １２．０ （１．０５）
卢森堡 ４９２ （２．７） ４９８ （３．３） ４９４ （２．９） ４９１ （３．０） ０．０ （１．３５） ０．９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３）
墨西哥 ３８２ （５．４） ３８８ （４．０） ３８８ （４．６） ３９０ （４．９） ５．４ （２．４４） １．１ （０．１１） ０．３ （０．２４）
荷兰 ５３４ （４．０） ５４７ （４．５） ５４６ （４．４） ５４６ （５．１） ６．１ （２．００） １．１ （０．０９） ０．４ （０．２４）
新西兰 ５０８ （３．５） ５２０ （３．７） ５２５ （３．９） ５４６ （４．２） １５．６ （１．８１） １．２ （０．０８） ２．２ （０．５１）
挪威 ４５７ （３．６） ４９１ （３．０） ５０３ （３．９） ５３４ （３．８） ２８．５ （１．４９） ２．０ （０．１１） １０．１ （１．０６）
波兰 ４７５ （３．６） ４８８ （３．４） ４９１ （４．６） ５１０ （４．１） １７．０ （１．８２） １．４ （０．０９） ２．４ （０．５１）
葡萄牙 ４４６ （４．１） ４６１ （４．７） ４７１ （４．６） ４８９ （５．１） １７．３ （２．０４） １．５ （０．０９） ３．５ （０．８４）
斯洛伐克 ４９２ （３．６） ４９５ （４．５） ５０３ （４．４） ５０５ （４．７） ６．３ （１．９８） １．２ （０．０９） ０．３ （０．２１）
西班牙 ４６１ （２．９） ４７９ （３．０） ４９４ （３．８） ５１１ （３．６） １９．４ （１．３９） １．５ （０．０９） ５．１ （０．７４）
瑞典 ４８５ （２．９） ５０４ （３．０） ５１１ （３．６） ５４０ （４．９） ２３．０ （２．００） １．５ （０．０９） ５．３ （０．８８）
瑞士 ５２９ （５．１） ５２９ （４．２） ５２６ （３．９） ５２５ （３．６） －２．４ （１．６２） １．１ （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９）
土耳其 ４１１ （６．４） ４２４ （８．２） ４３４ （７．６） ４４１ （８．９） １２．９ （２．３９） １．２ （０．１０） １．５ （０．５５）
美国 ４７０ （３．５） ４８３ （３．６） ４８２ （４．２） ５０３ （４．２） １３．６ （１．５２） １．２ （０．０６） ２．０ （０．４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９０ （１．４） ４９０ （１．３） ４９１ （１．６） ４９３ （１．８） ３．０ （０．７５） ０．９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３ （０．８） ４９８ （０．９） ５０３ （０．８） ５１３ （１．０） ８．５ （０．４１） １．１ （０．０２） ０．７ （０．０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８３ （７．８） ３６１ （６．０） ３４９ （４．５） ３４３ （６．３） －１７．１ （３．１０） ０．６ （０．０６） ２．４ （０．８４）
中国香港 ５２５ （５．４） ５４４ （５．７） ５５７ （６．０） ５７６ （４．６） ２５．９ （２．２５） １．５ （０．１０） ４．９ （０．７８）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２ （５．６） ３７０ （４．６） ３６１ （４．０） ３５２ （４．６） －５．６ （２．７８） １．０ （０．０９） ０．３ （０．２５）
拉脱维亚 ４６６ （４．２） ４７５ （４．３） ４８７ （５．１） ５０６ （５．１） １９．７ （２．００） １．３ （０．０８） ３．６ （０．６９）
列支敦士登 ５４０ （１０．１） ５４２ （１１．８） ５３５ （１１．６） ５２７ （１１．９） －５．８ （５．２１） １．１ （０．２６） ０．４ （０．６９）
中国澳门 ５２７ （６．４） ５２５ （６．３） ５２５ （７．９） ５３３ （６．６） ３．４ （３．７９） １．０ （０．１４） ０．１ （０．２６）
俄罗斯 ４５６ （４．３） ４５９ （４．９） ４７５ （５．０） ４８８ （５．３） １３．９ （１．６６） １．３ （０．０８） １．９ （０．４４）
塞尔维亚 ４４３ （４．７） ４４３ （４．６） ４３９ （４．７） ４３４ （５．２） －３．１ （２．１０） ０．９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９）
泰国 ４１２ （４．１） ４１１ （４．０） ４１９ （３．９） ４２６ （４．６） ９．１ （２．５６） １．１ （０．０９） ０．６ （０．３４）
突尼斯 ３３９ （３．０） ３５８ （３．１） ３５６ （３．４） ３８６ （４．０） １３．８ （１．４１） １．４ （０．０７） ３．１ （０．６１）
乌拉圭 ４２１ （４．３） ４２０ （４．５） ４２５ （４．４） ４３１ （５．７） ５．０ （２．１３） ０．９ （０．０６） ０．２ （０．２０）

英国１ ５００ （４．２） ５０２ （３．８） ５０７ （３．９） ５２５ （３．７） １０．４ （１．４８） １．２ （０．０８） １．１ （０．３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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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ｂ
根据学生期望接受的教育水平计算的工具性动机指数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依所有学生的期望教育水平分类

期望完成初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２级）

期望完成职业高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３Ｂ和３Ｃ）

期望完成普通高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３Ａａｎｄ４）

期望完成高职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５Ｂ）

期望完成大学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５Ａ和６）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３７ （０．０９） －０．４２ （０．０４） －０．６５ （０．０４）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５９ （０．０５）
比利时 －０．３１ （０．０５） －０．４８ （０．０６）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２）
加拿大 －０．４３ （０．１５） －０．３３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２）
捷克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０３）
丹麦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４） ０．６９ （０．０３）
芬兰 －０．４８ （０．０６） ａ ａ －０．１１ （０．０２） ａ ａ ０．２５ （０．０２）
法国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４）
德国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希腊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３）
匈牙利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２）
冰岛 －０．５４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４） ０．５６ （０．０３）
爱尔兰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３７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３）
日本 ａ ａ －０．７０ （０．０７） －１．０１ （０．０４） －０．８６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３）
韩国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９２ （０．０６） －１．１６ （０．１３） －０．７６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７１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０４） －０．３９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５） －０．３６ （０．０３）
墨西哥 ０．３５ （０．０６） ０．４２ （０．０５） ０．５９ （０．０３） ０．５９ （０．０３） ０．６５ （０．０２）
荷兰 －０．２６ （０．０４） ａ ａ －０．３１ （０．０３） ａ ａ －０．２２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４） ０．５１ （０．０２）
挪威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４）
波兰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葡萄牙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０３） ａ ａ ０．４５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３）
西班牙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３）
瑞典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瑞士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０５）
土耳其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美国 －０．１０ （０．１９） ａ ａ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２９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５４ （０．１３） －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４９ （０．０６）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列支敦士登 －０．３８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９２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１０）
中国澳门 －０．２１ （０．１１） －０．４５ （０．２８）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０３） ａ ａ ０．０８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０．２３ （０．５７）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５）
泰国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０２） ａ ａ ０．５７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３４ （０．０７） ０．２３ （０．０８）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０６） ０．６９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２７ （０．０６） ０．４３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３２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３）

英国１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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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ｂ（续）
根据学生期望接受的教育水平计算的工具性动机指数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依男生的期望教育水平分类

期望完成初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２级）

期望完成职业高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３Ｂ和３Ｃ）

期望完成普通高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３Ａａｎｄ４）

期望完成高职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５Ｂ）

期望完成大学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５Ａ和６）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３５ （０．１１） －０．２４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３０ （０．０７）
比利时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４１ （０．０８）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３）
加拿大 －０．２６ （０．１８）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２）
捷克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０４）
丹麦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０５） ０．５０ （０．０４） ０．５０ （０．０５） ０．８７ （０．０５）
芬兰 －０．３８ （０．１０） ａ ａ ０．０３ （０．０３） ａ ａ ０．４６ （０．０３）
法国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０５）
德国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希腊 －０．４８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０４）
匈牙利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３）
冰岛 －０．５９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５１ （０．０６） ０．６３ （０．０５）
爱尔兰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７） ０．３８ （０．０４）
意大利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４）
日本 ａ ａ －０．５９ （０．０８） －０．８６ （０．０５） －０．６８ （０．０７） －０．２９ （０．０５）
韩国 ０．１４ （０．６２） －０．８２ （０．１０） －１．０８ （０．１５） －０．７０ （０．０４） －０．２５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５０ （０．１２）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４）
墨西哥 ０．３２ （０．０６） ０．４２ （０．０５） ０．６２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４） ０．７１ （０．０３）
荷兰 －０．０９ （０．０４） ａ ａ －０．０５ （０．０５） ａ ａ ０．００ （０．０３）
新西兰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５０ （０．０６） ０．５９ （０．０４）
挪威 －０．４７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４６ （０．０５） ０．６６ （０．０６）
波兰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４）
葡萄牙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０４） ａ ａ ０．５４ （０．０３）
斯洛伐克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１９ （０．０３）
西班牙 －０．４５ （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３７ （０．０４）
瑞典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５４ （０．０４）
瑞士 ０．３０ （０．０７） ０．３６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０５）
土耳其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美国 －０．０７ （０．２６） ａ ａ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３９ （０．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５２ （０．１５） －０．３８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０４）
印度尼西亚 ０．４９ （０．１１） ０．３８ （０．０４）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０３）
拉脱维亚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０４）
列支敦士登 －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６３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２４） １．０６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１４）
中国澳门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０６）
俄罗斯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３） ａ ａ ０．１９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０．０５ （０．５７）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３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５）
泰国 ０．２０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３３ （０．０３） ａ ａ ０．５３ （０．０３）
突尼斯 ０．４２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１０） ０．４７ （０．０５） ０．５９ （０．０８） ０．８３ （０．０３）
乌拉圭 ０．２６ （０．０７） ０．４５ （０．０６）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０６） ０．４０ （０．０４）

英国１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６） ０．４６ （０．０５）

国家（地区）

依女生的期望教育水平分类

期望完成初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２级）

期望完成职业高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３Ｂ和３Ｃ）

期望完成普通高中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３Ａａｎｄ４）

期望完成高职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５Ｂ）

期望完成大学教育的

学生（ＩＳＣＥＤ５Ａ和６）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４１ （０．１３） －０．３５ （０．０８）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４０ （０．１２） －０．６３ （０．０５） －０．９２ （０．０４） －０．６９ （０．０８） －０．８５ （０．０５）
比利时 －０．４５ （０．０８） －０．５９ （０．０６） －０．５９ （０．０４） －０．６６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加拿大 －０．６５ （０．２１） －０．３７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２）
捷克 －０．１０ （０．２４）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４）
丹麦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５２ （０．０４）
芬兰 －０．６１ （０．１０） ａ ａ －０．２６ （０．０２） ａ ａ ０．０６ （０．０３）
法国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３２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４）
德国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希腊 ０．１４ （０．２７）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３１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３）
匈牙利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０３）
冰岛 －０．４８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０６） ０．５１ （０．０３）
爱尔兰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３）
意大利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５７ （０．１２）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０３）
日本 ａ ａ －０．８８ （０．０９） －１．１８ （０．０６） －０．９３ （０．０４） －０．６１ （０．０３）
韩国 ０．６２ （０．０５） －１．０２ （０．０７） －１．３４ （０．１６） －０．８６ （０．０５） －０．４５ （０．０４）
卢森堡 －０．８９ （０．１０） －０．４６ （０．０６） －０．６７ （０．０５） －０．９３ （０．０６） －０．５９ （０．０３）
墨西哥 ０．３８ （０．１０） ０．４３ （０．１１） ０．５７ （０．０５） ０．６１ （０．０５） ０．６１ （０．０３）
荷兰 －０．４８ （０．０５） ａ ａ －０．５７ （０．０４） ａ ａ －０．４２ （０．０４）
新西兰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４） ０．４３ （０．０３）
挪威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０５）
波兰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葡萄牙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５） ａ ａ ０．３９ （０．０３）
斯洛伐克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０３）
西班牙 －０．４５ （０．０８） －０．３６ （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３）
瑞典 －０．５０ （０．１１） －０．４４ （０．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瑞士 －０．５０ （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４７ （０．０６）
土耳其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美国 －０．１３ （０．２７） ａ ａ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６４ （０．２３） －０．５２ （０．０７）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３）
印度尼西亚 ０．５０ （０．０７） ０．４２ （０．０５） ０．４６ （０．０４） ０．５３ （０．０４） ０．４８ （０．０３）
拉脱维亚 －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４）
列支敦士登 －０．６８ （０．２１） －０．４５ （０．１０） －０．６３ （０．１６） ０．５１ （０．７２） －０．５９ （０．１５）
中国澳门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８３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５）
俄罗斯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４） ａ ａ ０．００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０．７６ （１．２７）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５１） －０．２６ （０．０５） －０．３６ （０．０５）
泰国 ０．３７ （０．０９） ０．３７ （０．０６） ０．５１ （０．０３） ａ ａ ０．５９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１９ （０．１３）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２７ （０．０７） ０．５８ （０．０３）
乌拉圭 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３７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０３）

英国１ －０．２６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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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ｃ
依据学生课程类别计算的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Ａ类课程１

（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
Ｂ类课程２

（以升入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Ｃ类课程３

（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１．１ （０．６） ０．２３ （０．０２） ８．９ （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奥地利 ５６．８ （１．９） －０．６１ （０．０３） ３４．１ （１．９） －０．３５ （０．０４） ９．２ （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４）
比利时 ７７．１ （１．１） －０．３１ （０．０２） ２．１ （０．４） ｃ ｃ ２０．９ （１．１） －０．３５ （０．０３）
加拿大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１）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捷克 ８３．１ （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 （０．３） ｃ ｃ １６．６ （１．２） －０．１５ （０．０３）
丹麦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法国 ９０．５ （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２） ２．１ （０．６） ｃ ｃ ７．４ （０．７） －０．１９ （０．０７）
德国 ９８．４ （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６ （０．２）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希腊 ８０．１ （２．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１９．９ （２．２） －０．１１ （０．０６）
匈牙利 ８０．４ （０．７） －０．１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９．６ （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４）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爱尔兰 ８２．２ （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２） １．１ （０．３） ｃ ｃ １６．７ （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５）
意大利 ９９．９ （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０．１ （０．０） ｃ ｃ
日本 ７４．６ （０．５） －０．６４ （０．０３） ０．９ （０．９） ｃ ｃ ２４．５ （１．０） －０．７２ （０．０６）
韩国 ７３．３ （０．９） －０．３１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２６．７ （０．９） －０．７９ （０．０３）
卢森堡 ９５．４ （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２） ３．２ （０．１） －０．２７ （０．１０） １．３ （０．１） ｃ ｃ
墨西哥 ９４．２ （１．２） ０．５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５．８ （１．２） ０．５２ （０．０５）
荷兰 ３８．６ （１．８） －０．３１ （０．０２） ５８．０ （２．０） －０．２２ （０．０３） ３．４ （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葡萄牙 ９１．２ （１．０） ０．２７ （０．０２） ８．５ （０．９）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３ （０．１） ｃ ｃ
斯洛伐克 ９７．３ （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２） １．０ （０．６） ｃ ｃ １．８ （０．５） ｃ ｃ
西班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士 ９１．２ （２．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８．４ （２．８）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４ （０．２） ｃ ｃ
土耳其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美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６．９ （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８ （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６．５ （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４．４ （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９．１ （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印度尼西亚 ８９．１ （１．２） ０．４６ （０．０２） １０．９ （１．２） ０．３６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澳门 ９９．０ （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０ （０．１）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俄罗斯 ９２．５ （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７．５ （２．６） －０．２６ （０．０６）
塞尔维亚 ２１．４ （２．６） －０．２９ （０．０６） ４５．４ （２．５） －０．１４ （０．０４） ３３．３ （２．４） －０．１８ （０．０４）
泰国 ８９．７ （１．４） ０．５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０．３ （１．４） ０．３８ （０．０３）
突尼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５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乌拉圭 ９１．９ （１．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４．２ （１．１） ０．６０ （０．０６） ３．９ （０．５） ０．３７ （０．０５）

英国４ ０．９ （０．３） ｃ ｃ ０．６ （０．１） ｃ ｃ ９８．５ （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２）

１．Ａ类：为进入下一级教育等级而设计的一般课程。

２．Ｂ类：为进入下一级职业教育而设计的课程。

３．Ｃ类：为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而设计的课程。

４．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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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ｃ（续）
依据学生课程类别计算的数学工具性动机指数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男

Ａ类课程１

（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
Ｂ类课程２

（以升入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Ｃ类课程３

（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０．３ （０．８） ０．３５ （０．０２） ９．７ （０．８） ０．２３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奥地利 ４９．０ （２．４） －０．２８ （０．０５） ３８．６ （２．６） －０．１５ （０．０５） １２．４ （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６）
比利时 ７４．０ （１．７） －０．１４ （０．０２） ２．２ （０．４） ｃ ｃ ２３．８ （１．７） －０．２３ （０．０４）
加拿大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捷克 ７８．４ （１．７）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 （０．１） ｃ ｃ ２１．４ （１．７） －０．１７ （０．０４）
丹麦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法国 ９１．２ （１．４） ０．１１ （０．０３） ２．６ （０．９） ｃ ｃ ６．２ （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７）
德国 ９８．３ （０．８） ０．１７ （０．０２） １．７ （０．８）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希腊 ７６．２ （３．１） ０．１３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２３．８ （３．１） －０．０３ （０．０５）
匈牙利 ７６．８ （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２３．２ （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５）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爱尔兰 ８５．５ （１．３）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９ （０．３） ｃ ｃ １３．６ （１．３） ０．１７ （０．０８）
意大利 ９９．９ （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０．１ （０．０） ｃ ｃ
日本 ７１．２ （２．６） －０．４８ （０．０４） １．５ （１．５） ｃ ｃ ２７．２ （２．５） －０．５５ （０．０７）
韩国 ７５．４ （２．５） －０．２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２４．６ （２．５） －０．６９ （０．０５）
卢森堡 ９３．５ （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４．２ （０．３） －０．２２ （０．１１） ２．３ （０．２） ｃ ｃ
墨西哥 ９３．７ （１．２） ０．５８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６．３ （１．２） ０．５１ （０．０６）
荷兰 ３５．４ （２．０） －０．０９ （０．０３） ６０．８ （２．４） －０．０１ （０．０３） ３．９ （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２）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葡萄牙 ８９．６ （１．３） ０．３１ （０．０３） １０．１ （１．３）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３ （０．１） ｃ ｃ
斯洛伐克 ９６．８ （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１．２ （０．７） ｃ ｃ １．９ （０．６） ｃ ｃ
西班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士 ８８．６ （５．１） ０．３２ （０．０３） １１．２ （５．１）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２ （０．２） ｃ ｃ
土耳其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美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６．６ （０．４） ０．１３ （０．０１） ２．１ （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５．６ （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１） ４．９ （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６ （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４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印度尼西亚 ８６．７ （２．３） ０．４４ （０．０２） １３．３ （２．３） ０．３９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７）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澳门 ９９．１ （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９ （０．３）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俄罗斯 ８８．３ （３．８） ０．０８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１１．７ （３．８） －０．２８ （０．０７）
塞尔维亚 １４．４ （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４０．８ （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４） ４４．８ （２．８） －０．１９ （０．０４）
泰国 ８５．７ （２．４） ０．４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４．３ （２．４） ０．３３ （０．０３）
突尼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６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乌拉圭 ８８．０ （１．８） ０．３３ （０．０３） ６．２ （１．６） ０．６４ （０．０８） ５．８ （０．９） ０．３２ （０．０７）

英国４ １．１ （０．６） ｃ ｃ ０．８ （０．２） ｃ ｃ ９８．０ （０．６） ０．２６ （０．０２）

国家（地区）

女

Ａ类课程１

（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
Ｂ类课程２

（以升入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Ｃ类课程３

（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１．９ （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２） ８．１ （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奥地利 ６４．５ （２．６） －０．８７ （０．０３） ２９．６ （２．６） －０．６２ （０．０５） ５．９ （０．６） －０．５７ （０．０７）
比利时 ８０．３ （１．１） －０．４７ （０．０２） ２．０ （０．５） ｃ ｃ １７．７ （１．１） －０．５３ （０．０４）
加拿大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捷克 ８７．９ （１．８）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４ （０．４） ｃ ｃ １１．７ （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５）
丹麦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法国 ８９．９ （１．０）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７ （０．５） ｃ ｃ ８．４ （０．９） －０．３３ （０．０９）
德国 ９８．７ （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２） １．３ （０．３）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希腊 ８３．６ （２．１） －０．１７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１６．４ （２．１） －０．２２ （０．０６）
匈牙利 ８４．４ （１．３） －０．２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５．６ （１．３） －０．０９ （０．０４）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爱尔兰 ７８．８ （２．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４ （０．５） ｃ ｃ １９．８ （２．１） －０．１５ （０．０５）
意大利 ９９．９ （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０．１ （０．０） ｃ ｃ
日本 ７７．８ （２．９）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２ （０．２） ｃ ｃ ２２．０ （３．０） －０．９２ （０．０５）
韩国 ７０．４ （３．２） －０．４０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２９．６ （３．２） －０．９０ （０．０４）
卢森堡 ９７．３ （０．３） －０．６５ （０．０２） ２．３ （０．２） ｃ ｃ ０．５ （０．１） ｃ ｃ
墨西哥 ９４．７ （１．３） ０．５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５．３ （１．３） ０．５２ （０．０９）
荷兰 ４２．０ （２．１） －０．５０ （０．０３） ５５．２ （２．３） －０．４６ （０．０４） ２．９ （１．０） ｃ ｃ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葡萄牙 ９２．６ （０．８） ０．２５ （０．０３） ７．０ （０．８）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３ （０．２） ｃ ｃ
斯洛伐克 ９７．７ （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７ （０．４） ｃ ｃ １．６ （０．７） ｃ ｃ
西班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士 ９３．９ （１．３） －０．４０ （０．０２） ５．４ （１．１） －０．５６ （０．０７） ０．７ （０．３） ｃ ｃ
土耳其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美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７．１ （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６ （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４） －０．２９ （０．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７．５ （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１） ３．９ （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３） ８．７ （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印度尼西亚 ９１．４ （２．３） ０．４８ （０．０２） ８．６ （２．３） ０．３１ （０．０８） ａ ａ ａ ａ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５３ （０．０６）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澳门 ９９．０ （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 １．０ （０．２）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俄罗斯 ９６．６ （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３．４ （１．４） －０．１９ （０．０９）
塞尔维亚 ２８．１ （３．２） －０．４３ （０．０７） ４９．９ （３．２） －０．２６ （０．０４） ２２．０ （２．７） －０．１６ （０．０６）
泰国 ９３．０ （１．２） ０．５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７．０ （１．２） ０．４６ （０．０９）
突尼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乌拉圭 ９５．５ （０．９） ０．１８ （０．０３） ２．４ （０．８） ｃ ｃ ２．１ （０．４） ｃ ｃ

英国４ ０．６ （０．１） ｃ ｃ ０．５ （０．２） ｃ ｃ ９８．９ （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Ａ类：为进入下一级教育等级而设计的一般课程。

２．Ｂ类：为进入一级职业教育而设计的课程。

３．Ｃ类：为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而设计的课程。

４．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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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
期望在３０岁时从事某种职业类别的学生比例及其数学和阅读成绩，按性别分类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男

期望从事高技术白领职业的学生 期望从事低技术白领职业的学生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７０．１ （１．１） ５５２ （３．２） ５３４ （２．９） ８．８ （０．５） ４９１ （５．９） ４７４ （６．２）
奥地利 ５３．８ （２．２） ５４６ （４．１） ５１１ （４．４） １１．５ （１．７） ４７０ （８．０） ４３３ （７．５）
比利时 ６０．５ （２．３） ５７７ （３．０） ５３６ （３．２） ６．７ （０．６） ４９２ （１１．１） ４５５ （１１．４）
加拿大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捷克 ５４．０ （１．８） ５７１ （３．８） ５１６ （３．４） １３．７ （１．５） ４７２ （５．０） ４３５ （４．９）
丹麦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芬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法国 ６７．７ （１．７） ５４５ （３．８） ５０９ （３．８） １０．０ （０．８） ４７６ （８．２） ４２７ （８．６）
德国 ５２．６ （１．８） ５６０ （４．６） ５２５ （４．７） １１．９ （１．０） ４９１ （７．６） ４５７ （８．９）
希腊 ７２．０ （１．８） ４７５ （４．５） ４７４ （４．７） １０．０ （１．０） ４３３ （６．３） ４３５ （９．７）
匈牙利 ５６．１ （２．３） ５３５ （４．０） ５０７ （３．６） １２．７ （１．５） ４５３ （７．９） ４３１ （８．９）
冰岛 ６５．３ （１．２） ５２３ （３．２） ４８０ （３．２） １１．８ （０．９） ４７５ （６．５） ４４１ （７．６）
爱尔兰 ６３．５ （１．７） ５４０ （３．２） ５３４ （３．２） ７．１ （０．８） ４７９ （８．７） ４７８ （８．９）
意大利 ６９．５ （１．９） ４９９ （３．８） ４８１ （４．２） １２．６ （１．５） ４２３ （８．９） ４０３ （１２．８）
日本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韩国 ７９．１ （１．１） ５６３ （４．１） ５３７ （３．４） １８．６ （１．０） ５２１ （５．３） ４９９ （５．０）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８５．６ （１．０） ４１１ （４．３） ４１１ （４．６） ３．２ （０．５） ３９４ （１４．８） ３９８ （１６．８）
荷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新西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挪威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波兰 ６５．８ （１．３） ５２８ （２．９） ５１４ （３．１） ７．８ （０．７） ４５８ （９．４） ４５０ （８．８）
葡萄牙 ７９．８ （１．５） ４９６ （４．７） ４８２ （４．５） ７．１ （０．６） ４３３ （９．０） ４２４ （１１．１）
斯洛伐克 ５５．５ （２．１） ５５２ （４．２） ４９７ （３．７） １４．２ （１．６） ４６８ （６．４） ４２３ （７．６）
西班牙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典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士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土耳其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美国 ８１．４ （０．９） ５００ （３．５） ４９５ （３．６） ６．０ （０．５） ４５５ （７．４） ４４７ （９．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６８．２ （０．５） ５０８ （１．７） ４９４ （１．６） ８．０ （０．２） ４７１ （２．９） ４５１ （３．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９．０ （０．４） ５２６ （１．０） ５０２ （１．０） ９．２ （０．３） ４７１ （１．９） ４４７ （２．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６３．２ （１．７） ５９１ （５．４） ５２６ （４．１） ２８．１ （１．６） ５５６ （８．７） ４９９ （６．５）
印度尼西亚 ７２．７ （１．４） ３７８ （４．３） ３８４ （３．９） ８．８ （１．０） ３６０ （７．１） ３７４ （７．３）
拉脱维亚 ６６．１ （２．８） ５１８ （７．９） ５０６ （７．３） １０．６ （１．４） ４３１ （１３．０） ４３６ （１１．５）
列支敦士登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澳门 ６４．６ （２．８） ５６９ （５．８） ５１７ （５．３） ３２．８ （２．７） ５２８ （８．９） ４７７ （６．２）
俄罗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塞尔维亚 ５３．８ （２．３） ４７８ （５．１） ４２４ （４．３） ８．７ （１．３） ４０５ （８．４） ３７４ （８．６）
泰国 ５３．５ （１．９） ４４０ （５．１） ４２３ （４．４） ２６．４ （１．６） ４１６ （５．１） ３９７ （５．１）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英国１ ６８．４ （１．７） ５５４ （３．０） ５３２ （３．１） １０．４ （０．９） ５００ （８．９） ４７２ （８．５）

国家（地区）

男

期望从事高技术蓝领职业的学生 期望从事低技术蓝领职业的学生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９．９ （０．９） ４８１ （３．６） ４５８ （４．５） １．３ （０．２） ｃ ｃ ｃ ｃ
奥地利 ３１．２ （２．８） ４６４ （５．５） ４１２ （５．７） ３．６ （０．６） ４５８ （１２．２） ４１５ （１５．３）
比利时 ２９．４ （２．４） ４６４ （６．０） ４２２ （６．６） ３．４ （０．５） ４９０ （１１．２） ４４２ （１３．３）
加拿大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捷克 ２７．９ （２．１） ４７１ （５．３） ４２９ （５．６） ４．５ （０．７） ５０５ （９．２） ４５５ （９．０）
丹麦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芬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法国 ２０．５ （１．８） ４４２ （６．６） ３９６ （８．８） １．８ （０．４） ｃ ｃ ｃ ｃ
德国 ３１．３ （１．５） ４７６ （５．３） ４３９ （５．７） ４．３ （０．６） ４８０ （１２．６） ４４５ （１５．８）
希腊 １６．４ （１．７） ３９５ （５．７） ３９１ （７．５） １．５ （０．３） ｃ ｃ ｃ ｃ
匈牙利 ２８．７ （２．５） ４２５ （４．９） ４０５ （４．９） ２．５ （０．４）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２０．５ （０．９） ４８１ （５．１） ４４０ （５．７） ２．５ （０．５）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２７．４ （１．７） ４６９ （４．７） ４５７ （５．１） ２．０ （０．４） ｃ ｃ ｃ ｃ
意大利 １５．３ （１．４） ４１４ （１１．５） ３９４ （１１．２） ２．６ （０．４）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韩国 １．４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０．９ （０．２） ｃ ｃ ｃ ｃ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６．７ （０．６） ３７５ （１１．９） ３７０ （９．９） ４．５ （０．６） ３６９ （１０．９） ３７９ （１１．６）
荷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新西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挪威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波兰 ２３．３ （１．２） ４２９ （４．３） ４１０ （４．７） ３．１ （０．４） ４６１ （１５．０） ４４５ （１４．７）
葡萄牙 １０．４ （１．１） ４００ （７．０） ３７８ （９．１） ２．７ （０．４） ｃ ｃ ｃ ｃ
斯洛伐克 ２５．９ （２．２） ４４０ （５．７） ３８７ （５．２） ４．４ （０．７） ４７３ （９．９） ４２１ （１３．１）
西班牙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典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士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土耳其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美国 １０．５ （０．８） ４５８ （６．８） ４５３ （７．４） ２．１ （０．３） ｃ ｃ ｃ ｃ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３．４ （０．４） ４５０ （２．９） ４２６ （２．９） １０．４ （０．２） ４７６ （３．５） ４５２ （３．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７．５ （０．４） ４５０ （１．７） ４１９ （１．８） １４．４ （０．２） ４９９ （２．０） ４６７ （２．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２．３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６．３ （０．７） ５２１ （１３．６） ４６３ （１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７．４ （１．０） ３５０ （７．９） ３６４ （８．７） １１．１ （０．９） ３４０ （７．０） ３４９ （７．３）
拉脱维亚 １９．５ （１．９） ４４３ （８．４） ４３１ （９．６） ３．８ （０．７） ４５２ （１９．０） ４３８ （１６．６）
列支敦士登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澳门 １．５ （１．０） ｃ ｃ ｃ ｃ １．１ （０．４） ｃ ｃ ｃ ｃ
俄罗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塞尔维亚 ３１．１ （２．１） ３９１ （４．６） ３５３ （４．１） ６．４ （１．１） ４１７ （８．９） ３６８ （８．７）
泰国 １１．５ （１．６） ３８４ （１０．８） ３７０ （９．２） ８．６ （２．１） ３８７ （１５．４） ３６７ （９．０）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英国１ １９．１ （１．４） ４７４ （６．５） ４４９ （６．８） ２．０ （０．５） ｃ ｃ ｃ ｃ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３０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３．３（续）
期望在３０岁时从事某种职业类别的学生比例及其数学和阅读成绩，按性别分类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女

期望从事高技术白领职业的学生 期望从事低技术白领职业的学生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１．８ （０．７） ５３６ （２．６） ５６２ （２．４） １６．１ （０．７） ４６８ （４．３） ４９１ （４．５）
奥地利 ６３．３ （２．０） ５２７ （４．４） ５４６ （４．２） ３１．０ （２．０） ４５４ （４．６） ４６０ （５．２）
比利时 ７５．１ （１．４） ５４９ （２．９） ５５２ （３．０） ２２．５ （１．５） ４５２ （５．３） ４５９ （６．０）
加拿大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捷克 ６３．０ （１．８） ５４３ （４．０） ５３７ （３．５） ３１．２ （１．５） ４６５ （４．６） ４６８ （４．５）
丹麦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芬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法国 ７１．５ （１．４） ５２４ （３．４） ５３３ （３．２） ２６．０ （１．５） ４５５ （４．０） ４５９ （５．２）
德国 ６９．８ （１．３） ５２９ （４．０） ５４３ （３．９） ２４．６ （１．３） ４６２ （５．０） ４８１ （６．３）
希腊 ８１．８ （１．５） ４４９ （４．０） ５０２ （４．０） １７．５ （１．６） ３８０ （６．０） ４４５ （７．４）
匈牙利 ６６．１ （１．８） ５１４ （４．２） ５２６ （３．７） ２７．３ （１．６） ４３３ （４．９） ４５１ （５．１）
冰岛 ７５．７ （１．３） ５３４ （２．７） ５３５ （２．７） １７．３ （１．２） ４８３ （５．７） ４８４ （６．６）
爱尔兰 ７７．７ （１．３） ５１４ （３．１） ５５２ （３．２） ２０．４ （１．３） ４４１ （４．８） ４７５ （４．７）
意大利 ８０．２ （１．４） ４６６ （４．８） ５０６ （４．１） １８．６ （１．４） ４１９ （５．９） ４５５ （６．１）
日本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韩国 ８０．３ （１．４） ５４１ （５．５） ５５９ （４．１） １５．８ （１．２） ４８６ （５．８） ５０９ （５．９）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８６．７ （０．９） ３９８ （３．９） ４３２ （４．２） ９．５ （０．９） ３５９ （１１．０） ３８９ （１２．８）
荷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新西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挪威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波兰 ７８．８ （１．２） ５１０ （３．０） ５３９ （３．４） １９．１ （１．１） ４３６ （５．４） ４７０ （５．５）
葡萄牙 ８８．３ （０．９） ４７２ （３．４） ５０６ （３．５） １０．５ （０．９） ４０８ （５．６） ４４６ （７．０）
斯洛伐克 ６４．０ （２．０） ５２２ （３．５） ５２０ （３．１） ２８．８ （１．９） ４４６ （６．３） ４４６ （６．０）
西班牙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典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士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土耳其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美国 ８８．９ （０．８） ４８５ （３．３） ５１８ （３．３） ９．５ （０．７） ４４５ （５．９） ４７７ （６．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４．８ （０．４） ４８８ （１．８） ５１６ （１．８） １３．９ （０．４） ４４３ （２．２） ４６６ （２．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６６．５ （０．４） ５０３ （１．１） ５２６ （１．１） １７．４ （０．３） ４４４ （１．６） ４６３ （１．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６６．０ （１．５） ５７１ （４．６） ５４２ （３．７） ２９．４ （１．３） ５３９ （５．４） ５２０ （４．１）
印度尼西亚 ７５．５ （１．４） ３７１ （４．８） ４０５ （４．４） １２．１ （１．１） ３６３ （７．９） ４００ （７．２）
拉脱维亚 ７６．８ （２．１） ５０３ （４．６） ５２８ （４．９） ２０．６ （１．９） ４３６ （７．０） ４７２ （６．０）
列支敦士登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澳门 ６９．３ （２．５） ５３４ （４．９） ５１８ （５．１） ２８．３ （２．５） ５１２ （７．６） ５０６ （６．０）
俄罗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塞尔维亚 ７５．５ （２．５） ４５８ （４．２） ４５２ （３．８） １９．４ （２．３） ３９２ （５．８） ３９８ （５．５）
泰国 ６６．３ （１．４） ４３３ （４．３） ４５２ （３．７） ２７．７ （１．２） ４１２ （４．８） ４３４ （３．５）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英国１ ７８．５ （１．４） ５３７ （３．２） ５４４ （３．４） ２０．２ （１．３） ４６０ （５．０） ４７０ （５．９）

国家（地区）

女

期望从事高技术蓝领职业的学生 期望从事低技术蓝领职业的学生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数学量表上的得分 阅读量表上的得分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６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奥地利 ２．９ （０．８） ｃ ｃ ｃ ｃ ２．８ （０．５） ｃ ｃ ｃ ｃ
比利时 ２．１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０．３ （０．１） ｃ ｃ ｃ ｃ
加拿大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捷克 ４．８ （０．７） ４４７ （１３．７） ４５８ （１６．６） １．０ （０．２）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芬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法国 ２．１ （０．５） ｃ ｃ ｃ ｃ ０．５ （０．２） ｃ ｃ ｃ ｃ
德国 ３．９ （０．５） ５００ （１１．４） ５１０ （１１．４） １．８ （０．３） ｃ ｃ ｃ ｃ
希腊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匈牙利 ６．３ （１．２） ４３１ （１０．０） ４５４ （１０．３） ０．２ （０．２）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５．５ （０．７） ５１６ （１０．４） ５１８ （１０．８） １．５ （０．３）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１．２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０．７ （０．３） ｃ ｃ ｃ ｃ
意大利 ０．９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０．４ （０．１）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韩国 ０．７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３．２ （０．５） ４７２ （１１．２） ４８６ （１１．３）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１．１ （０．４） ｃ ｃ ｃ ｃ ２．６ （０．４） ｃ ｃ ｃ ｃ
荷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新西兰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挪威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波兰 １．７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０．４ （０．２）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０．８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０．４ （０．１） ｃ ｃ ｃ ｃ
斯洛伐克 ６．１ （０．９） ３９０ （７．２） ３９９ （８．４） １．１ （０．４） ｃ ｃ ｃ ｃ
西班牙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典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瑞士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土耳其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美国 １．５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０．１ （０．１） ｃ ｃ ｃ ｃ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６ （０．１） ４６５ （６．９） ４８５ （８．９） ９．６ （０．３） ４６７ （３．５） ４８７ （３．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１ （０．１） ４５５ （４．４） ４６８ （４．９） １３．９ （０．３） ４８８ （１．９） ５０１ （２．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３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４．４ （０．６） ５１４ （１２．５） ５００ （１０．３）
印度尼西亚 ２．０ （０．５） ｃ ｃ ｃ ｃ １０．３ （１．０） ３４０ （８．２） ３７５ （７．４）
拉脱维亚 ２．１ （０．６） ｃ ｃ ｃ ｃ ０．５ （０．３） ｃ ｃ ｃ ｃ
列支敦士登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澳门 ０．８ （０．７） ｃ ｃ ｃ ｃ １．７ （０．５） ｃ ｃ ｃ ｃ
俄罗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塞尔维亚 ４．２ （０．９） ３７７ （１１．２） ３８７ （１４．８） ０．９ （０．２） ｃ ｃ ｃ ｃ
泰国 １．５ （０．４） ｃ ｃ ｃ ｃ ４．５ （０．７） ３７７ （８．６） ４０３ （８．３）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英国１ １．０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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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
对学校的态度指数和依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的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对学校的态度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０１） １．７０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０．１１ （０．０３） －１．１６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０１ （０．０２）
加拿大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０．２３ （０．０２） －１．１４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２）
捷克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１４ （０．０２）
丹麦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０．１１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芬兰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３５ （０．０２）
法国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３）－０．２９ （０．０４）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１） １．４５ （０．０２）
德国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０．１６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希腊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０．１８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０．１２ （０．０２） －１．１６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０２）
冰岛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０．３３ （０．０５） －１．２９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４３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０．２２ （０．０４）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０．２２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１）
日本 －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２）－０．１８ （０．０３） －１．４８ （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２）
韩国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１．３３ （０．０１） －０．６８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７７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０．１８ （０．０３） －１．３９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５３ （０．０３）－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９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７２ （０．０１） １．８９ （０．０２）
荷兰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２）－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０３）
新西兰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２）
挪威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０．２０ （０．０４） －１．３５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０５ （０．０２）
波兰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０．２４ （０．０３） －１．２７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０３）－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０．２９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２）
瑞典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２）－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１０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２）
瑞士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２）－０．１１ （０．０３） －１．１９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２９ （０．０３）－０．３１ （０．０５）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５６ （０．０２）
美国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０．２３ （０．０４）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５５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３９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５３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６１ （０．０３）－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７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０） １．９２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２）－０．０３ （０．０２） －１．３３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３） ０．６４ （０．０２）－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８０ （０．００） １．９０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３）－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８５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１０） －１．２６ （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６）
中国澳门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７） －１．３０ （０．０３） －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６６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４４ （０．０１） １．４８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３）－０．１３ （０．０４） －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５０ （０．０２）
泰国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３）－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７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３）
突尼斯 ０．７２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３）－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７４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０７ （０．０１） ２．１９ （０．０１）
乌拉圭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０．１５ （０．０２） －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２）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对学校的态度指数四等分
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对学校的态度指数每变
化一个单位导致数学成
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０２ （３．２） ５２１ （２．６） ５３６ （２．３） ５４０ （２．６） １３．８ （１．０３） １．５ （０．０６） ２．４ （０．３６）
奥地利 ５０１ （４．２） ５１７ （４．７） ５１６ （４．８） ４９６ （４．５） －２．７ （１．７２） １．０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４）
比利时 ５２８ （４．０） ５４４ （３．５） ５４０ （３．８） ５２３ （３．９） －４．３ （２．１６） １．１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４）
加拿大 ５２４ （２．４） ５３６ （２．２） ５４０ （２．４） ５４５ （２．４） ７．２ （１．００） １．３ （０．０６） ０．８ （０．２１）
捷克 ５１６ （４．６） ５２２ （４．７） ５２８ （４．０） ５２５ （３．５） ３．６ （１．７２） １．２ （０．０８） ０．１ （０．１１）
丹麦 ５０３ （４．０） ５１３ （４．３） ５２６ （３．７） ５２０ （４．４） ７．０ （１．７８） １．３ （０．０８） ０．５ （０．２７）
芬兰 ５２５ （２．９） ５４２ （２．４） ５５３ （２．７） ５５８ （３．４）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５ （０．０７） ２．０ （０．４７）
法国 ４９５ （３．５） ５１８ （３．６） ５２４ （３．８） ５１３ （４．２） ６．８ （１．６９） １．５ （０．１０） ０．６ （０．３０）
德国 ５１６ （４．８） ５２２ （４．５） ５１４ （４．８） ４９６ （４．５） －９．４ （１．９８） ０．９ （０．０６） ０．９ （０．３７）
希腊 ４５９ （４．５） ４５０ （５．１） ４４３ （５．３） ４３１ （３．７） －１１．４ （１．７４） ０．８ （０．０６） １．５ （０．４３）
匈牙利 ４９６ （４．７） ４９３ （４．１） ４８７ （４．４） ４８５ （４．１） －６．５ （２．２８） ０．９ （０．０７） ０．３ （０．２４）
冰岛 ４９０ （３．３） ５１１ （３．０） ５２６ （３．２） ５３６ （２．９） １５．３ （１．４２） １．８ （０．１２） ３．４ （０．６４）
爱尔兰 ４９１ （４．０） ４９９ （４．０） ５１３ （３．７） ５０８ （３．８） ６．８ （１．５３） １．４ （０．１０） ０．７ （０．３１）
意大利 ４６７ （４．１） ４７２ （３．９） ４６８ （４．３） ４５６ （３．９） －５．６ （１．７３） １．０ （０．０７） ０．３ （０．１７）
日本 ５３０ （５．０） ５３３ （５．４） ５３８ （４．９） ５３７ （４．７） ２．６ （２．０３） １．１ （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９）
韩国 ５４６ （４．０） ５３９ （４．０） ５４０ （４．０） ５４４ （４．８） ０．２ （１．７８） ０．９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３）
卢森堡 ４９７ （３．４） ５０６ （２．９） ４９７ （３．５） ４７６ （３．０） －９．２ （１．４６） ０．８ （０．０７） １．０ （０．３３）
墨西哥 ３５３ （４．７） ３８５ （４．０） ３９４ （３．９） ４１４ （４．１） ２１．４ （１．７１） ２．０ （０．１４） ７．６ （１．１０）
荷兰 ５３２ （４．６） ５４７ （４．４） ５４８ （３．９） ５４５ （５．２） ３．８ （３．０５） １．３ （０．１１） ０．１ （０．１８）
新西兰 ５０２ （３．５） ５２２ （４．０） ５２９ （３．６） ５４５ （４．２） １４．６ （１．７０） １．４ （０．０８） ２．３ （０．５４）
挪威 ４６７ （３．８） ４９７ （４．０） ５１２ （３．９） ５１０ （３．９） １６．３ （１．８０） １．６ （０．１０） ２．９ （０．６３）
波兰 ４８９ （４．１） ４９６ （３．７） ４９６ （３．５） ４８３ （３．５） －３．３ （１．７３） １．１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４）
葡萄牙 ４５０ （４．４） ４６５ （４．０） ４７５ （４．２） ４７５ （４．７） ９．５ （１．７３） １．５ （０．１１） １．１ （０．３９）
斯洛伐克 ５１０ （４．１） ５００ （４．１） ５０２ （４．２） ４８２ （４．５） －１０．５ （１．５１） ０．９ （０．０６） １．０ （０．２７）
西班牙 ４７７ （４．２） ４８４ （２．８） ４９５ （３．８） ４８７ （３．５） ４．２ （１．４１） １．２ （０．０６） ０．２ （０．１６）
瑞典 ４８９ （４．０） ５０９ （３．６） ５１５ （４．０） ５２６ （４．４） １４．３ （１．６５） １．４ （０．０９） ２．２ （０．４８）
瑞士 ５１７ （４．７） ５３５ （４．４） ５３６ （４．０） ５２１ （４．２） １．１ （１．９５） １．２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７）
土耳其 ４２６ （１１．１） ４２４ （７．３） ４３３ （６．４） ４１４ （７．１） －３．３ （３．７５） １．１ （０．１１） ０．１ （０．２７）
美国 ４７０ （４．３） ４８５ （３．９） ４９１ （４．３） ４８９ （４．８） ６．６ （１．３９） １．３ （０．０８） ０．６ （０．２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９ （１．５） ４９５ （１．３） ４９４ （１．５） ４８４ （１．５） －１．８ （０．６１） １．１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６ （０．９） ５０５ （０．８） ５０６ （０．８） ４９９ （０．９） ０．９ （０．３５） １．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１ （６．４） ３６７ （５．６） ３５８ （５．２） ３５７ （６．３） ０．８ （１．７５） １．１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４）
中国香港 ５３９ （５．６） ５４５ （５．６） ５５５ （５．０） ５６５ （５．４） １３．９ （２．４８） １．２ （０．０７） １．１ （０．３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５２ （５．１） ３６６ （４．８） ３６１ （４．３） ３６６ （３．９） ５．７ （１．６２） １．４ （０．０７） ０．５ （０．２７）
拉脱维亚 ４７１ （４．８） ４８２ （４．６） ４８８ （５．４） ４９４ （４．９） ９．８ （１．９２） １．３ （０．０９） １．０ （０．３８）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７ （１１．４） ５４２ （１０．９） ５３６ （１０．２） ５３２ （１１．４） －９．２ （５．３１） １．１ （０．２５） ０．９ （１．０５）
中国澳门 ５３３ （６．３） ５２２ （７．１） ５２２ （６．４） ５３４ （６．２） ２．０ （５．２１） ０．９ （０．１１） ０．１ （０．２５）
俄罗斯 ４６１ （５．４） ４６７ （４．７） ４７６ （４．６） ４７１ （４．８） ４．９ （１．７１） １．１ （０．０７） ０．３ （０．１９）
塞尔维亚 ４４２ （４．８） ４４３ （４．５） ４４３ （４．８） ４２６ （４．３） －２．８ （１．５０） １．１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２）
泰国 ４０４ （４．４） ４１７ （４．１） ４２２ （３．７） ４２５ （４．１） ９．５ （２．０６） １．３ （０．０９） １．０ （０．４７）
突尼斯 ３４８ （３．９） ３６０ （３．６） ３６２ （３．４） ３７１ （３．６） ８．４ （１．３５） １．４ （０．０９） １．４ （０．４６）
乌拉圭 ４１８ （５．２） ４２６ （４．９） ４３１ （４．７） ４１９ （４．８） １．９ （２．１６） １．１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８）

英国１ ４９２ （３．２） ５０１ （３．７） ５１８ （４．２） ５２０ （３．８） １２．１ （１．３９） １．３ （０．０８） １．９ （０．４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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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５ａ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和依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０．０９ （０．０２） －１．０７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０） １．４３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３）－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０１） １．７１ （０．０１）
比利时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３０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０．０９ （０．０２） －１．１８ （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５０ （０．０１）
捷克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１９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８３ （０．０１）
丹麦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２）
芬兰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２）
法国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２）－０．０２ （０．０３）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１．０５ （０．０２）
德国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６５ （０．０１） １．５６ （０．０１）
希腊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４０ （０．０２）
冰岛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４） －１．２２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１．６７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４３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０） １．２５ （０．０２）
日本 －０．５３ （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２）－０．１３ （０．０３） －１．４９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２）
韩国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３２ （０．０１） －０．８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７６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０１） １．６２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２）－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０１） １．５０ （０．０１）
荷兰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２）
挪威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４） －１．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０１） １．６０ （０．０２）
波兰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９９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５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０１） １．５４ （０．０１）
瑞典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０） １．５８ （０．０２）
瑞士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５） －１．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１） １．５０ （０．０１）
土耳其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３）－０．０９ （０．０４） －１．４４ （０．０１）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７６ （０．０２）
美国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２）－０．０２ （０．０４）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５７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２） －０．５８ （０．０２）－０．０６ （０．０２） －１．３８ （０．０１） －０．８４ （０．００） －０．５５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２） －１．１０ （０．０１） －０．６６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１６ （０．０１）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１９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８）－０．１２ （０．１１） －１．１７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２） １．５０ （０．０４）
中国澳门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４） －０．６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４６ （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２６ （０．０１） －０．７２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２）－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０８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２）
泰国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３）－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８２ （０．０４）
突尼斯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０．０２ （０．０３） －１．３２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４） －１．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０１） １．６１ （０．０１）

英国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１）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
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每
变化一个单位导致数学
成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１８ （３．８） ５２４ （２．７） ５３０ （２．９） ５２７ （２．７） ３．１ （１．６３） １．２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２）
奥地利 ４９７ （３．８） ５１３ （４．４） ５１５ （４．３） ５０５ （４．４） ２．９ （１．６４） １．２ （０．０８） ０．１ （０．１１）
比利时 ５１７ （５．０） ５３７ （３．９） ５４３ （３．２） ５３９ （２．８） ６．３ （２．１８） １．３ （０．０８） ０．３ （０．２０）
加拿大 ５３４ （２．５） ５４１ （２．１） ５３８ （２．５） ５３２ （２．５） －１．０ （０．８５） １．１ （０．０５） ０．０ （０．０３）
捷克 ５０５ （４．７） ５１６ （３．８） ５３２ （４．５） ５３７ （３．８） １２．７ （１．９８） １．４ （０．０９） １．３ （０．３９）
丹麦 ５１１ （４．１） ５１３ （４．１） ５２２ （４．５） ５１６ （４．１） ３．１ （１．９２） １．２ （０．１０） ０．１ （０．１４）
芬兰 ５４４ （３．５） ５４７ （２．７） ５４７ （３．１） ５４０ （３．２） －１．９ （１．３７） １．１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７）
法国 ５０５ （３．９） ５１６ （４．５） ５１５ （４．１） ５１３ （３．３） １．２ （１．２８） １．１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４）
德国 ５０９ （４．５） ５１６ （４．２） ５１９ （４．３） ５０４ （５．２） －１．４ （１．８１） １．１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７）
希腊 ４３３ （５．１） ４４６ （４．５） ４５５ （４．３） ４４８ （５．１） ５．８ （１．６９） １．３ （０．０９） ０．３ （０．１８）
匈牙利 ４７６ （４．０） ４８４ （４．２） ５００ （４．３） ５０１ （３．５） １０．０ （１．６３） １．４ （０．０８） １．１ （０．３５）
冰岛 ５１２ （３．７） ５１８ （３．８） ５１９ （３．７） ５１３ （３．８） ０．５ （１．５５） １．１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４）
爱尔兰 ５０６ （４．２） ５０３ （３．６） ５１１ （３．４） ４９２ （３．６） －５．２ （１．５５） １．０ （０．０７） ０．４ （０．２２）
意大利 ４６７ （４．４） ４６７ （３．９） ４６９ （３．８） ４６０ （４．６） －３．７ （１．９２） １．０ （０．０８） ０．１ （０．１３）
日本 ５１２ （４．９） ５３５ （５．３） ５４６ （４．６） ５４６ （４．８） １２．９ （２．１６） １．４ （０．０８） １．３ （０．３９）
韩国 ５２８ （４．３） ５３９ （３．８） ５４９ （３．７） ５５３ （４．８） １１．１ （２．０９） １．３ （０．０７） １．０ （０．３５）
卢森堡 ４８２ （３．１） ４９１ （３．２） ５０４ （２．７） ４９７ （３．３） ５．９ （１．４５） １．２ （０．０８） ０．５ （０．２４）
墨西哥 ３６３ （４．３） ３８３ （３．８） ３９８ （４．４） ３９９ （４．３） １３．３ （１．４１） １．６ （０．０９） ２．６ （０．５１）
荷兰 ５３１ （４．２） ５３９ （４．３） ５５３ （４．４） ５４９ （４．２） ７．０ （２．３１） １．２ （０．０９） ０．４ （０．２８）
新西兰 ５１５ （４．０） ５２９ （３．７） ５３２ （３．２） ５２３ （３．９） ２．６ （１．５１） １．３ （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８）
挪威 ４９２ （３．８） ４９９ （３．５） ５０４ （３．９） ４９０ （３．９） ０．１ （１．５７） １．２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３）
波兰 ４８０ （３．２） ４８４ （３．６） ４９９ （４．０） ４９９ （３．８） ７．７ （１．５１） １．３ （０．０７） ０．６ （０．２５）
葡萄牙 ４３８ （４．７） ４６９ （４．４） ４８０ （３．８） ４７９ （３．９） １５．７ （１．７２） １．８ （０．１１） ２．８ （０．５８）
斯洛伐克 ４８９ （４．０） ４９５ （３．９） ５１０ （３．９） ４９９ （４．９） ３．１ （１．４１） １．２ （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８）
西班牙 ４７９ （３．３） ４８６ （２．６） ４９４ （３．１） ４８２ （４．１） ２．４ （１．３４） １．２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０）
瑞典 ５０６ （３．４） ５１２ （４．０） ５１６ （３．４） ５０５ （４．１） ０．３ （１．５７） １．２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３）
瑞士 ５１２ （４．８） ５２３ （３．９） ５４０ （４．８） ５３２ （４．５） ８．４ （１．９０） １．３ （０．０７） ０．８ （０．３６）
土耳其 ３９０ （６．６） ４１９ （７．０） ４４４ （８．２） ４４２ （８．０） ２１．０ （２．８７） １．７ （０．１４） ３．１ （０．８３）
美国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５ （１．６） ４９４ （１．４） ５００ （１．３） ４９２ （１．４） ２．０ （０．６３） １．２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２ （１．０） ５０２ （０．８） ５１１ （０．７） ５０２ （０．９） ３．５ （０．３８） １．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４６ （５．２） ３６０ （５．６） ３６４ （６．２） ３６１ （６．１） ４．７ （１．５６） １．２ （０．０８） ０．３ （０．１７）
中国香港 ５３１ （４．６） ５４７ （４．８） ５５８ （５．９） ５６６ （５．９） １６．３ （２．６５） １．５ （０．１１） １．３ （０．４４）
印度尼西亚 ３４７ （４．６） ３６６ （３．９） ３６４ （４．８） ３６６ （４．８） ５．８ （１．８１） １．４ （０．０８） ０．３ （０．１８）
拉脱维亚 ４６９ （４．５） ４７９ （４．５） ４８９ （４．９） ４９８ （４．６） １３．１ （１．９８） １．４ （０．１０） １．５ （０．４３）
列支敦士登 ５１７ （１１．０） ５４９ （９．４） ５４２ （１２．３） ５３８ （９．４） ９．５ （５．０５） １．４ （０．２９） １．０ （１．１２）
中国澳门 ５１７ （７．６） ５２７ （７．１） ５３３ （６．８） ５３３ （７．０） ６．２ （５．２４） １．３ （０．１８） ０．３ （０．４９）
俄罗斯 ４５３ （５．２） ４６２ （４．４） ４８１ （４．９） ４７９ （４．４） １１．１ （１．３８） １．４ （０．０９） １．２ （０．２８）
塞尔维亚 ４２８ （４．７） ４４２ （４．７） ４５１ （４．５） ４３１ （４．８） １．０ （１．５０） １．２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５）
泰国 ４０１ （４．１） ４１７ （３．６） ４２１ （３．６） ４２９ （４．２） １３．０ （２．１４） １．４ （０．０９） １．６ （０．５７）
突尼斯 ３５４ （４．０） ３６０ （４．６） ３６０ （３．７） ３６３ （２．９） ３．０ （１．７４） １．２ （０．０９） ０．２ （０．１８）
乌拉圭 ４１４ （３．７） ４２２ （４．１） ４３７ （５．５） ４１８ （５．１） ３．４ （１．５５） １．２ （０．０８） ０．１ （０．１２）

英国１ ５０７ （４．５） ５０５ （３．１） ５１４ （３．８） ５０５ （３．８） ０．７ （１．２９） １．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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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５ｂ
不同课程方向的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

结果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Ａ类课程１

（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
Ｂ类课程２

（以升入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Ｃ类课程３

（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１．１ （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２） ８．９ （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奥地利 ５６．８ （１．９） ０．４８ （０．０３） ３４．１ （１．９） ０．３８ （０．０３） ９．２ （０．７） ０．３７ （０．１０）
比利时 ７７．１ （１．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２．１ （０．４） ｃ ｃ ２０．９ （１．１） －０．３７ （０．０４）
加拿大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捷克 ８３．１ （１．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３ （０．３） ｃ ｃ １６．６ （１．２） －０．３６ （０．０４）
丹麦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法国 ９０．５ （０．９） －０．１７ （０．０２） ２．１ （０．６） ｃ ｃ ７．４ （０．７） －０．１９ （０．０４）
德国 ９８．４ （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１．６ （０．２）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希腊 ８０．１ （２．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９．９ （２．２） －０．１０ （０．０３）
匈牙利 ８０．４ （０．７） ０．１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９．６ （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３）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爱尔兰 ８２．２ （１．４） ０．０８ （０．０２） １．１ （０．３） ｃ ｃ １６．７ （１．３） ０．０８ （０．０４）
意大利 ９９．９ （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ａ ａ ａ ａ ０．１ （０．０） ｃ ｃ
日本 ７４．６ （０．５）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９ （０．９） ｃ ｃ ２４．５ （１．０） －０．６０ （０．０３）
韩国 ７３．３ （０．９） －０．３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２６．７ （０．９） －０．５３ （０．０２）
卢森堡 ９５．４ （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２） ３．２ （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９） １．３ （０．１） ｃ ｃ
墨西哥 ９４．２ （１．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５．８ （１．２） ０．１６ （０．０６）
荷兰 ３８．６ （１．８） ０．０５ （０．０２） ５８．０ （２．０） －０．１３ （０．０２） ３．４ （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４）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葡萄牙 ９１．２ （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２） ８．５ （０．９）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３ （０．１） ｃ ｃ
斯洛伐克 ９７．３ （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０ （０．６） ｃ ｃ １．８ （０．５） ｃ ｃ
西班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士 ９１．２ （２．８） ０．２２ （０．０２） ８．４ （２．８）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４ （０．２） ｃ ｃ
土耳其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４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美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ｍ ｍ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６．９ （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０） １．８ （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１１．３ （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６．５ （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４．４ （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９．１ （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６１ （０．０１）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印度尼西亚 ８９．１ （１．２） －０．２９ （０．０２） １０．９ （１．２） －０．３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５）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澳门 ９９．０ （０．１） －０．６１ （０．０２） １．０ （０．１）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俄罗斯 ９２．５ （２．６） －０．２８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７．５ （２．６） －０．３５ （０．０６）
塞尔维亚 ２１．４ （２．６） ０．１３ （０．０４） ４５．４ （２．５） ０．０１ （０．０２） ３３．３ （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４）
泰国 ８９．７ （１．４） －０．２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１０．３ （１．４） －０．２６ （０．０６）
突尼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乌拉圭 ９１．９ （１．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４．２ （１．１） ０．２０ （０．０６） ３．９ （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６）

英国４ ０．９ （０．３） ｃ ｃ ０．６ （０．１） ｃ ｃ ９８．５ （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１）

１．Ａ类：为进入下一级教育等级而设计的一般课程。

２．Ｂ类：为进入一级职业教育而设计的课程。

３．Ｃ类：为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而设计的课程。

４．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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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５ｂ（续）
不同课程方向的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

结果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男

Ａ类课程１

（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
Ｂ类课程２

（以升入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Ｃ类课程３

（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０．３ （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２） ９．７ （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５） ａ ａ ａ ａ
奥地利 ４９．０ （２．４） ０．４８ （０．０４） ３８．６ （２．６） ０．３２ （０．０４） １２．４ （１．２） ０．３８ （０．１２）
比利时 ７４．０ （１．７） －０．２９ （０．０２） ２．２ （０．４） ｃ ｃ ２３．８ （１．７） －０．４５ （０．０４）
加拿大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捷克 ７８．４ （１．７）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１） ｃ ｃ ２１．４ （１．７） －０．３８ （０．０４）
丹麦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法国 ９１．２ （１．４） －０．１９ （０．０３） ２．６ （０．９） ｃ ｃ ６．２ （１．２） －０．１９ （０．０８）
德国 ９８．３ （０．８）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７ （０．８）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希腊 ７６．２ （３．１） ０．０８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２３．８ （３．１） －０．１１ （０．０５）
匈牙利 ７６．８ （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２３．２ （１．５） －０．１３ （０．０３）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爱尔兰 ８５．５ （１．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９ （０．３） ｃ ｃ １３．６ （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７）
意大利 ９９．９ （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０．１ （０．０） ｃ ｃ
日本 ７１．２ （２．６） －０．５８ （０．０２） １．５ （１．５） ｃ ｃ ２７．２ （２．５） －０．６４ （０．０３）
韩国 ７５．４ （２．５） －０．３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２４．６ （２．５） －０．５０ （０．０３）
卢森堡 ９３．５ （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２） ４．２ （０．３） ０．２３ （０．１３） ２．３ （０．２） ｃ ｃ
墨西哥 ９３．７ （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６．３ （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８）
荷兰 ３５．４ （２．０） ０．０９ （０．０３） ６０．８ （２．４） －０．１７ （０．０３） ３．９ （１．７） －０．０８ （０．０６）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葡萄牙 ８９．６ （１．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０．１ （１．３）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３ （０．１） ｃ ｃ
斯洛伐克 ９６．８ （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２） １．２ （０．７） ｃ ｃ １．９ （０．６） ｃ ｃ
西班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士 ８８．６ （５．１） ０．２２ （０．０２） １１．２ （５．１）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２ （０．２） ｃ ｃ
土耳其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４８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美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ｍ ｍ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６．６ （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１） ２．１ （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５．６ （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４．９ （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９．６ （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６３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印度尼西亚 ８６．７ （２．３） －０．３２ （０．０２） １３．３ （２．３） －０．３８ （０．０４） ａ ａ ａ ａ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７）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澳门 ９９．１ （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４） ０．９ （０．３）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俄罗斯 ８８．３ （３．８） －０．３０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１．７ （３．８） －０．３９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１４．４ （２．２） ０．０６ （０．０８） ４０．８ （２．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４４．８ （２．８） ０．００ （０．０５）
泰国 ８５．７ （２．４） －０．３２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１４．３ （２．４） －０．３２ （０．０５）
突尼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乌拉圭 ８８．０ （１．８） ０．３２ （０．０３） ６．２ （１．６） ０．２２ （０．０９） ５．８ （０．９） ０．１８ （０．０７）

英国４ １．１ （０．６） ｃ ｃ ０．８ （０．２） ｃ ｃ ９８．０ （０．６） ０．１２ （０．０２）

国家（地区）

女

Ａ类课程１

（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
Ｂ类课程２

（以升入高一级的职业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Ｃ类课程３

（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目的的教育课程）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１．９ （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２） ８．１ （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５） ａ ａ ａ ａ
奥地利 ６４．５ （２．６） ０．４８ （０．０３） ２９．６ （２．６） ０．４７ （０．０５） ５．９ （０．６） ０．３４ （０．１２）
比利时 ８０．３ （１．１） －０．２２ （０．０２） ２．０ （０．５） ｃ ｃ １７．７ （１．１） －０．２５ （０．０５）
加拿大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捷克 ８７．９ （１．８）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４ （０．４） ｃ ｃ １１．７ （１．７） －０．３２ （０．０６）
丹麦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法国 ８９．９ （１．０） －０．１６ （０．０２） １．７ （０．５） ｃ ｃ ８．４ （０．９） －０．１８ （０．０６）
德国 ９８．７ （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２） １．３ （０．３）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希腊 ８３．６ （２．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１６．４ （２．１） －０．０８ （０．０４）
匈牙利 ８４．４ （１．３） ０．１７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１５．６ （１．３） －０．０９ （０．０５）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爱尔兰 ７８．８ （２．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４ （０．５） ｃ ｃ １９．８ （２．１） ０．１５ （０．０５）
意大利 ９９．９ （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０．１ （０．０） ｃ ｃ
日本 ７７．８ （２．９）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２ （０．２） ｃ ｃ ２２．０ （３．０） －０．５６ （０．０５）
韩国 ７０．４ （３．２） －０．３８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２９．６ （３．２） －０．５５ （０．０３）
卢森堡 ９７．３ （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３） ２．３ （０．２） ｃ ｃ ０．５ （０．１） ｃ ｃ
墨西哥 ９４．７ （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５．３ （１．３） ０．２４ （０．０６）
荷兰 ４２．０ （２．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５５．２ （２．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２．９ （１．０） ｃ ｃ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葡萄牙 ９２．６ （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３） ７．０ （０．８）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３ （０．２） ｃ ｃ
斯洛伐克 ９７．７ （０．８）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７ （０．４） ｃ ｃ １．６ （０．７） ｃ ｃ
西班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瑞士 ９３．９ （１．３） ０．２２ （０．０２） ５．４ （１．１） ０．２５ （０．１３） ０．７ （０．３） ｃ ｃ
土耳其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美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ｍ ｍ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７．１ （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６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７．５ （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３．９ （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８．７ （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５８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印度尼西亚 ９１．４ （２．３） －０．２７ （０．０２） ８．６ （２．３） －０．４０ （０．０６） ａ ａ ａ ａ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８）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中国澳门 ９９．０ （０．２） －０．６２ （０．０３） １．０ （０．２）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俄罗斯 ９６．６ （１．４） －０．２６ （０．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３．４ （１．４） －０．２３ （０．１９）
塞尔维亚 ２８．１ （３．２） ０．１７ （０．０５） ４９．９ （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２２．０ （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７）
泰国 ９３．０ （１．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７．０ （１．２） －０．１６ （０．１２）
突尼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乌拉圭 ９５．５ （０．９） ０．１８ （０．０２） ２．４ （０．８） ｃ ｃ ２．１ （０．４） ｃ ｃ

英国４ ０．６ （０．１） ｃ ｃ ０．５ （０．２） ｃ ｃ ９８．９ （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１．Ａ类：为进入下一级教育等级而设计的一般课程。

２．Ｂ类：为进入一级职业教育而设计的课程。

３．Ｃ类：为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而设计的课程。

４．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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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５ｃ

学生和学校水平上的学校归属感指数与学生成绩的相关和归属感指数对成绩变异的解释量

国家（地区）

学生水平 学校水平

相关系数 解释的方差百分比 相关系数 解释的方差百分比

ｒ 标准误 狉２×１００ 标准误 ｒ 狉２×１００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３８ １４．８０

奥地利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３

比利时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２０） ０．４２ １７．４３

加拿大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８３

捷克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２６ （０．３９） ０．１３ １．８２

丹麦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１４） ０．３０ ９．３８

芬兰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１０ １．０８

法国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ｍ ｍ

德国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１２ １．４７

希腊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９

匈牙利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１０ （０．３５） ０．２４ ５．６３

冰岛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８

爱尔兰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２２） －０．２２ ４．７８

意大利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２ １．５４

日本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２６ （０．３９） ０．５８ ３３．６４

韩国 ０．１０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３５） ０．１３ ２．０９

卢森堡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２４） ０．０７ ０．５７

墨西哥 ０．１６ （０．０２） ２．６３ （０．５１） ０．６２ ３７．９７

荷兰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２８） ０．４４ １９．４６

新西兰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３８

挪威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４４

波兰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６４ （０．２５） ０．２０ ４．１０

葡萄牙 ０．１７ （０．０２） ２．７９ （０．５８） ０．３７ １３．７５

斯洛伐克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６２

西班牙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３ １．８３

瑞典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１５ ２．５５

瑞士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８０ （０．３６） ０．１３ １．７５

土耳其 ０．１８ （０．０２） ３．１５ （０．８３） ０．６９ ４７．６０

美国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４ ５．７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９ ８．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２２

中国香港 ０．１２ （０．０２） １．３５ （０．４４） ０．５１ ２５．９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２９ ８．２３

拉脱维亚 ０．１２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４３） ０．２１ ４．６６

列支敦士登 ０．１０ （０．０５） １．０２ （１．１２） ０．３３ １１．２４

中国澳门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１ （０．４９） ０．３８ １４．７２

俄罗斯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２８） －０．０５ ０．２５

塞尔维亚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８１

泰国 ０．１３ （０．０２） １．５６ （０．５７） ０．３０ ９．１８

突尼斯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３

乌拉圭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４８

英国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０ １．０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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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６
数学自我概念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数学自我概念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１．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０） １．２６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４） －１．２９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１） １．４４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０） １．１８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１．１９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０） １．５８ （０．０１）
捷克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３） －１．２６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０６ （０．０２）
丹麦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０１） １．５２ （０．０２）
芬兰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２）
法国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３） －１．５１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２）
德国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０４） －１．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１） １．６２ （０．０１）
希腊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０１）
匈牙利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１９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９２ （０．０１）
冰岛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５） －１．４６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５０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１．２６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２）
日本 －０．５３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７０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７８ （０．０１） －０．７６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２）
韩国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１．４９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８１ （０．０１）
卢森堡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３） －１．３５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０） １．２２ （０．０２）
荷兰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４） －１．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４ （０．０１） １．２５ （０．０２）
挪威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４） －１．５９ （０．０１）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２５ （０．０２）
波兰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３７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１．０６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０） １．０１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４７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０６ （０．０１）
瑞典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４）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１） １．３９ （０．０２）
瑞士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７２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１）
土耳其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４） －１．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２）
美国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３） －１．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１） １．５８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２５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４） －１．４０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９０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０１）
拉脱维亚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５２ （０．０７） －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８０ （０．１０） －１．１８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４８ （０．０２） １．４４ （０．０５）
中国澳门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０６） －１．３２ （０．０３）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１．１３ （０．０１）
塞尔维亚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１２ （０．０２）
泰国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８２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０１）
突尼斯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０３） －１．２５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０１） １．６０ （０．０１）
乌拉圭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１．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０２）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数学自我概念指数
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数学自我概念指数每变
化一个单位导致数学成
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７９ （２．８） ５０７ （２．２） ５３７ （３．０） ５７９ （３．１） ４２．３ （１．４０） ２．０ （０．０７） １６．８ （０．９９）
奥地利 ４７４ （３．７） ４９７ （３．７） ５１１ （４．６） ５４９ （４．３） ２５．７ （１．７５） １．７ （０．１０） ８．９ （１．１５）
比利时 ５０６ （３．２） ５２９ （３．５） ５４６ （３．４） ５６７ （３．９） ２３．３ （１．４４） １．５ （０．０７） ４．８ （０．６２）
加拿大 ４９０ （２．０） ５１６ （２．２） ５４８ （２．５） ５９０ （２．１） ３５．９ （０．７８） ２．２ （０．０８） １９．９ （０．８４）
捷克 ４８１ （３．６） ４９９ （３．６） ５３５ （４．２） ５７５ （３．９） ３９．８ （１．６０） ２．１ （０．１１） １５．８ （１．０７）
丹麦 ４５６ （３．０） ４９３ （３．７） ５３６ （３．５） ５７８ （３．６） ４６．５ （１．３２） ２．８ （０．１６） ２７．６ （１．３２）
芬兰 ４８８ （２．２） ５１７ （２．５） ５６２ （２．３） ６１１ （３．０） ４５．５ （１．１２） ２．８ （０．１４） ３３．０ （１．４０）
法国 ４７５ （３．２） ５００ （３．４） ５２３ （３．９） ５５２ （４．０） ２８．３ （１．７１） １．９ （０．１２） １０．３ （１．２１）
德国 ４８４ （４．６） ４９８ （４．３） ５１６ （４．０） ５５１ （４．６） ２２．７ （１．５１） １．４ （０．０８） ７．１ （０．９０）
希腊 ４００ （３．５） ４２３ （４．５） ４６４ （４．７） ４９８ （４．５） ４２．６ （１．８８） ２．０ （０．１２） １６．６ （１．２３）
匈牙利 ４７１ （３．２） ４７３ （３．６） ４８８ （３．７） ５３１ （４．８） ２８．４ （１．９９） １．２ （０．０８） ６．６ （０．９４）
冰岛 ４６１ （３．０） ４８９ （３．２） ５３４ （３．２） ５８０ （２．８） ３９．７ （１．１５） ２．５ （０．１４） ２６．４ （１．２６）
爱尔兰 ４６７ （３．４） ４８８ （３．４） ５１３ （３．７） ５４６ （３．９） ３４．４ （１．７７） １．９ （０．１４） １４．１ （１．４４）
意大利 ４３６ （３．９） ４４８ （４．０） ４７６ （３．５） ５０５ （３．５） ２５．３ （１．４３） １．５ （０．０８） ７．１ （０．７３）
日本 ５０５ （４．８） ５３２ （４．７） ５４５ （４．７） ５５８ （５．４） ２１．２ （１．９６） １．６ （０．１０） ４．１ （０．７２）
韩国 ４９３ （３．３） ５１７ （４．１） ５５５ （３．７） ６０４ （４．１） ４７．３ （１．８９） ２．３ （０．１３） ２１．４ （１．２４）
卢森堡 ４７４ （２．８） ４７８ （２．８） ４９８ （２．７） ５２６ （３．０） １９．１ （１．３５） １．４ （０．０８） ５．３ （０．７１）
墨西哥 ３７３ （３．３） ３７８ （３．５） ３８７ （４．３） ４１９ （６．４） ２４．１ （２．４２） １．２ （０．０７） ５．４ （１．０９）
荷兰 ５１８ （４．０） ５３４ （４．０） ５４９ （４．０） ５７４ （４．１） ２２．２ （１．７５） １．５ （０．１０） ６．１ （０．９５）
新西兰 ４７６ （３．５） ５１０ （３．１） ５３０ （３．７） ５８３ （３．６） ４４．９ （１．４７） ２．０ （０．１３） １７．０ （１．０６）
挪威 ４３５ （２．３） ４７０ （２．９） ５１０ （３．５） ５７０ （３．２） ４６．６ （１．１６） ２．７ （０．１４） ３１．６ （１．５１）
波兰 ４５１ （３．２） ４６４ （３．５） ４９７ （３．６） ５５４ （３．６） ４６．０ （１．４８） １．９ （０．１１） ２１．６ （１．２８）
葡萄牙 ４２６ （３．４） ４４９ （４．６） ４７８ （３．８） ５１３ （４．４） ３６．８ （１．５３） ２．１ （０．１３） １５．４ （１．３７）
斯洛伐克 ４５７ （４．０） ４７７ （４．６） ５１２ （３．０） ５５１ （５．０） ４４．５ （１．８９） ２．２ （０．１３） １６．１ （１．６３）
西班牙 ４４７ （２．７） ４７０ （３．４） ４９７ （２．９） ５３１ （４．３） ３１．９ （１．６１） １．９ （０．１３） １３．２ （１．３０）
瑞典 ４５８ （３．０） ４８７ （３．２） ５１９ （３．４） ５７７ （４．４） ４７．０ （１．７０） ２．２ （０．１２） ２４．４ （１．４７）
瑞士 ４９８ （３．８） ５１１ （４．７） ５３６ （４．４） ５６４ （４．３） ２４．２ （１．４７） １．６ （０．０７） ６．９ （０．８０）
土耳其 ３８７ （４．５） ４０９ （５．６） ４３１ （７．１） ４８４ （１１．５） ３４．８ （４．２３） １．６ （０．１２） １１．０ （１．７７）
美国 ４４３ （３．５） ４６５ （３．８） ４９４ （３．６） ５３６ （３．９） ３５．１ （１．５４） １．８ （０．０９） １４．６ （１．１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６５ （１．３） ４７４ （１．４） ４９４ （１．６） ５３２ （１．６） ２５．５ （０．６５） １．４ （０．０３） ６．４ （０．３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６７ （０．７） ４８２ （０．９） ５０９ （０．８） ５５０ （０．９） ３２．４ （０．３７） １．７ （０．０２） １０．８ （０．２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４０ （４．５） ３４２ （５．９） ３６７ （６．７） ３９０ （７．７） ２３．２ （３．００） １．２ （０．１０） ４．３ （０．９８）
中国香港 ５０９ （５．４） ５３４ （５．８） ５６２ （５．６） ５９８ （４．４） ３８．４ （２．０５） ２．０ （０．１４） １２．１ （１．１９）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７ （５．５） ３６５ （４．４） ３５８ （４．０） ３５７ （５．３） －７．０ （３．３６） ０．８ （０．０８） ０．３ （０．３０）
拉脱维亚 ４４８ （３．５） ４５８ （４．６） ４９５ （４．１） ５３５ （５．８） ４４．６ （１．９９） １．８ （０．１０） １６．７ （１．５７）
列支敦士登 ５１６ （９．９） ５２０ （１１．０） ５３３ （１３．８） ５７４ （９．１） ２４．４ （４．７６） １．２ （０．２７） ６．５ （２．４５）
中国澳门 ４９８ （５．８） ５０７ （６．１） ５３０ （６．１） ５７３ （６．８） ３２．３ （３．６９） １．５ （０．１８） １１．７ （２．５０）
俄罗斯 ４３５ （４．７） ４４９ （４．０） ４７６ （５．２） ５１６ （５．０） ３９．０ （２．０３） １．７ （０．０９） １０．５ （０．９８）
塞尔维亚 ４１０ （３．９） ４２９ （３．６） ４５０ （４．１） ４７４ （５．４） ２８．４ （１．８５） １．７ （０．１１） ８．９ （１．０５）
泰国 ４１２ （３．２） ４０７ （３．１） ４１１ （４．１） ４３８ （４．４） １７．３ （２．２９） １．０ （０．０６） １．８ （０．４８）
突尼斯 ３３７ （２．８） ３４４ （３．１） ３６３ （３．５） ３９５ （４．３） ２０．１ （１．４９） １．３ （０．０８） ７．６ （０．９７）
乌拉圭 ３８３ （３．７） ４０９ （３．７） ４３６ （４．３） ４７４ （４．３） ３５．０ （１．５３） １．９ （０．０９） １２．９ （１．１１）

英国１ ４７２ （３．６） ４８９ （２．９） ５１４ （３．９） ５６０ （３．２） ３７．７ （１．４９） １．８ （０．１０） １４．４ （１．０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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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７
数学自我效能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数学自我效能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４６ （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４８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 １．２３ （０．０２）
加拿大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７１ （０．０２）
捷克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８８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２）
丹麦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２）
芬兰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２）
法国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４） －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２）
德国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１．４４ （０．０２）
希腊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３） －１．２８ （０．０２） －０．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８６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７１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０１） １．７５ （０．０２）
冰岛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４） －１．２４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５１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４） －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２）
日本 －０．５３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６９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６） －１．７７ （０．０３） －０．７６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０４）
韩国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５） －１．４８ （０．０２） －０．７３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０３）
卢森堡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３） －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１．１５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２）
荷兰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３）
新西兰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挪威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０４） －１．２８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２）
波兰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６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４） －０．７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０１） １．７３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１．１０ （０．０２）
瑞典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４） －１．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３９ （０．０２）
瑞士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５９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８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１） １．６７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３３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５） －１．４２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５）
美国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８８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７３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０２） －０．６８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７４ （０．０３）
中国香港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５）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４４ （０．０３）
印度尼西亚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９５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３）
列支敦士登 ０．５３ （０．０５） ０．８５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６４ （０．１０） －０．６４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０２） １．８９ （０．０７）
中国澳门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６） －０．８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７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３）
泰国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４１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４１ （０．０２）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９７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１．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４） －１．１５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数学自我效能指数
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数学自我效能指数每变
化一个单位导致数学成
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６１ （２．５） ５０７ （２．５） ５４１ （２．２） ５９３ （２．９） ４９．６ （１．２８） ２．９ （０．１１） ２７．３ （１．１８）
奥地利 ４４９ （３．４） ４８８ （３．５） ５２３ （３．４） ５７１ （４．５） ４５．５ （１．８０） ２．８ （０．１４） ２４．６ （１．６７）
比利时 ４７１ （３．５） ５２６ （３．１） ５５９ （３．０） ５９０ （２．７） ４５．２ （１．５２） ２．８ （０．１３） １７．７ （０．９８）
加拿大 ４７５ （２．０） ５１６ （２．２） ５５５ （１．９） ５９９ （１．９） ４３．８ （０．７７） ３．０ （０．１２） ２８．９ （０．９９）
捷克 ４５４ （３．７） ５０２ （３．５） ５４３ （３．６） ５９１ （３．４） ５５．５ （１．５４） ３．３ （０．２１） ３１．０ （１．３０）
丹麦 ４４９ （３．０） ４９８ （３．２） ５３６ （３．６） ５７９ （３．５） ５０．８ （１．８０） ３．３ （０．１６） ２７．４ （１．３９）
芬兰 ４８８ （２．５） ５２７ （２．３） ５５９ （２．３） ６０６ （３．０） ４５．９ （１．４１） ２．９ （０．１６） ２７．５ （１．５０）
法国 ４５１ （３．８） ４９７ （３．０） ５２８ （３．６） ５７４ （３．１） ４７．４ （１．７２） ３．１ （０．１８） ２５．４ （１．４２）
德国 ４４２ （３．７） ４９７ （３．８） ５３７ （４．１） ５７４ （３．９） ５０．２ （１．８６） ３．１ （０．２２） ２５．８ （１．５９）
希腊 ３９４ （３．８） ４３３ （４．０） ４６１ （４．０） ５００ （４．８） ４５．５ （２．１３） ２．５ （０．１５） １８．４ （１．３５）
匈牙利 ４２０ （３．５） ４７１ （３．１） ５１０ （３．１） ５６０ （３．９） ５２．６ （１．７４） ３．５ （０．２４） ３１．０ （１．５８）
冰岛 ４５３ （３．１） ４９８ （２．７） ５３７ （２．８） ５７７ （２．６） ４０．２ （１．３３） ３．１ （０．１９） ２５．３ （１．３６）
爱尔兰 ４４６ （２．６） ４８８ （３．０） ５１５ （３．１） ５６５ （３．１） ４７．５ （１．３２） ３．１ （０．２１） ２８．０ （１．４３）
意大利 ４０７ （４．７） ４４９ （３．１） ４８２ （３．０） ５２５ （３．８） ５２．４ （２．２４） ２．７ （０．１５） ２０．８ （１．５１）
日本 ４５２ （４．８） ５１９ （３．４） ５５９ （３．２） ６０９ （５．３） ５４．９ （２．０６） ３．９ （０．２３） ３４．３ （２．２１）
韩国 ４６９ （３．６） ５２４ （２．８） ５５９ （２．８） ６１７ （４．２） ５４．０ （１．７１） ３．６ （０．１８） ３３．２ （１．４８）
卢森堡 ４３６ （２．３） ４８１ （２．６） ５０９ （２．６） ５５２ （２．７） ４０．５ （１．３７） ２．８ （０．１３） ２１．８ （１．１８）
墨西哥 ３５３ （４．０） ３７６ （３．７） ３９１ （３．９） ４２６ （４．８） ３０．９ （２．２０） １．７ （０．０９） ９．５ （１．２０）
荷兰 ４９０ （４．２） ５２９ （３．８） ５５４ （３．８） ６０２ （３．４） ４４．６ （１．９９） ２．８ （０．２２） ２０．８ （１．４２）
新西兰 ４６４ （３．４） ５０３ （３．２） ５３５ （３．５） ５９７ （３．０） ５２．０ （１．４４） ２．４ （０．１４） ２７．１ （１．１７）
挪威 ４３１ （２．６） ４７４ （３．３） ５１６ （２．９） ５６５ （３．６） ４６．８ （１．４９） ２．９ （０．１７） ３０．４ （１．５８）
波兰 ４２６ （２．８） ４７１ （３．２） ５０５ （３．１） ５６２ （３．０） ５３．３ （１．９８） ３．１ （０．１７） ２９．９ （１．５２）
葡萄牙 ４０７ （４．０） ４４８ （４．０） ４７９ （３．５） ５３２ （３．３） ５５．３ （１．９２） ３．０ （０．１９） ２８．１ （１．５６）
斯洛伐克 ４２４ （４．３） ４７９ （３．２） ５２２ （２．８） ５７０ （２．９） ５５．０ （１．９９） ４．０ （０．２０） ３４．８ （１．６１）
西班牙 ４３４ （２．６） ４７０ （２．９） ５０３ （２．７） ５３９ （３．０） ４２．７ （１．４６） ２．６ （０．１３） １９．４ （１．００）
瑞典 ４４３ （３．０） ４８５ （２．８） ５２８ （３．３） ５８３ （３．６） ５２．８ （１．６５） ３．１ （０．１９） ３１．８ （１．５７）
瑞士 ４５６ （３．１） ５０５ （３．０） ５５２ （３．３） ５９５ （５．４） ５３．２ （２．３３） ３．３ （０．１９） ２９．８ （２．２７）
土耳其 ３６６ （３．８） ４０５ （５．１） ４３２ （６．３） ５０３ （１３．５） ４８．６ （５．０７） ２．２ （０．２０） ２５．７ （４．１１）
美国 ４２５ （２．９） ４５７ （２．７） ５０２ （３．４） ５５４ （３．９） ４６．７ （１．３０） ２．５ （０．１３） ２７．４ （１．３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３４ （１．４） ４７２ （１．３） ５０２ （１．４） ５５５ （１．７） ４４．４ （０．７１） ２．３ （０．０５） １９．８ （０．５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４１ （０．８） ４８２ （０．７） ５１６ （０．８） ５６７ （０．９） ４７．２ （０．４２） ２．６ （０．０３） ２２．７ （０．３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１８ （４．３） ３４８ （４．０） ３６９ （５．１） ４０１ （９．２） ３５．１ （４．４４） １．７ （０．１３） ９．４ （２．１５）
中国香港 ４７１ （５．７） ５３８ （４．３） ５７５ （３．５） ６１９ （４．０） ５４．５ （２．１８） ３．９ （０．２５） ３１．０ （１．７１）
印度尼西亚 ３４７ （４．５） ３６４ （３．８） ３６３ （４．３） ３７１ （６．１） １３．６ （３．７０） １．２ （０．０９） １．１ （０．５４）
拉脱维亚 ４２８ （３．１） ４６５ （４．３） ４９７ （３．４） ５４５ （４．７） ５３．８ （２．４１） ２．７ （０．２７） ２４．８ （１．８８）
列支敦士登 ４６１ （１０．３） ５１５ （１１．０） ５６６ （９．３） ６００ （１０．２） ５２．９ （５．４６） ３．２ （０．５２） ２８．０ （４．８０）
中国澳门 ４７８ （６．１） ５１７ （６．３） ５３６ （６．０） ５７９ （６．０） ４３．１ （３．４３） ２．２ （０．２５） １９．３ （２．９１）
俄罗斯 ４１８ （４．６） ４５３ （４．１） ４８１ （４．３） ５２５ （５．２） ４７．１ （２．０３） ２．４ （０．１４） １９．０ （１．３９）
塞尔维亚 ４０２ （３．４） ４２８ （３．５） ４５２ （４．２） ４７８ （６．１） ３０．７ （２．４８） ２．０ （０．１３） １１．４ （１．６８）
泰国 ３８７ （２．９） ４０３ （３．８） ４２５ （４．０） ４５４ （４．９） ３３．５ （２．４２） １．５ （０．０９） １０．２ （１．３０）
突尼斯 ３２３ （２．６） ３４４ （３．２） ３６８ （２．９） ４０６ （５．４） ３０．９ （２．２９） １．９ （０．１１） １３．７ （１．８０）
乌拉圭 ３７５ （３．６） ４１１ （３．３） ４３８ （４．２） ４７８ （４．９） ４１．９ （１．７３） ２．１ （０．１１） １５．８ （１．１０）

英国１ ４４６ （３．１） ４８４ （３．０） ５２３ （３．２） ５８２ （３．０） ５１．１ （１．６２） ３．０ （０．１８） ３０．１ （１．３５）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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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８
数学焦虑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数学焦虑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１．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０４） －１．７７ （０．０２） －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１．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０） １．２２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１．４２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０１）
捷克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０） １．０５ （０．０２）
丹麦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６６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０３） －１．８７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２）
芬兰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１．４７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７４ （０．０１）
法国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８１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１） １．４３ （０．０２）
德国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４） －１．７９ （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２）
希腊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１）
匈牙利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０） １．０６ （０．０２）
冰岛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４） －１．６２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００） １．２７ （０．０１）
日本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７０ （０．０１） １．７３ （０．０２）
韩国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００） １．４０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３） －１．５０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１）
荷兰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３） －１．５２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０２）
挪威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４） －１．４５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２）
波兰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９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１） １．１４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１．０７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１）
瑞典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８２ （０．０２） －０．６６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６８ （０．０１）
瑞士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３） －１．７１ （０．０２） －０．５６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１．０３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６８ （０．０１） １．５５ （０．０２）
美国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５１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４３ （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６９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００） １．５７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８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９ （０．００） １．３１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５５ （０．００） １．０９ （０．０１）
拉脱维亚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１） １．０４ （０．０１）
列支敦士登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６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５８ （０．１０） －１．６４ （０．０６） －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８０ （０．０５）
中国澳门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４６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７） －１．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１） １．４０ （０．０３）
俄罗斯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 １．０６ （０．０１）
塞尔维亚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１） １．４４ （０．０２）
泰国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７４ （０．００） １．２９ （０．０１）
突尼斯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０） １．７１ （０．０１）
乌拉圭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８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０１）

英国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０２ （０．０１）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数学焦虑指数四等分
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数学焦虑指数每变化一
个单位导致数学成绩的
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６９ （３．２） ５３６ （２．４） ５１５ （２．５） ４８３ （３．３） －３７．８ （１．５０） ２．１ （０．１０） １２．４ （０．８５）
奥地利 ５４５ （５．０） ５１８ （４．１） ４９６ （４．０） ４７０ （３．７） －２５．１ （１．６７） １．８ （０．１１） ９．８ （１．２５）
比利时 ５６８ （３．４） ５５２ （３．６） ５２９ （３．２） ４９９ （３．５） －２６．１ （１．７２） １．８ （０．０９） ５．６ （０．７１）
加拿大 ５８４ （２．０） ５４５ （２．３） ５２２ （２．４） ４９３ （２．１） －３２．６ （０．８１） ２．１ （０．０７） １６．０ （０．７２）
捷克 ５７４ （３．７） ５３８ （３．９） ５０７ （３．８） ４７２ （３．９） －４２．１ （１．８８） ２．５ （０．１４） １６．８ （１．１５）
丹麦 ５７８ （３．５） ５３２ （３．１） ４９７ （３．６） ４５５ （３．５） －４４．６ （１．５０） ２．８ （０．１６） ２６．５ （１．４８）
芬兰 ５９４ （３．１） ５５６ （２．７） ５３０ （２．５） ４９９ （２．６） －４１．９ （１．５３） ２．３ （０．１１） １９．７ （１．２３）
法国 ５４０ （３．５） ５２７ （３．６） ５０２ （３．０） ４８２ （３．８） －２５．０ （１．６８） １．６ （０．１１） ６．４ （０．８２）
德国 ５５６ （４．０） ５２５ （３．７） ４９７ （４．２） ４７１ （５．１） －２８．１ （１．４２） １．８ （０．１０） １１．６ （１．０６）
希腊 ４９６ （４．７） ４５７ （４．５） ４２４ （４．１） ４０８ （３．５） －３４．５ （１．７５） １．７ （０．１０） １２．４ （１．２０）
匈牙利 ５３４ （４．６） ４９９ （４．０） ４７５ （３．５） ４５５ （３．７） －３３．２ （１．８３） １．９ （０．１２） １０．１ （１．０９）
冰岛 ５６８ （２．８） ５２６ （３．３） ５００ （３．７） ４７０ （３．１） －３３．４ （１．３６） ２．１ （０．１２） １５．９ （１．２２）
爱尔兰 ５４１ （４．２） ５１３ （３．８） ４９５ （４．１） ４６５ （３．０） －３２．９ （１．６５） ２．０ （０．１４） １３．２ （１．２９）
意大利 ５０５ （３．８） ４７９ （３．６） ４５１ （３．８） ４３１ （４．０） －３３．２ （１．７０） １．８ （０．０９） ８．６ （０．８５）
日本 ５４８ （６．２） ５４７ （４．４） ５３１ （４．４） ５１４ （４．７） －１４．３ （２．０６） １．４ （０．０８） ２．１ （０．５９）
韩国 ５７１ （４．６） ５４７ （３．９） ５３０ （４．０） ５２１ （３．４） －２４．５ （１．６６） １．３ （０．０７） ４．８ （０．６４）
卢森堡 ５３１ （２．８） ５０５ （２．９） ４８２ （２．８） ４５８ （３．２） －２５．０ （１．４３） ２．０ （０．１２） ９．８ （１．０４）
墨西哥 ４２２ （６．０） ３９２ （４．１） ３７７ （３．２） ３５９ （３．７） －３４．０ （２．６１） １．６ （０．１０） ８．６ （１．３２）
荷兰 ５６８ （４．２） ５５１ （４．５） ５４１ （４．１） ５１５ （４．３） －２２．６ （２．３２） １．７ （０．１１） ４．９ （０．９５）
新西兰 ５８１ （３．０） ５３９ （３．３） ５０８ （３．２） ４７３ （４．０） －４８．０ （１．５６） ２．２ （０．１５） １９．２ （１．１２）
挪威 ５５８ （３．５） ５１３ （３．１） ４７４ （３．１） ４４１ （２．９） －４２．１ （１．２２） ２．４ （０．１５） ２４．５ （１．４２）
波兰 ５５４ （３．４） ５０３ （３．５） ４６６ （３．３） ４４１ （２．９） －４６．４ （１．５３） ２．４ （０．１４） ２４．０ （１．２４）
葡萄牙 ５０６ （４．２） ４７２ （４．１） ４５８ （４．４） ４３１ （３．９） －３４．２ （１．８１） １．９ （０．１１） １０．７ （１．１０）
斯洛伐克 ５４７ （４．１） ５１１ （３．９） ４９０ （３．１） ４４７ （４．７） －４４．８ （１．７１） ２．６ （０．１４） １６．７ （１．４０）
西班牙 ５１９ （４．０） ４９７ （３．４） ４７４ （２．９） ４５５ （２．７） －２６．７ （１．７９） １．６ （０．０９） ６．９ （０．８８）
瑞典 ５６８ （３．３） ５２０ （３．８） ４９４ （３．５） ４５８ （３．８） －４２．８ （１．６９） ２．３ （０．１４） １９．９ （１．２１）
瑞士 ５６８ （５．２） ５３９ （４．７） ５１７ （４．１） ４８６ （３．６） －２８．９ （１．７３） １．９ （０．１１） １０．１ （１．０３）
土耳其 ４８４ （１１．５） ４３３ （６．６） ４０１ （５．３） ３８９ （５．６） －３４．６ （４．０１） １．６ （０．１１） １１．７ （１．７９）
美国 ５３７ （４．１） ４９５ （３．３） ４７０ （３．８） ４３６ （３．５） －３４．４ （１．５２） ２．１ （０．１０） １５．７ （１．２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３７ （１．４） ５０２ （１．３） ４７４ （１．４） ４５２ （１．５） －３１．９ （０．６１） １．８ （０．０４） １０．１ （０．３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５０ （０．８） ５１５ （０．７） ４８６ （０．８） ４５８ （０．９） －３５．３ （０．３７） ２．０ （０．０２） １２．７ （０．２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０７ （７．４） ３７１ （５．８） ３４２ （４．５） ３１７ （４．５） －４４．０ （３．７０） １．８ （０．１２） １２．１ （１．５６）
中国香港 ５９２ （４．５） ５６０ （５．８） ５３７ （５．７） ５１４ （５．８） －３１．５ （２．３７） １．８ （０．１３） ７．９ （１．０９）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８ （５．５） ３７１ （４．４） ３６０ （４．２） ３４８ （４．４） －１３．０ （２．８５） １．２ （０．０７） １．１ （０．４６）
拉脱维亚 ５３８ （５．３） ４９３ （４．１） ４６５ （３．９） ４４０ （３．６） －４７．３ （２．２７） ２．２ （０．１４） １７．６ （１．５７）
列支敦士登 ５８８ （９．３） ５３６ （１１．３） ５１７ （１０．２） ５００ （１１．０） －３４．３ （５．４０） １．６ （０．３３） １１．０ （３．１６）
中国澳门 ５６６ （７．４） ５３２ （５．９） ５１１ （５．７） ５０１ （５．７） －２７．６ （３．６８） １．５ （０．２０） ９．７ （２．４９）
俄罗斯 ５１７ （５．１） ４７９ （４．９） ４５４ （４．２） ４２５ （４．２） －４４．１ （１．８７） ２．１ （０．１３） １４．４ （１．０３）
塞尔维亚 ４８１ （４．４） ４５４ （３．７） ４２２ （３．６） ３９９ （４．３） －３１．９ （１．６９） ２．２ （０．１３） １３．７ （１．２２）
泰国 ４３５ （４．３） ４１７ （３．８） ４０７ （４．０） ４１０ （３．７） －１５．２ （２．２６） １．１ （０．０８） １．６ （０．５０）
突尼斯 ３７４ （４．２） ３６２ （３．２） ３５８ （３．３） ３４４ （３．０） －１２．４ （１．６８） １．２ （０．０８） １．８ （０．４８）
乌拉圭 ４７４ （５．０） ４３５ （４．８） ４０７ （４．２） ３８２ （３．５） －３９．７ （１．９７） １．９ （０．１１） １２．７ （１．１１）

英国１ ５５１ （３．２） ５１７ （３．７） ４９５ （３．８） ４７２ （３．４） －３４．０ （１．５１） １．８ （０．０９） １１．８ （０．９９）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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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９
控制策略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控制策略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２） －１．０５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６２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９０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９０ （０．０１） １．９２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０） １．１８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１．１３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０） ０．２１ （０．００） １．３９ （０．０２）
捷克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８４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０） １．０９ （０．０２）
丹麦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１０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０２）
芬兰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３９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５４ （０．０２）
法国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５２ （０．０２）
德国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７５ （０．０１） １．８１ （０．０２）
希腊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８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９４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２）
冰岛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１９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０） １．１６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２）
日本 －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５９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１．７１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０２）
韩国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３） －０．５３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５） －１．６３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２６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５５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７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６３ （０．０１） １．８７ （０．０２）
荷兰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７５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１０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２１ （０．０２）
挪威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３７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９５ （０．０２）
波兰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９２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８６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２）
瑞典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３６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２）
瑞士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５５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４） －１．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１．８２ （０．０２）
美国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０） １．３６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０） １．３７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１６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３０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３）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０１） １．９２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１．１０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０） １．０５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１） １．５７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２５ （０．０６）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２５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１） －１．１７ （０．０７）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６３ （０．０３） １．７２ （０．０７）
中国澳门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８９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３）
俄罗斯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６１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８０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０１） １．９６ （０．０２）
泰国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９２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６８ （０．０２） ０．７０ （０．０３） ０．６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８０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０９ （０．０１） ２．１５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９０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５２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８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２）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控制策略指数四等分
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控制策略指数每变化一
个单位导致数学成绩的
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０３ （３．４） ５２３ （２．２） ５３１ （２．７） ５４５ （３．１） １５．６ （１．１４） １．５ （０．０７） ２．４ （０．３５）
奥地利 ５１１ （４．０） ５１３ （４．１） ５１０ （４．５） ４９６ （４．５） －４．０ （１．４７） １．０ （０．０６） ０．２ （０．１８）
比利时 ５３２ （４．１） ５４９ （３．１） ５４１ （３．３） ５２７ （３．２） －１．７ （１．６９） １．１ （０．０５） ０．０ （０．０５）
加拿大 ５１７ （２．４） ５３５ （２．２） ５４０ （２．４） ５５３ （２．７） １３．２ （１．１３） １．５ （０．０６） ２．４ （０．４１）
捷克 ５２４ （４．４） ５２０ （４．０） ５２２ （３．６） ５２５ （４．５） ０．４ （２．１０） １．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３）
丹麦 ５１１ （３．９） ５１７ （４．３） ５１５ （３．８） ５１９ （４．９） ４．６ （２．２３） １．１ （０．０９） ０．２ （０．１８）
芬兰 ５３３ （２．７） ５４７ （２．２） ５４２ （３．０） ５５６ （３．０） １１．５ （１．４２） １．２ （０．０６） １．２ （０．３１）
法国 ４９６ （３．７） ５１６ （４．４） ５２２ （３．８） ５１６ （３．６） ７．９ （１．３４） １．４ （０．０８） ０．８ （０．２９）
德国 ５２１ （４．７） ５１７ （４．４） ５１７ （４．３） ４９６ （４．５） －７．３ （１．８７） ０．９ （０．０６） ０．７ （０．３８）
希腊 ４３４ （４．８） ４４７ （５．３） ４５３ （５．０） ４５１ （４．８） ６．８ （１．５５） １．４ （０．０８） ０．５ （０．２２）
匈牙利 ４９６ （４．３） ４８９ （４．２） ４８７ （３．８） ４９０ （４．２） －４．４ （１．９９） ０．９ （０．０８） ０．２ （０．１６）
冰岛 ５０４ （３．８） ５２２ （３．７） ５１８ （３．６） ５１９ （３．４） ４．５ （１．６６） １．３ （０．０９） ０．３ （０．２０）
爱尔兰 ４９５ （３．１） ５０４ （４．１） ５１０ （４．７） ５０５ （４．０） ３．９ （１．５４） １．２ （０．０８） ０．２ （０．１４）
意大利 ４５７ （４．２） ４６９ （４．６） ４７３ （４．０） ４６４ （４．２） ３．６ （１．８７） １．２ （０．０８） ０．１ （０．１４）
日本 ５０４ （５．２） ５４１ （４．９） ５４６ （４．７） ５５０ （５．５） １７．２ （２．４４） １．７ （０．１１） ３．２ （０．８０）
韩国 ４８７ （４．２） ５３３ （３．３） ５６３ （３．５） ５８７ （４．０） ３８．０ （１．７５） ２．７ （０．１６） １６．０ （１．１４）
卢森堡 ５００ （２．８） ５０２ （２．６） ４９２ （２．９） ４８４ （２．９） －５．４ （１．４１） ０．９ （０．０６） ０．４ （０．２４）
墨西哥 ３７５ （４．８） ３８９ （３．７） ３９４ （４．２） ３９１ （４．８） ７．１ （１．７７） １．３ （０．０８） ０．７ （０．３６）
荷兰 ５３８ （４．９） ５５３ （４．８） ５４９ （４．８） ５３６ （４．７） －１．２ （２．８４） １．２ （０．１０） ０．０ （０．０９）
新西兰 ５０８ （３．４） ５２５ （３．３） ５２７ （３．８） ５３９ （４．１） １１．１ （１．８５） １．３ （０．０９） １．１ （０．３８）
挪威 ４７３ （３．７） ５０２ （３．５） ５０２ （３．６） ５１０ （３．８） １４．５ （１．５９） １．４ （０．０９） ２．３ （０．５１）
波兰 ４８６ （４．３） ４９０ （３．８） ４９２ （３．９） ４９７ （３．６） ４．３ （１．８８） １．２ （０．０８） ０．２ （０．１４）
葡萄牙 ４４１ （４．９） ４６５ （４．５） ４７４ （４．２） ４８７ （４．９） １８．２ （１．７９） １．７ （０．１０） ３．８ （０．７３）
斯洛伐克 ５００ （４．９） ５０２ （４．３） ５０１ （４．２） ４９１ （４．６） －４．７ （１．９３） １．１ （０．０７） ０．２ （０．１５）
西班牙 ４６４ （３．６） ４９１ （３．２） ４９７ （３．４） ４９４ （３．０） １２．６ （１．２２） １．７ （０．０９） ２．０ （０．４２）
瑞典 ５０７ （３．３） ５１７ （３．７） ５１１ （４．０） ５０６ （４．６） －０．４ （１．９５） １．０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３）
瑞士 ５２７ （４．５） ５２９ （５．４） ５３３ （４．０） ５２０ （３．７） －２．６ （１．４３） １．０ （０．０６） ０．１ （０．０９）
土耳其 ３９８ （５．８） ４２４ （７．０） ４４５ （９．３） ４４０ （８．６） １４．４ （２．１５） １．６ （０．１１） ２．７ （０．７７）
美国 ４７７ （３．９） ４８７ （３．７） ４８６ （４．０） ４８８ （４．３） ３．４ （１．６０） １．１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９ （１．５） ４９６ （１．４） ４９２ （１．４） ４８８ （１．６） －０．５ （０．７３） １．０ （０．０３） ０．０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８ （０．７） ５０６ （０．８） ５０３ （０．８） ５００ （１．０） ６．４２ 犿 １．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６１ （５．５） ３６２ （５．３） ３５８ （５．５） ３５６ （６．５） －３．４ （１．８３） ０．９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４）
中国香港 ５１８ （５．８） ５５３ （５．１） ５５６ （５．８） ５７６ （４．９） ２７．０ （２．２３） １．８ （０．１１） ６．０ （０．８８）
印度尼西亚 ３５０ （５．５） ３７０ （４．７） ３６４ （４．７） ３６０ （４．６） ３．４ （１．８８） １．３ （０．０９） ０．１ （０．１４）
拉脱维亚 ４９２ （４．７） ４８６ （５．２） ４７６ （６．０） ４８２ （５．４） －６．２ （２．５２） １．０ （０．０８） ０．３ （０．２３）
列支敦士登 ５５３ （１１．３） ５４１ （９．９） ５２４ （１０．６） ５２４ （１２．７） －１２．２ （５．５２） ０．７ （０．１７） ２．１ （１．７７）
中国澳门 ５１８ （７．２） ５２２ （５．８） ５３０ （５．９） ５３８ （６．８） ８．２ （３．９２） １．２ （０．１４） ０．７ （０．６４）
俄罗斯 ４６９ （４．８） ４６８ （４．５） ４６４ （５．１） ４７５ （４．７） ０．５ （１．５２） １．０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４４３ （４．５） ４４３ （４．６） ４４６ （４．５） ４２６ （４．４） －４．６ （１．２１） １．０ （０．０７） ０．４ （０．１９）
泰国 ４１２ （３．８） ４１７ （４．０） ４１４ （４．６） ４２５ （４．２） ８．５ （２．０７） １．１ （０．０７） ０．６ （０．２９）
突尼斯 ３４１ （２．８） ３６２ （３．８） ３６３ （３．５） ３７４ （４．１） １０．５ （１．３１） １．４ （０．０９） ２．３ （０．５８）
乌拉圭 ４２５ （５．１） ４２８ （４．２） ４２７ （４．２） ４２０ （５．０） －１．９ （１．９４） １．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８）

英国１ ４９６ （４．０） ５１１ （３．５） ５１１ （３．４） ５１７ （３．５） １０．１ （１．６８） １．４ （０．０８） ０．９ （０．３１）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２．控制策略指数在各国之间的表现存在差异，所以这里使用了算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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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０
记忆策略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记忆策略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０） １．２９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１．３２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４３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１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９７ （０．０２）
加拿大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０） １．３６ （０．０２）
捷克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２）
丹麦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３９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３ （０．０２）
芬兰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３５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９０ （０．０２）
法国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１．３０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２）
德国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４） －１．５６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４３ （０．０２）
希腊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８８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３）
匈牙利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８９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０） １．２５ （０．０２）
冰岛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３４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３）
爱尔兰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２）
日本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３）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７８ （０．０３） －０．７４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２）
韩国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４７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０１）
卢森堡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４） －１．４３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７１ （０．０１） １．８６ （０．０２）
荷兰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１１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０） １．２２ （０．０２）
挪威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４） －１．４１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１２ （０．０２）
波兰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８８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２７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０） １．１６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０） １．１８ （０．０２）
瑞典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１．２５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２）
瑞士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５５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１６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３）
美国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１） １．５４ （０．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１６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 １．１９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０１） １．６８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２６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８９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００） １．６０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１．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３２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１２） －１．７６ （０．０８） －０．６７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１．１３ （０．０７）
中国澳门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１．１３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１．１８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３）
泰国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７２ （０．０１） １．９３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 １．３８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２）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记忆策略指数四等分
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记忆策略指数每变化一
个单位导致数学成绩的
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１５ （３．２） ５２６ （２．６） ５２７ （２．８） ５３５ （３．２） ９．７ （１．２９） １．２ （０．０４） ０．９ （０．２５）
奥地利 ５３５ （４．３） ５１６ （３．６） ４９９ （４．０） ４８１ （４．５） －１８．５ （１．７２） ０．７ （０．０６） ５．１ （０．８４）
比利时 ５４４ （４．４） ５５１ （３．０） ５４０ （３．４） ５１７ （３．３） －９．３ （１．９６） １．０ （０．０６） ０．７ （０．３０）
加拿大 ５３１ （２．３） ５３７ （２．５） ５３４ （２．１） ５４４ （２．４） ６．２ （１．０２） １．２ （０．０５） ０．５ （０．１７）
捷克 ５４３ （４．４） ５２５ （４．６） ５１３ （３．８） ５１１ （４．４） －１４．２ （２．０６） ０．９ （０．０８） １．７ （０．４７）
丹麦 ５０６ （４．３） ５１６ （３．５） ５２０ （３．６） ５２４ （３．９） ９．３ （１．７９） １．２ （０．０８） ０．９ （０．３６）
芬兰 ５３５ （２．９） ５４８ （３．５） ５４８ （３．０） ５４６ （３．３） ６．７ （１．５３） １．３ （０．０６） ０．６ （０．２７）
法国 ５１３ （３．７） ５２０ （３．８） ５１４ （３．６） ５０６ （４．０） －０．９ （１．４１） １．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３）
德国 ５４３ （４．３） ５２１ （４．０） ５０５ （４．１） ４８３ （４．６） －１７．９ （１．４６） ０．７ （０．０５） ５．１ （０．８２）
希腊 ４５４ （５．７） ４４６ （４．４） ４４３ （４．６） ４４３ （４．４） －２．９ （２．０９） １．０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２）
匈牙利 ５００ （４．１） ４８９ （３．８） ４８９ （３．７） ４８５ （３．３） －７．３ （１．８８） ０．９ （０．０５） ０．５ （０．２５）
冰岛 ５１５ （３．５） ５１９ （４．２） ５２０ （３．４） ５０９ （３．１） －０．７ （１．５０） １．０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５）
爱尔兰 ４９６ （３．３） ５１０ （３．７） ５０３ （４．０） ５０６ （３．７） ５．０ （１．７４） １．２ （０．０８） ０．３ （０．２１）
意大利 ４７９ （４．２） ４７０ （４．４） ４６７ （３．６） ４４８ （４．４） －１１．８ （１．９７） ０．８ （０．０６） １．２ （０．３８）
日本 ５１３ （５．９） ５４１ （４．９） ５４６ （４．３） ５４０ （５．３） １３．９ （２．３０） １．５ （０．１０） １．９ （０．６２）
韩国 ５１７ （４．７） ５４５ （４．４） ５５１ （３．９） ５５８ （３．４） １９．６ （１．７７） １．８ （０．０９） ３．６ （０．６５）
卢森堡 ５０４ （２．７） ４９９ （２．８） ４９６ （２．６） ４８０ （２．７） －８．６ （１．３９） ０．９ （０．０７） １．１ （０．３６）
墨西哥 ３８９ （４．５） ３９５ （４．３） ３８６ （３．９） ３９３ （４．８） ２．０ （１．４２） １．０ （０．０９） ０．１ （０．０８）
荷兰 ５２６ （４．４） ５４５ （４．３） ５５４ （４．０） ５５１ （４．０） １２．８ （２．０８） １．４ （０．１２） １．４ （０．４６）
新西兰 ５２３ （３．５） ５２８ （３．４） ５２５ （３．４） ５２７ （４．１） ４．３ （１．９６） １．０ （０．０６） ０．２ （０．１６）
挪威 ４５９ （３．２） ４９８ （４．０） ５１２ （４．７） ５２０ （３．９） ２２．３ （１．４８） １．８ （０．０９） ６．７ （０．８４）
波兰 ５００ （３．９） ４９５ （３．４） ４８２ （３．９） ４８９ （３．４） －４．５ （１．８５） １．０ （０．０７） ０．２ （０．１５）
葡萄牙 ４７７ （４．８） ４７３ （４．２） ４６２ （４．３） ４５４ （５．０） －５．４ （１．８７） １．０ （０．０６） ０．４ （０．２４）
斯洛伐克 ５１２ （４．８） ５０１ （４．７） ４９６ （３．２） ４８６ （４．２） －１０．５ （１．９２） １．０ （０．０７） ０．９ （０．３３）
西班牙 ４７７ （３．４） ４９４ （３．５） ４９１ （３．３） ４８５ （３．０） ７．７ （１．４５） １．４ （０．０８） ０．７ （０．２９）
瑞典 ４９３ （３．４） ５０８ （３．４） ５１７ （３．７） ５２４ （４．７） １４．１ （１．８８） １．３ （０．０８） ２．２ （０．６２）
瑞士 ５５５ （５．３） ５３１ （３．９） ５２１ （４．２） ５０２ （３．７） －１７．１ （１．６４） ０．６ （０．０５） ３．９ （０．６８）
土耳其 ４２７ （９．１） ４３５ （８．１） ４３２ （６．９） ４２４ （７．０） １．２ （２．６２） １．２ （０．１０） ０．０ （０．０９）
美国 ４８５ （４．０） ４８８ （４．０） ４８４ （４．１） ４８１ （４．３） ０．３ （１．３８） １．０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０３ （１．５） ５０１ （１．２） ４８９ （１．４） ４７６ （１．８） －７．５ （０．７２） ０．９ （０．０２） ０．６ （０．１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８ （０．９） ５０９ （０．８） ５０２ （０．８） ４９２ （０．９） －４．５ （０．４１） １．０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９２ （７．５） ３６５ （６．０） ３５１ （５．４） ３３５ （４．７） －２１．９ （２．６０） ０．７ （０．０８） ４．１ （０．８７）
中国香港 ５４５ （６．１） ５５６ （６．６） ５５１ （６．５） ５５１ （５．１） ６．７ （２．２３） １．３ （０．０８） ０．４ （０．２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８２ （６．３） ３７１ （４．８） ３５６ （３．８） ３４１ （３．８） －１７．４ （２．４０） ０．７ （０．０６） ３．６ （０．９８）
拉脱维亚 ４９０ （５．０） ４８７ （４．１） ４７９ （４．５） ４８０ （６．３） －２．５ （３．４３） ０．９ （０．０９） ０．０ （０．１５）
列支敦士登 ５９４ （１０．１） ５２１ （１０．８） ５４１ （１２．２） ４８５ （１１．４） －３５．３ （４．４２） ０．４ （０．１４） １７．７ （３．８５）
中国澳门 ５４３ （７．２） ５３２ （７．７） ５１９ （６．２） ５１５ （６．３） －１２．３ （４．１８） ０．８ （０．１４） １．８ （１．２４）
俄罗斯 ４６８ （４．８） ４７４ （４．７） ４７０ （４．９） ４６９ （５．５） ０．１ （１．７１） １．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４５９ （４．５） ４５５ （４．４） ４４３ （４．４） ４１１ （４．２） －１７．１ （１．６４） ０．７ （０．０５） ４．３ （０．８１）
泰国 ４２２ （４．０） ４２２ （４．６） ４１１ （３．４） ４１４ （４．４） －１．７ （２．５０） ０．９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９）
突尼斯 ３５１ （３．８） ３６２ （４．１） ３６０ （３．７） ３６８ （３．３） ５．８ （１．２２） １．２ （０．０８） ０．７ （０．３２）
乌拉圭 ４３４ （５．０） ４３５ （４．５） ４２６ （４．４） ４１５ （４．７） －６．４ （２．１１） １．０ （０．０７） ０．４ （０．２９）

英国１ ４９１ （３．９） ５１１ （３．７） ５１２ （３．５） ５２２ （３．６） １２．３ （１．８５） １．５ （０．０９） １．６ （０．４８）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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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１
精致策略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得分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精致策略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９７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５１ （０．０３） ０．４８ （０．０４） －１．６８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１．１３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１．３３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１．０１ （０．０２）
加拿大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１．０９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０） １．３１ （０．０２）
捷克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７５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２）
丹麦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０２）
芬兰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１．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０１）
法国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２）
德国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３） －１．６６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０９ （０．０２）
希腊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９３ （０．０２）
冰岛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４） －１．２８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３）
爱尔兰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９３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４） －１．１０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１．２１ （０．０２）
日本 －０．７５ （０．０２） －０．５８ （０．０３） －０．９１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４） －２．１３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０２）
韩国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４９ （０．０２）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０１）
卢森堡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０４） －１．６６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０３） ０．８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１） ２．０８ （０．０２）
荷兰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４） －１．２６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８９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２）
挪威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１．３８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１．０３ （０．０２）
波兰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７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６２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０） １．２５ （０．０２）
瑞典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０４ （０．０２）
瑞士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３） －１．３１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４）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９０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１） １．７８ （０．０２）
美国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２７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７６ （０．０２） ０．８０ （０．０３） ０．７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１） ０．９３ （０．００） ２．０１ （０．０３）
中国香港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１３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７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０７） －０．３９ （０．０８） ０．５５ （０．１０） －１．３４ （０．０６）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１．１５ （０．０８）
中国澳门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６） －１．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１３ （０．０３）
俄罗斯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８３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８３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６８ （０．０１） １．７０ （０．０２）
泰国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０） ０．８４ （０．００） １．４４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９４ （０．０２） １．０２ （０．０３） ０．８６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６６ （０．０１） １．１６ （０．０１） ２．２７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８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１） １．５９ （０．０３）

英国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２）

国家（地区）

依据各国家／地区学生精致策略指数四等分
计算的数学成绩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精致策略指数每变化一
个单位导致数学成绩的
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
生更可能在数学得分上也
处于该国（地区）家／地区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８ （３．２） ５３５ （２．８） ５２１ （２．３） ５１８ （３．１） －２．１ （１．１７） ０．８ （０．０４） ０．０ （０．０４）
奥地利 ５１１ （３．７） ５１３ （４．４） ５０８ （３．９） ４９８ （５．０） －４．１ （１．５９） ０．８ （０．０６） ０．３ （０．２２）
比利时 ５４３ （３．４） ５５４ （３．４） ５４１ （３．５） ５１４ （４．３） －１０．６ （１．９２） ０．８ （０．０５） １．０ （０．３６）
加拿大 ５３２ （２．２） ５３８ （２．２） ５３５ （２．７） ５４０ （２．６） ６．２ （１．１２） １．０ （０．０４） ０．５ （０．１８）
捷克 ５０８ （３．５） ５２２ （５．１） ５２８ （４．７） ５３４ （４．０） １３．０ （１．７５） １．２ （０．０８） １．１ （０．２９）
丹麦 ５０６ （３．６） ５１５ （３．７） ５１８ （４．１） ５２５ （４．４） １０．４ （２．１３） １．１ （０．０７） １．０ （０．４１）
芬兰 ５２６ （２．５） ５４２ （２．９） ５５０ （３．３） ５６０ （３．４） １６．９ （１．５２） １．３ （０．０７） ３．１ （０．５５）
法国 ５１３ （３．２） ５１７ （３．５） ５１６ （３．８） ５０６ （４．６） －１．２ （１．６９） ０．９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５）
德国 ５１８ （４．８） ５１８ （４．１） ５１８ （４．０） ４９８ （５．２） －５．５ （１．７１） ０．９ （０．０７） ０．４ （０．２６）
希腊 ４３５ （４．３） ４４８ （４．５） ４５０ （４．６） ４５３ （５．６） ８．９ （１．８２） １．２ （０．０８） ０．８ （０．３３）
匈牙利 ４９５ （４．１） ４９４ （３．８） ４８９ （４．０） ４８３ （４．８） －４．９ （２．２３） ０．８ （０．０６） ０．２ （０．１８）
冰岛 ５０９ （２．９） ５２５ （３．３） ５１９ （４．１） ５１０ （３．５） ０．１ （１．６１） １．１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３）
爱尔兰 ５０６ （３．６） ５１２ （３．１） ５０１ （３．５） ４９６ （５．０） －３．１ （２．１６） ０．８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５）
意大利 ４７３ （３．５） ４６９ （３．６） ４６３ （４．４） ４５９ （４．０） －３．９ （１．４６） ０．７ （０．０５） ０．２ （０．１２）
日本 ５１４ （４．７） ５３１ （４．２） ５４８ （５．２） ５４８ （６．７） １４．４ （２．３９） １．４ （０．０９） ２．４ （０．７３）
韩国 ５１０ （３．７） ５３０ （４．０） ５５１ （３．８） ５７９ （４．４） ３０．０ （１．６４） １．７ （０．１０） ９．１ （０．８２）
卢森堡 ５０４ （２．１） ５０５ （２．５） ４９１ （３．２） ４７７ （３．４） －７．７ （１．２５） ０．６ （０．０５） １．０ （０．３１）
墨西哥 ３９７ （４．４） ３９０ （４．１） ３８７ （４．１） ３８７ （４．９） －１．０ （１．６３） ０．９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５）
荷兰 ５４５ （４．３） ５５５ （３．９） ５４４ （４．０） ５３３ （５．５） －３．５ （２．４３） ０．９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７）
新西兰 ５３５ （３．５） ５３３ （３．５） ５２３ （３．８） ５１０ （３．９） －８．２ （２．０４） ０．７ （０．０７） ０．５ （０．２７）
挪威 ４８４ （３．３） ５０１ （３．４） ５０３ （３．８） ５０１ （３．６） ８．４ （１．４６） １．２ （０．０６） ０．８ （０．３０）
波兰 ４８８ （３．５） ４９１ （３．１） ４９２ （４．０） ４９４ （４．１） ５．９ （１．９０） ０．９ （０．０７） ０．３ （０．２０）
葡萄牙 ４５６ （３．５） ４７１ （４．１） ４６４ （５．２） ４７４ （４．８） ９．２ （２．０７） １．１ （０．０６） ０．９ （０．４３）
斯洛伐克 ５００ （４．７） ５００ （３．５） ４９９ （４．０） ４９７ （４．７） ０．４ （１．７９） ０．９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２）
西班牙 ４７２ （３．５） ４８９ （３．５） ４９３ （３．２） ４９１ （３．１） １０．２ （１．４１） １．３ （０．０９） １．３ （０．３８）
瑞典 ４９９ （２．９） ５１２ （３．６） ５１３ （３．４） ５１７ （５．３） ９．８ （２．１８） １．２ （０．０８） ０．９ （０．３９）
瑞士 ５３５ （４．０） ５３４ （４．９） ５２５ （３．６） ５１５ （４．２） －５．９ （１．４２） ０．８ （０．０５） ０．４ （０．１８）
土耳其 ４１７ （５．９） ４３５ （７．６） ４３１ （７．９） ４３３ （９．２） ５．７ （２．１７） １．２ （０．０８） ０．４ （０．２９）
美国 ４９６ （３．４） ４９４ （３．７） ４７８ （３．８） ４７０ （４．１） －７．０ （１．３９） ０．７ （０．０５） ０．６ （０．２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０６ （１．４） ５０７ （１．２） ４８９ （１．２） ４６７ （１．９） －１１．４ （０．７６） ０．７ （０．０２） １．５ （０．１９）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８ （０．８） ５１２ （０．７） ５０２ （０．８） ４８８ （１．２） －５．３ （０．４３） ０．８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８４ （６．１） ３５６ （５．８） ３４９ （６．０） ３５２ （５．６） －１２．０ （２．１８） ０．６ （０．０５） １．３ （０．５０）
中国香港 ５２４ （５．６） ５５２ （４．９） ５６０ （５．８） ５６７ （５．３） ２１．０ （２．０３） １．５ （０．０８） ４．１ （０．７９）
印度尼西亚 ３５６ （５．３） ３６５ （３．９） ３６９ （４．８） ３５９ （４．９） １．１ （２．５０） １．１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６）
拉脱维亚 ４７９ （４．０） ４８７ （４．９） ４８４ （５．３） ４８６ （６．５） ４．８ （３．９２） １．０ （０．０８） ０．２ （０．２６）
列支敦士登 ５４３ （９．１） ５４１ （１０．９） ５４７ （１３．０） ５１２ （１１．４） －１１．５ （５．２２） ０．６ （０．１３） １．４ （１．２８）
中国澳门 ５１２ （６．２） ５３０ （６．５） ５２５ （６．５） ５４２ （６．６） １５．２ （３．８３） １．２ （０．１６） ２．４ （１．１９）
俄罗斯 ４６８ （４．９） ４６９ （４．５） ４６７ （５．０） ４７４ （５．３） ３．４ （１．８８） １．０ （０．０５） ０．１ （０．１１）
塞尔维亚 ４４５ （４．３） ４５１ （４．６） ４４１ （４．３） ４２９ （５．４） －５．１ （１．８５） ０．９ （０．０７） ０．４ （０．３１）
泰国 ４１３ （３．６） ４１５ （３．８） ４１８ （３．８） ４２３ （４．４） ６．９ （２．２４） １．０ （０．０６） ０．３ （０．２２）
突尼斯 ３４６ （３．０） ３５９ （３．６） ３６３ （４．２） ３７３ （４．１） １０．４ （１．３４） １．３ （０．０８） １．８ （０．４７）
乌拉圭 ４３４ （４．３） ４３５ （４．０） ４２０ （４．８） ４１８ （５．５） －４．４ （２．１４） ０．８ （０．０６） ０．２ （０．２１）

英国１ ５１９ （３．３） ５１２ （３．９） ５０５ （３．６） ５００ （３．４） －４．９ （１．５８） ０．７ （０．０５） ０．２ （０．１４）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４２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３．１２

学习者特征与学生数学成绩的关系

国家（地区）

不考虑此栏内其余学习者特征时各指标的效应（二元） 考虑此栏内其余学习者特征时各指标的效应（多元）

数学焦虑 对数学的兴趣和喜好 控制策略 数学焦虑 对数学的兴趣和喜好 控制策略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加拿大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捷克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丹麦 －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芬兰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法国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德国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希腊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冰岛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日本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韩国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２）

荷兰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挪威 －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波兰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瑞典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瑞士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美国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３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６）

中国澳门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塞尔维亚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泰国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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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３

选定的学习者特征与学生控制策略的关系

国家（地区）

不考虑此栏内其余学习者特征时各指标的效应（二元） 考虑此栏内其余学习者特征时各指标的效应（多元）

数学焦虑 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 数学焦虑 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效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捷克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２）

丹麦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２）

芬兰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１）

法国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２）

德国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希腊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冰岛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２）

日本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２）

韩国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１）

卢森堡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１）

荷兰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２）

挪威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０２）

波兰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１）

瑞典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２）

瑞士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２）

美国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０７） ０．３６ （０．０５）

中国澳门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１）

塞尔维亚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

泰国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２）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４４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３．１４

数学焦虑与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之间的相关

国家（地区）
数学焦虑与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之间的相关系数

相关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４１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４２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３３ （０．０２）

加拿大 －０．５０ （０．０１）

捷克 －０．４５ （０．０２）

丹麦 －０．５３ （０．０２）

芬兰 －０．４３ （０．０１）

法国 －０．２６ （０．０２）

德国 －０．５１ （０．０２）

希腊 －０．５７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４６ （０．０２）

冰岛 －０．４５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４７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３２ （０．０２）

日本 －０．５８ （０．０１）

韩国 －０．４９ （０．０１）

卢森堡 －０．３７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１８ （０．０２）

荷兰 －０．３３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３５ （０．０２）

挪威 －０．５４ （０．０１）

波兰 －０．４２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３４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３７ （０．０１）

西班牙 －０．２９ （０．０２）

瑞典 －０．４５ （０．０１）

瑞士 －０．４４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４４ （０．０３）

美国 －０．４４ （０．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４２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４７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２９ （０．０３）

拉脱维亚 －０．３４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３５ （０．０５）

中国澳门 －０．５２ （０．０３）

俄罗斯 －０．３１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０．２３ （０．０３）

泰国 －０．３９ （０．０２）

突尼斯 －０．３４ （０．０２）

乌拉圭 －０．４１ （０．０２）

英国１ －０．４３ （０．０２）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３４５　　

　
附
　
录

　
Ｂ１

表３．１５

学习者特征指数的学校间方差所占的百分比

国家（地区）

各指数的学校间方差的百分比

对数学的

兴趣和喜爱

数学工具

性动机
数学自我效能 数学焦虑 数学自我概念 记忆策略 精致策略 控制策略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９ ２．３ １０．７ ４．９ ５．１ ４．２ ４．３ ５．４

奥地利 ８．３ １６．３ ２２．１ ９．５ １０．０ ７．３ １１．２ ６．２

比利时 ５．７ ５．８ １５．９ ５．９ ５．０ ６．２ ８．４ ９．９

加拿大 ３．７ ３．３ ９．６ ５．９ ６．５ ６．１ ６．１ ８．７

捷克 ４．５ ７．７ ２３．４ １０．５ ９．０ ９．３ ７．４ ７．５

丹麦 ４．０ ２．３ ９．９ ８．５ ７．５ ６．９ ６．５ ７．３

芬兰 ４．１ ０．９ ５．４ ４．３ ４．４ ３．２ ３．１ ３．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３．７ ４．２ １５．６ ６．８ ５．８ ８．５ ８．５ ６．９

希腊 ３．４ ３．０ １２．９ ６．９ ８．６ ４．３ ４．７ ５．０

匈牙利 ５．４ ３．４ ２４．９ ９．８ ９．０ ７．８ ８．０ ６．６

冰岛 ３．０ ２．３ ３．４ １．６ １．６ １．１ １．４ ２．２

爱尔兰 １．７ ３．３ １０．３ ６．６ ６．７ ４．５ ５．７ ５．３

意大利 ９．７ １２．０ １７．７ ６．０ ８．６ ７．２ １１．９ １０．７

日本 ６．２ ８．７ ２８．６ ５．９ ５．９ ５．５ ６．２ ７．４

韩国 ８．１ ９．０ ２２．６ ４．９ １２．７ ８．０ ８．４ １５．９

卢森堡 ２．５ ３．９ ６．３ ２．１ ０．９ １．８ ４．１ １．９

墨西哥 ８．５ ３．１ １２．５ ９．０ ９．７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０

荷兰 ３．９ ２．８ １２．５ ７．４ ７．３ ７．３ ８．１ ７．５

新西兰 ６．８ ２．３ ９．３ ７．２ ５．９ ６．９ ８．２ ６．１

挪威 ２．８ ３．０ ８．４ ７．４ ６．６ ５．３ ５．９ ５．５

波兰 ３．１ ２．５ ９．１ ６．０ ５．３ ４．０ ５．５ ４．７

葡萄牙 ３．０ ２．５ １３．１ ５．９ ６．２ ５．９ ５．２ ７．９

斯洛伐克 ５．６ ７．７ ２５．７ ９．３ ９．８ ６．３ ８．０ ７．５

西班牙 ４．０ ３．０ １０．２ ７．２ ８．０ ５．０ ６．２ ５．３

瑞典 ３．６ １．８ １０．１ ６．４ ７．２ ５．１ ５．９ ５．９

瑞士 ３．３ ６．０ １７．９ ７．６ ６．３ ７．４ ６．７ ５．９

土耳其 ６．４ ４．３ ２５．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６．０ ７．２ ８．０

美国 ４．７ ２．５ １０．８ ８．４ ８．５ ９．０ ９．４ ８．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７ ４．５ １４．５ ６．８ ７．１ ６．２ ６．９ ６．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２．６ ２．４ １９．１ ７．４ ７．５ ４．５ ４．２ ７．０

印度尼西亚 １１．７ ５．４ １１．４ ８．８ １５．６ １１．２ ８．４ ８．０

拉脱维亚 ３．８ ２．８ １０．５ ７．１ ６．４ ５．７ ４．８ ５．０

列支敦士登 ５．０ １０．３ １４．６ －０．２ －０．３ １６．５ １１．９ １．９

中国澳门 １．０ ０．３ ８．５ ４．８ ６．４ ３．６ ４．１ ４．５

俄罗斯 ６．３ ４．６ １１．２ ８．２ ８．６ ６．０ ６．５ ６．２

塞尔维亚 １０．４ ９．８ １１．０ １０．２ ７．５ ９．８ ９．４ ８．４

泰国 ５．０ ３．２ １２．７ ８．５ ８．０ ７．３ ８．０ ７．９

突尼斯 ４．６ ４．０ １３．６ ５．８ ８．５ ４．７ ５．４ ５．４

乌拉圭 ３．８ ４．９ １１．７ ８．９ ８．２ ６．７ ８．６ ５．８

英国１ ３．０ ３．０ １１．９ ６．７ ６．１ ７．７ ６．１ ６．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４６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３．１６
以效应值计算的学习者特征的性别差异

国家（地区）

以效应值计算的性别差异

数学成绩 数学工具性动机 对数学的兴趣和喜爱 数学焦虑

效应值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２）
奥地利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５８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３）
比利时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３）
加拿大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捷克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２６ （０．０３）
丹麦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０３）
芬兰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２）
法国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３）
德国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０３）
希腊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３）
匈牙利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４）
冰岛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４）
爱尔兰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３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０４）
意大利 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３）
日本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２６ （０．０３）
韩国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３）
卢森堡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荷兰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５０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４） －０．３８ （０．０３）
新西兰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３）
挪威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３６ （０．０４）
波兰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葡萄牙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４）
斯洛伐克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２５ （０．０４）
西班牙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３）
瑞典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４） －０．３０ （０．０４）
瑞士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６７ （０．０３） ０．５８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３）
土耳其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４）
美国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１６ （０．０４）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４）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拉脱维亚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２６ （０．０４）
列支敦士登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８９ （０．０９） ０．６０ （０．０９） －０．６１ （０．１０）
中国澳门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０７）
俄罗斯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泰国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
突尼斯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乌拉圭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３）

英国１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０３）

国家（地区）

以效应值计算的性别差异

数学自我效能 数学自我概念 记忆策略 精致策略 控制策略

效应值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奥地利 ０．４６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４）
比利时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３）
加拿大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捷克 ０．４２ （０．０４）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丹麦 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芬兰 ０．５６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法国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德国 ０．４６ （０．０４）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２８ （０．０３）
希腊 ０．４４ （０．０４）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３）
匈牙利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冰岛 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４）
爱尔兰 ０．３０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４）
意大利 ０．３６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４）
日本 ０．３１ （０．０５）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４）
韩国 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５）
卢森堡 ０．４３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３）
墨西哥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荷兰 ０．５９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４）
新西兰 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３）
挪威 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３）
波兰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葡萄牙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４）
斯洛伐克 ０．３３ （０．０４）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西班牙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瑞典 ０．２７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３）
瑞士 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６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
土耳其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４）
美国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拉脱维亚 ０．３４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列支敦士登 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７７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５４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０）
中国澳门 ０．３８ （０．０７） ０．４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３８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６）
俄罗斯 ０．３３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０．２７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４）
泰国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突尼斯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乌拉圭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

英国１ 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大于等于０．２０（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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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ａ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数学量表得分的学校间和学校内方差

国家（地区）

数　　　　学

学生成绩

的 总 方

差２

方差相对ＯＥＣＤ成员学生成绩（ＳＰ）平均方差的百分数１

总方差相

对 ＯＥＣＤ
成员学生

成绩平均

方差的百

分数３

学校间的

总方差４

学校内的

总方差

学生经济、社会和文

化地位的国际指数解

释的方差

学生和学校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地位国际

指数解释的方差

学生学习的课程解释

的方差

学生学习的课程和学

生及学校经济、社会

和文化国际指数解释

的方差

解释的学

校间方差

解释的学

校内方差

解释的学

校间方差

解释的学

校内方差

解释的学

校间方差

解释的学

校内方差

解释的学

校间方差

解释的学

校内方差

学校间的

总方差相

对于国家

（地区）内

部总方差

的 百 分

数５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０３６ １０５．１ ２２．０ ８２．３ ９．０ ４．２ １５．４ ４．３ １．８ ２．８ １６．７ ６．８ ２１．１

奥地利 ８４５５ ９８．４ ５５．５ ４９．５ ７．６ ０．６ ３５．２ ０．５ ４２．６ ０．４ ４５．３ ０．９ ５２．９

比利时 １０４６３ １２１．８ ５６．９ ６６．７ １７．７ ４．４ ４２．０ ４．４ ４９．１ １５．８ ５２．１ １７．０ ４６．０

加拿大 ７６２６ ８８．７ １５．１ ７２．６ ４．７ ４．２ ７．１ ４．３ ２．６ ５．０ ７．０ ８．５ １７．３

捷克 ８５８１ ９９．９ ５０．５ ５５．２ １３．８ ２．５ ３７．０ ２．６ ３４．１ ０．２ ４１．６ ２．７ ４７．８

丹麦 ８２８９ ９６．５ １３．１ ８４．２ ７．７ ９．７ ９．３ ９．８ １．６ ０．１ ９．７ ９．９ １３．４

芬兰 ６９７４ ８１．２ ３．９ ７７．３ ０．９ ７．９ ０．９ ７．９ ０．０ ０．０ ０．９ ７．９ ４．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３０６ １０８．３ ５６．４ ５２．６ １４．１ ２．２ ４３．８ ２．２ ４７．２ １．１ ５０．７ ３．２ ５１．７

希腊 ８７５２ １０１．８ ３８．９ ６８．１ １０．３ ２．５ ２５．２ ２．３ ２８．３ ０．０ ３２．９ ２．３ ３６．３

匈牙利 ８７２６ １０１．５ ６６．０ ４７．３ １５．６ １．０ ５３．２ ０．７ ４９．０ －０．１ ５７．１ ０．８ ５８．３

冰岛 ８１２３ ９４．５ ３．６ ９０．９ １．３ ４．７ １．３ ４．７ ０．０ ０．０ １．３ ４．７ ３．８

爱尔兰 ７２１３ ８３．９ １３．４ ７１．２ ７．８ ６．０ １１．１ ６．１ １．４ ４．４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５．９

意大利 ９１５３ １０６．５ ５６．８ ５２．０ ６．６ ０．７ ３０．５ ０．７ ２６．０ ０．１ ３４．６ ０．７ ５２．２

日本 ９９９４ １１６．３ ６２．１ ５５．０ ３．３ ０．１ ４２．０ ０．１ ５．２ ０．０ ４２．９ ０．１ ５３．０

韩国 ８５３１ ９９．３ ４２．０ ５８．２ ７．７ １．１ ２７．８ １．１ ２１．５ ０．６ ３１．２ １．６ ４２．０

卢森堡 ８４３２ ９８．１ ３１．２ ６７．６ ９．３ ３．０ ２７．９ ２．９ １４．８ １４．６ ２７．８ １５．７ ３１．６

墨西哥 ７２９５ ８４．９ ２９．１ ４４．８ ４．２ ０．３ １６．６ ０．４ １２．７ ０．０ ２０．８ ０．５ ３９．４

荷兰 ７８９７ ９１．９ ５４．５ ３９．５ ８．８ １．３ ４０．７ １．３ ５０．８ ７．８ ５１．４ ８．４ ５８．０

新西兰 ９４５７ １１０．１ ２０．１ ９０．９ ９．８ ８．７ １５．２ ８．８ ０．８ ３．１ １５．２ １１．４ １８．１

挪威 ８４３２ ９８．１ ６．５ ９１．７ ２．７ １１．１ ２．９ １１．２ ０．２ ０．１ ２．９ １１．２ ６．６

波兰 ８１３８ ９４．７ １２．０ ８３．１ ７．１ ８．９ ８．２ ９．０ ０．８ ０．１ ８．３ ９．０ １２．６

葡萄牙 ７６４７ ８９．０ ３０．３ ６０．０ ９．５ ４．８ １７．２ ４．８ ２６．５ ８．６ ２８．６ １１．６ ３３．６

斯洛伐克 ８４７８ ９８．７ ４１．５ ５８．０ １２．９ ３．１ ３２．３ ３．１ ２６．０ ０．４ ３３．６ ３．４ ４１．７

西班牙 ７８０３ ９０．８ １７．２ ７０．２ ６．４ ４．１ ９．８ ４．２ ０．０ ０．０ ９．８ ４．２ １９．７

瑞典 ８８８０ １０３．３ １０．９ ９２．８ ４．７ １１．２ ５．８ １１．２ １．５ ０．６ ６．９ １１．６ １０．５

瑞士 ９５４１ １１１．０ ３６．４ ７０．２ ９．４ ５．１ １９．３ ５．１ ６．１ １．０ １９．８ ６．０ ３４．２

土耳其 １０９５２ １２７．４ ６８．７ ５６．５ １０．１ ０．７ ４９．０ ０．６ ４２．５ ３．１ ５６．０ ３．４ ５４．９

美国 ９０１６ １０４．９ ２７．１ ７８．３ １２．１ ７．０ １８．７ ７．２ ３．２ ２．８ １９．２ ９．２ ２５．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５９３ １００．０ ３３．６ ６７．０ ８．５ ４．４ ２３．０ ４．４ １７．８ ２．６ ２６．４ ６．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６．４ ４９．２ ５９．８ ６．３ ０．２ ２８．６ ０．３ １８．７ ３．６ ３６．８ ３．９ ４５．１

中国香港 ９９４６ １１５．７ ５２．８ ６０．４ ２．６ ０．１ ２２．７ ０．２ １５．２ ４．５ ２９．４ ４．６ ４６．６

印度尼西亚 ６４８０ ７５．４ ３１．６ ３９．５ ０．７ ０．０ １３．１ ０．０ ９．１ ０．０ １５．１ ０．０ ４４．５

拉脱维亚 ７７４９ ９０．２ ２０．６ ７１．０ ５．３ ４．６ ８．４ ４．６ ０．６ １．４ ８．３ ５．７ ２２．５

列支敦士登 ９８１６ １１４．２ ３９．８ ５４．６ ６．９ １．５ ２９．９ １．５ ４．１ ０．７ ３０．０ ２．０ ４２．２

中国澳门 ７５６６ ８８．１ １６．９ ７４．５ １．４ ０．２ ４．５ ０．２ ６．１ ７．４ ９．１ ７．５ １８．５

俄罗斯 ８５０１ ９８．９ ２９．８ ６９．２ ５．６ ２．７ １１．９ ２．６ ４．５ ２．９ １２．６ ４．９ ３０．１

塞尔维亚 ７１４６ ８３．２ ２９．６ ５４．５ ７．３ １．７ １８．９ １．７ １７．５ ６．８ ２０．３ ７．４ ３５．２

泰国 ６７２３ ７８．２ ３０．４ ５１．０ ５．９ ０．４ １６．４ ０．５ ４．８ １．６ １７．０ ２．０ ３７．３

突尼斯 ６７０７ ７８．０ ３２．９ ４４．９ ５．３ ０．６ １８．１ ０．６ ２５．３ １．８ ２７．６ ２．４ ４２．３

乌拉圭 ９９１５ １１５．４ ５３．６ ６８．７ １３．０ １．４ ３８．３ １．５ ３９．３ ２．８ ４７．６ ４．２ ４３．８

英国６ ８３７２ ９７．４ ２１．１ ７３．４ ９．５ ７．２ １５．３ ７．５ １．６ １．３ １６．０ ８．４ ２２．３

１．变异成分根据所有参与国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学习的课程进行预测。这些分析中并未包括教育课程特殊的学生。

２．对第二章中的标准差进行平方得到学生成绩的总方差。之所以学生成绩的变异可以分解是因为采用了学生成绩的统计方差，而并

非采用标准差。由于《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技术报告》中解释过的原因，对于一些国家（地区），学校间和学校内方差成分的总和与第二章的

标准差平方稍有不同。

３．由于学校内和学校间的变异成分总和来自于一个样本的估计值，因此其并不一定等于总体变异。

４．在一些国家（地区），是对学校内部的分支单位取样，而不是把学校作为一个行政单位，这可能会影响学校间的方差估计。在澳大利

亚、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和日本，实施多套教学课程的学校按这些不同的教学课程被分为几个不同的单位。在荷兰，完中被分为初

中和高中两个单位。在乌拉圭和墨西哥，采用多部制教学的学校被分成几个相应的单位。在比利时的佛兰德语区，有多个校区的

学校是按校区抽样；而在法语区，则把多校区学校作为一个大的行政单位来抽样。在斯洛伐克，把那些既教斯洛伐克语又教匈牙利

语的学校按教学的语言分成不同单位进行抽样。每个国家（地区）对抽样单位的定义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５．这一指数通常被看成班级内部的相关（ｒｈｏ）。

６．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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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０数学量表得分的学校间和学校内差异

国家（地区）

数　　　　学

学生成绩的总

方差２

方差相对ＯＥＣＤ成员学生成绩（ＳＰ）平均方差的百分数１

总方差 相 对

ＯＥＣＤ成员学

生成绩平均方

差的百分数３

学校间的

总方差４

学校内的

总方差

学生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的

国际指数解释的方差

学生和学校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地位国际指数解释的方差

解释的学

校间方差

解释的学

校内方差

解释的学

校间方差

解释的学

校内方差

学校间的总方

差相对于国家

（地区）内部总

方差 的 百 分

数５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０６６ ９４．８ １６．２ ７７．９ ９．９ ５．８ １１．９ ６．４ １７．２

奥地利 ８４８１ ９９．７ ５９．７ ５３．４ ９．６ ０．５ ３４．６ ０．６ ５２．８

比利时 １１０５４ １３０．０ ７２．８ ６０．７ １４．９ １．８ ４６．８ １．９ ５４．５

加拿大 ７１０４ ８３．５ １４．７ ６８．３ ３．８ ４．５ ４．９ ４．７ １７．７

捷克 ９２６０ １０８．９ ４７．６ ６０．１ １４．７ ３．３ ３２．３ ３．４ ４４．２

丹麦 ７１９５ ８４．６ １２．６ ７２．７ ６．０ ６．６ ７．２ ６．８ １４．８

芬兰 ６４３１ ７５．６ ４．９ ７１．０ ０．５ ６．１ ０．５ ６．１ ６．４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０４００ １２２．３ ６６．１ ５５．０ １６．０ ２．０ ４８．３ ２．２ ５４．６

希腊 １１７３６ １３８．０ ６５．３ ７６．７ １１．８ ２．３ ３１．６ ２．３ ４６．０

匈牙利 ９４９１ １１１．６ ６０．３ ５３．５ １６．１ ０．８ ４８．５ ０．７ ５３．０

冰岛 ６９７９ ８２．１ ４．４ ７７．８ １．０ ４．４ １．０ ４．４ ５．４

爱尔兰 ６９１６ ８１．３ ９．２ ７２．２ ５．３ ５．７ ６．８ ６．０ １１．３

意大利 ８０７９ ９５．０ ４１．４ ５７．３ ３．９ ０．２ １６．９ ０．２ ４１．９

日本６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韩国 ７１０８ ８３．６ ３３．９ ５０．４ ４．６ ０．４ ２０．６ ０．４ ４０．２

卢森堡 ８２６９ ９７．２ ２２．９ ７３．８ ９．４ ４．２ ２０．８ ４．１ ２３．７

墨西哥 ６８９７ ８１．１ ４１．０ ４１．５ ７．４ ０．２ ２４．９ ０．１ ４９．７

新西兰 ９４３２ １１０．９ １９．８ ９１．２ ９．７ ７．９ １３．４ ８．１ １７．９

挪威 ８３５９ ９８．３ ８．６ ８９．７ １．７ ８．７ １．７ ８．７ ８．８

波兰 ９９４９ １１７．０ ６２．８ ５２．９ ６．９ ０．４ ３４．４ ０．４ ５４．３

葡萄牙 ８２６３ ９７．２ ２８．８ ６７．２ １０．３ ３．８ １８．１ ３．９ ３０．０

西班牙 ８１３９ ９５．７ １６．７ ７８．２ ８．１ ５．３ ９．９ ５．４ １７．６

瑞典 ８６３８ １０１．６ ７．７ ９４．０ ４．８ ７．６ ５．６ ７．７ ７．６

瑞士 ９８８６ １１６．２ ４５．７ ６９．３ １１．０ ３．４ ２３．４ ３．１ ３９．７

英国 ８２８９ ９７．５ ２１．５ ７１．５ ９．６ ４．９ １５．５ ５．５ ２３．１

美国 ８８２５ １０３．８ ３２．８ ７２．７ １６．８ ７．７ ２４．９ ７．８ ３１．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５０５ １００．０ ３３．１ ６７．７ ８．６ ３．８ ２０．４ ３．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４９６ １１１．６ ４１．８ ７２．５ １６．５ １．０ ２７．９ ２．１ ３６．５

中国香港 ８６４２ １０１．６ ４５．７ ５５．７ ２．５ ０．２ １５．５ ０．２ ４５．１

印度尼西亚 ７０９５ ８３．４ ２６．１ ５１．３ １．６ ０．１ ７．３ ０．１ ３３．７

拉脱维亚 １０６１４ １２４．８ ３３．５ ９１．７ ５．３ １．４ １４．２ １．５ ２６．８

列支敦士登 ９０８０ １０６．８ ３９．７ ５２．５ ３．０ ０．７ １７．９ ０．６ ４３．１

俄罗斯 １０７７２ １２６．７ ４５．１ ８１．３ ５．４ ２．１ １２．９ ２．０ ３５．７

泰国 ６７９９ ７９．９ ２７．２ ５４．５ ５．２ ０．５ １１．１ ０．６ ３３．３

荷兰７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变异成分根据所有参与国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学习的课程进行预测。这些分析中并未包括教育课程特殊的学生。

２．对第二章中的标准差进行平方得到学生成绩的总方差。之所以学生成绩的变异可以分解是因为采用了学生成绩的统计方差，而并

非采用标准差。

３．由于学校内和学校间的方差成分总和来自于一个样本的估计值，因此其并不一定等于总体方差。

４．在一些国家（地区），是对学校内部的分支单位取样，而不是把学校作为一个行政单位，这可能会影响学校间的方差估计。在澳大利

亚、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和日本，实施多套教学课程的学校按这些不同的教学课程被分为几个不同的单位。在荷兰，完中被分为初

中和高中两个单位。在乌拉圭和墨西哥，采用多部制教学的学校被分成几个相应的单位。在比利时的佛兰德语区，有多个校区的

学校是按校区抽样；而在法语区，则把多校区学校作为一个大的行政单位来抽样。在斯洛伐克，把那些既教斯洛伐克语又教匈牙利

语的学校按教学的语言分成不同单位进行抽样。每个国家（地区）对抽样单位的定义见ｗｗｗ．ｐｉｓ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５．这一指数通常被看成班级内部的相关（ｒｈｏ）。

６．由于社会经济背景数据的缺失百分比过高，日本的数据没有包括在这些分析里。

７．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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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
学生水平的各因素对学生数学成绩的作用

国家（地区）

考虑其他因素之后，成绩差异与下列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

截距
父母的职业地位

最高（ＳＥＩ得分）

父母的教育水平

最高（学校教育

年数）

经典文化

资源拥有度
单亲家庭

第一代学生（出生

在测试国家（地

区），但是父母出

生在其他国家（地

区）的学生）

非本国学生（出

生在测试国家

（地区）之外而且

父母也出生在其

他国家的学生）

家庭语言不同于

测试语言和其他

官方语言或方言

分值 标准误 分值 标准误 分值 标准误 分值 标准误 分值 标准误 分值 标准误 分值 标准误 分值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３０ （１．７） ２３．２ （１．２） ３．２ （０．６） １１．１ （１．０） －１７．２ （２．４） ２．８ （３．８） －２．７ （４．３） －０．３ （５．１）
奥地利 ５１９ （２．８） １９．２ （２．０） １．７ （０．７） １９．９ （１．６） －５．２ （４．１） －２３．８ （１０．３） －３５．１ （７．２） －１．４ （７．７）
比利时 ５５９ （１．９） ２４．８ （１．７） ２．３ （０．５） １５．６ （１．５） －２９．４ （３．１） －４１．２ （７．９） －６８．４ （１１．２） －３１．３ （８．８）
加拿大 ５３３ （１．４） １８．６ （１．２） ２．５ （０．４） ８．３ （１．１） －１０．９ （２．５） １３．２ （４．２） １．４ （５．５） －１２．６ （５．２）
捷克 ５１３ （３．０） ２１．０ （１．８） ８．４ （１．０） １３．７ （１．５） ０．０ （４．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５２１ （２．２） １６．１ （１．６） ３．６ （０．７） ２１．２ （１．６） －１９．９ （３．２） －３９．７ （１２．５） －４７．４ （１２．７） ７．３ （９．８）
芬兰 ５４４ （１．８） １６．５ （１．４） ２．６ （０．５） １０．５ （１．４） －３．９ （３．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法国 ５２７ （２．１） ２０．０ （２．０） ２．２ （０．７） １９．０ （１．８） －１０．２ （４．２） －１８．６ （６．０） －４２．１ （１５．０） －９．８ （９．６）
德国 ５２７ （２．９） ２６．０ （１．８） ２．５ （０．６） １１．３ （１．７） －３．７ （５．１） －３７．４ （９．７） －１２．６ （９．３） －３６．０ （９．４）
希腊 ４５０ （２．９） １８．２ （２．１） ２．２ （０．５） １９．９ （２．１） －１３．６ （４．６） ｃ ｃ －２４．８ （８．５） －８．５ （９．７）
匈牙利 ４９２ （２．６） ２０．４ （２．２） ７．８ （０．８） ２１．５ （１．９） －７．５ （３．５）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４９９ （２．４） ８．２ （１．７） ４．５ （０．６） １３．８ （２．０） －３．７ （４．６）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５１５ （２．０） １９．０ （１．８） ３．６ （０．６） １１．０ （１．４） －２５．７ （３．８）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意大利 ４７４ （２．８） １７．６ （２．０） ２．３ （０．５） １２．７ （１．７） －１２．１ （３．６）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５４０ （４．０） １２．９ （２．６） ７．８ （０．９） １６．８ （２．３） ｍ ｍ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５４６ （３．０） １４．９ （２．６） ３．９ （０．５） １８．３ （２．１） －１．９ （２．９） ｃ ｃ ａ ａ ｃ ｃ
卢森堡 ５１０ （１．９） ２３．７ （２．１） １．３ （０．４） １３．５ （１．５） －１５．９ （４．５） －８．３ （６．０） －１９．２ （７．２） －３．１ （７．４）
墨西哥 ４２５ （３．４） １１．０ （１．４） ２．６ （０．４） １９．１ （２．３） －９．９ （２．７）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荷兰 ５５８ （２．６） ２２．３ （１．９） １．４ （０．８） １３．８ （２．１） －２０．２ （４．５） －２８．７ （９．２） －４６．８ （１２．１） －２４．９ （１１．２）
新西兰 ５３３ （２．３） ２１．１ （２．０） ３．５ （０．６） １５．６ （２．０） －１５．７ （４．７） －２０．６ （９．２） －８．３ （７．０） －１２．６ （８．３）
挪威 ４９４ （２．７） １９．１ （１．８） １．５ （０．８） １９．３ （１．４） －１７．０ （３．５） －２２．３ （１６．０） －４４．７ （１７．５） ８．３ （１７．６）
波兰 ４９９ （２．１） ２６．１ （１．９） ４．１ （０．８） １３．２ （２．０） －９．０ （４．９）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４８７ （２．３） ２３．７ （１．９） １．１ （０．３） １７．１ （１．８） －６．３ （３．５） －３５．３ （１１．８） ｃ ｃ ｃ ｃ
斯洛伐克 ４９８ （２．６） ２３．７ （１．８） ６．２ （０．８） １１．１ （１．６） －２．９ （３．８）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西班牙 ４９７ （２．２） １５．１ （１．４） ２．９ （０．４） １５．５ （１．６） －８．４ （４．５）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瑞典 ５２０ （２．１） １８．５ （２．０） １．１ （０．６） １９．３ （１．９） －１７．３ （３．３） －４．６ （８．０） －５４．６ （１１．２） －１４．１ （１０．０）
瑞士 ５５４ （３．４） １６．１ （１．６） ５．９ （０．７） ７．８ （１．８） －１８．４ （３．６） －２９．８ （６．０） －５４．７ （６．５） －８．４ （７．５）
土耳其 ４６４ （８．５） １９．１ （４．１） ６．１ （０．８） １４．０ （２．８） －４．８ （４．７）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美国 ４９４ （２．４） １９．４ （１．５） ２．５ （０．５） １７．４ （１．４） －２９．２ （３．４） ７．２ （６．２） ３．３ （７．０） －２４．８ （６．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０６ （０．８） １８．３ （０．６） ６．０ （０．２） １６．０ （０．６） －２８．６ （１．５） ３．８ （３．３） －９．９ （３．２） －１７．２ （３．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１２ （０．５） ２１．１ （０．４） ５．０ （０．１） １２．２ （０．３） －１８．４ （０．８） ０．５ （２．２） －１８．８ （２．６） －８．６ （２．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８８ （４．８） ３５．３ （３．７） ０．５ （０．５） ９．７ （２．１） －４．３ （５．８）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香港 ５７９ （４．４） １４．６ （２．４） ０．５ （０．７） １７．６ （２．４） －２１．０ （４．１） ２０．７ （４．４） －２５．４ （４．７） －５４．９ （９．５）
印度尼西亚 ３９１ （５．４） １８．８ （２．１） ０．９ （０．５） ３．２ （１．７） －２０．８ （４．６）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拉脱维亚 ４７６ （３．８） １６．８ （１．９） ０．９ （０．８） １８．６ （１．９） １．７ （３．８） －４．２ （５．６） ｃ ｃ －１３．１ （７．４）
列支敦士登 ５５７ （７．０） ２６．４ （７．６） ３．９ （２．９） １６．１ （５．８） －１３．２ （１４．６） －０．６ （２４．４） －２２．２ （２４．５） －２２．３ （１３．２）
中国澳门 ５４１ （６．９） ７．８ （４．６） ０．９ （０．９） ７．６ （３．６） －１０．４ （８．１） ９．１ （８．２） －４．７ （１０．９） －４０．９ （１５．５）
俄罗斯 ４６６ （３．９） １２．７ （２．０） ６．４ （１．２） １４．２ （１．６） －０．２ （３．０） －１３．４ （６．８） －１７．６ （５．５） －２２．８ （１３．５）
塞尔维亚 ４４０ （３．３） １８．９ （２．１） １．４ （０．８） １５．４ （１．６） －５．４ （４．１） －３．６ （６．９） １７．４ （６．２） ｃ ｃ
泰国 ４５３ （４．６） １７．９ （２．１） ３．０ （０．６） ６．２ （１．５） －１４．７ （４．０） ｃ ｃ ｃ ｃ ａ ａ
突尼斯 ３８９ （４．０） ２４．１ （２．３） ０．３ （０．４） １２．９ （１．８） －９．３ （５．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乌拉圭 ４３６ （２．８） ２２．９ （１．７） ２．９ （０．６） １３．４ （２．０） －３．７ （３．９）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英国２ ５１６ （２．２） ２２．７ （１．４） ３．６ （０．７） １４．５ （１．４） －１０．３ （３．２） １．３ （６．６） ｃ ｃ －１０．７ （１１．４）

国家（地区）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程度（单一因素解释１共同解释和全部解释）

单一因素解释

父母的最高职

业 地 位 指 数

（ＨＩＳＥＩ）

父母的最高受

教育程度

经典文化资源

拥有度
单亲家庭

移民背景（第

一代移民或非

本国学生）

家庭语言

共同解释的方

差（由一个以

上的因素所解

释的）

可解释的全部方差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７ ０．５ １．３ ０．５ ０．０ ０．０ ５．３ １２．４ （０．８０）
奥地利 ３．３ ０．２ ４．０ ０．０ ０．５ ０．０ ８．５ １６．４ （１．６０）
比利时 ４．６ ０．３ ２．１ １．２ １．９ ０．３ １１．４ ２１．７ （１．４９）
加拿大 ３．４ ０．４ ０．８ ０．２ ０．２ ０．１ ４．１ ９．３ （０．７５）
捷克 ２．４ ２．２ １．８ ０．０ ｃ ｃ １０．５ １７．０ （１．４７）
丹麦 ２．２ ０．９ ４．６ ０．９ ０．８ ０．０ ９．１ １８．５ （１．５７）
芬兰 ３．３ ０．４ １．５ ０．０ ｃ ｃ ５．２ １０．８ （１．０７）
法国 ３．８ ０．３ ３．７ ０．２ ０．６ ０．０ １０．０ １８．６ （１．７４）
德国 ５．９ ０．６ １．３ ０．０ ０．６ ０．５ １２．１ ２１．１ （１．９５）
希腊 ２．６ ０．４ ３．１ ０．４ ０．３ ０．０ ９．３ １６．１ （１．８９）
匈牙利 ２．５ ２．７ ３．８ ０．１ ｃ ｃ １６．４ ２５．７ （１．６８）
冰岛 ０．７ １．４ １．４ ０．０ ｃ ｃ ３．０ ６．７ （０．８７）
爱尔兰 ３．６ １．０ １．５ １．２ ０．２ ｃ ６．９ １４．４ （１．４２）
意大利 ２．３ ０．５ １．５ ０．２ ｃ ｃ ５．９ １０．４ （１．１５）
日本 １．２ ２．５ ２．３ ０．０ ｃ ｃ ４．４ １０．６ （１．７０）
韩国 １．５ １．７ ３．３ ０．０ ｃ ｃ ５．３ １１．９ （１．８５）
卢森堡 ４．７ ０．３ ２．０ ０．４ ０．３ ０．０ １０．４ １８．１ （１．２７）
墨西哥 １．６ １．６ ３．１ ０．３ ｃ ｃ ９．１ １７．７ （１．７３）
荷兰 ４．５ ０．１ １．８ ０．６ ０．９ ０．２ ９．４ １７．６ （１．９０）
新西兰 ４．１ １．２ ２．２ ０．４ ０．３ ０．１ ６．３ １４．７ （１．３４）
挪威 ３．０ ０．１ ４．４ ０．７ ０．３ ０．０ ６．８ １５．２ （１．２１）
波兰 ４．５ ０．６ １．４ ０．１ ｃ ｃ ８．７ １５．４ （１．２８）
葡萄牙 ４．６ ０．４ ３．０ ０．１ ２．３ ｃ １０．８ ２１．２ （２．３２）
斯洛伐克 ５．１ １．９ １．３ ０．０ ｃ ｃ ８．４ １７．３ （１．５７）
西班牙 ２．２ １．２ ２．５ ０．１ ０．４ ｃ ７．０ １３．４ （１．２８）
瑞典 ３．２ ０．１ ３．７ ０．６ ０．９ ０．１ ８．０ １６．５ （１．４９）
瑞士 ２．１ ２．１ ０．６ ０．６ １．７ ０．０ １０．１ １７．２ （１．２０）
土耳其 ２．０ ３．９ １．４ ０．０ ｃ ｃ １１．５ １９．５ （３．６４）
美国 ３．６ ０．４ ３．４ ２．０ ０．０ ０．３ ７．９ １７．６ （１．２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６ ３．０ ２．３ １．３ ０．０ ０．１ １０．３ １９．５ （０．５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５ ２．２ １．４ ０．５ ０．１ ０．０ ９．１ １６．８ （０．２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５ ０．１ ０．７ ０．０ ｃ ｃ ５．４ １５．８ （２．５７）
中国香港 １．０ ０．０ ２．３ ０．７ ２．４ １．３ ３．１ １０．９ （１．３２）
印度尼西亚 ４．８ ０．２ ０．１ ０．５ ｃ ｃ ３．３ ９．１ （１．８２）
拉脱维亚 ３．３ ０．０ ３．６ ０．０ ０．０ ０．２ ３．０ １０．２ （１．２９）
列支敦士登 ４．６ ０．８ ２．３ ０．３ ０．４ ０．７ ９．８ １９．０ （４．１０）
中国澳门 ０．４ ０．２ ０．５ ０．３ ０．４ １．０ ０．８ ３．６ （１．４５）
俄罗斯 １．４ ０．８ １．５ ０．０ ０．４ ０．３ ４．７ ９．１ （１．０７）
塞尔维亚 ３．６ ０．１ ３．２ ０．１ ０．２ ｃ ６．２ １３．６ （１．５６）
泰国 ２．５ １．１ ０．５ ０．５ ｃ ａ ７．６ １２．２ （１．９４）
突尼斯 ６．５ ０．０ １．４ ０．１ ｃ ｃ ７．３ １５．４ （２．４８）
乌拉圭 ４．８ ０．９ １．４ ０．０ ｃ ｃ ８．１ １５．５ （１．６８）

英国２ ５．２ ０．８ ２．５ ０．２ ０．０ ０．０ ８．１ １６．９ （１．３８）

１．单一因素解释量是指每一个因素在模型中其他因素对方差的解释量基础上带来的方差解释增量。

２．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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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ａ
最高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犎犐犛犈犐）和依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父亲或母亲最高的职业） 依据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６ （０．３） ３１．６ （０．１） ４８．０ （０．０７） ５８．３ （０．１） ７２．５ （０．１） ４８９ （２．８） ５２０ （２．７） ５３９ （２．７） ５６６ （２．９）
奥地利 ４７．１ （０．５） ２７．３ （０．２） ４０．９ （０．１１） ５１．４ （０．１） ６８．７ （０．３） ４６７ （４．４） ４９２ （３．７） ５２４ （３．３） ５４８ （４．４）
比利时 ５０．６ （０．４） ２９．０ （０．１） ４４．５ （０．１３） ５６．４ （０．１） ７２．４ （０．２） ４８２ （３．７） ５２７ （３．２） ５５５ （２．８） ５９０ （３．３）
加拿大 ５２．６ （０．３） ３１．７ （０．１） ４７．７ （０．０８） ５８．１ （０．１） ７２．９ （０．２） ５０６ （２．０） ５３１ （２．３） ５４４ （２．１） ５６９ （２．８）
捷克 ５０．１ （０．３） ３２．３ （０．２） ４５．７ （０．１２） ５２．５ （０．１） ６９．７ （０．２） ４８６ （４．０） ５０８ （３．９） ５３０ （３．９） ５７０ （４．３）
丹麦 ４９．３ （０．５） ２９．４ （０．２） ４４．２ （０．１１） ５３．２ （０．１） ７０．３ （０．３） ４８１ （３．４） ５０４ （３．６） ５２５ （３．９） ５５４ （３．５）
芬兰 ５０．２ （０．４） ２８．７ （０．１） ４３．４ （０．１６） ５６．４ （０．１） ７２．４ （０．２） ５１５ （２．７） ５３６ （２．７） ５５２ （２．９） ５７６ （２．９）
法国 ４８．７ （０．５） ２７．６ （０．２） ４２．３ （０．１５） ５３．６ （０．１） ７１．２ （０．３） ４６９ （３．７） ５０７ （４．２） ５２５ （３．０） ５５７ （３．８）
德国 ４９．３ （０．４） ２９．５ （０．２） ４２．６ （０．１４） ５３．７ （０．１） ７１．５ （０．２） ４６３ （４．９） ５０５ （３．３） ５２８ （３．８） ５６５ （４．０）
希腊 ４６．９ （０．７） ２６．９ （０．１） ３８．８ （０．１３） ５１．８ （０．１） ７０．３ （０．４） ４０９ （４．３） ４３５ （３．８） ４５０ （４．５） ４９３ （５．０）
匈牙利 ４８．６ （０．３） ３０．２ （０．２） ４２．３ （０．０８） ５１．６ （０．１） ７０．２ （０．２） ４５０ （３．９） ４７３ （３．９） ５０３ （３．４） ５４７ （３．９）
冰岛 ５３．７ （０．３） ３１．５ （０．２） ４８．０ （０．１３） ６１．７ （０．２） ７３．７ （０．２） ４９７ （３．１） ５１２ （３．２） ５１９ （３．１） ５３８ （３．１）
爱尔兰 ４８．３ （０．５） ２８．５ （０．２） ４２．２ （０．１１） ５２．７ （０．１） ７０．０ （０．３） ４７１ （３．９） ４９６ （３．２） ５１３ （３．１） ５４１ （３．５）
意大利 ４６．８ （０．４） ２６．９ （０．２） ４０．３ （０．１１） ５０．６ （０．１） ６９．５ （０．４） ４３０ （４．２） ４５７ （３．９） ４７８ （３．６） ５０２ （４．１）
日本 ５０．０ （０．３） ３３．４ （０．２） ４３．９ （０．０４） ５０．６ （０．１） ７２．０ （０．２） ５０５ （５．１） ５３４ （４．７） ５４３ （４．４） ５６８ （６．４）
韩国 ４６．３ （０．４） ２８．９ （０．２） ４３．５ （０．０９） ４９．４ （０．１） ６３．５ （０．４） ５１１ （４．４） ５４７ （３．７） ５４９ （３．６） ５６８ （６．１）
卢森堡 ４８．２ （０．２） ２７．３ （０．２） ４２．１ （０．１３） ５２．８ （０．１） ７０．５ （０．２） ４４８ （３．０） ４８１ （３．０） ５０９ （２．６） ５４２ （３．１）
墨西哥 ４０．１ （０．７） ２２．２ （０．１） ２８．９ （０．０４） ４２．１ （０．３） ６７．３ （０．２） ３５７ （４．８） ３７４ （３．９） ３９４ （３．７） ４２４ （４．９）
荷兰 ５１．３ （０．４） ３０．９ （０．３） ４５．４ （０．１５） ５６．９ （０．２） ７１．８ （０．２） ５０２ （４．３） ５３５ （３．８） ５５９ （３．５） ５８４ （３．９）
新西兰 ５１．５ （０．４） ３０．１ （０．２） ４６．２ （０．１２） ５６．８ （０．２） ７２．７ （０．３） ４８５ （３．８） ５１４ （３．４） ５３２ （３．３） ５６４ （３．４）
挪威 ５４．６ （０．４） ３５．０ （０．２） ４９．０ （０．１２） ６０．６ （０．２） ７３．９ （０．２） ４６１ （３．５） ４８９ （３．６） ５０７ （３．５） ５３３ （３．５）
波兰 ４５．０ （０．３） ２６．９ （０．２） ３９．５ （０．１１） ４９．１ （０．１） ６４．４ （０．３） ４５５ （３．９） ４７９ （３．２） ４９８ （３．３） ５３４ （３．１）
葡萄牙 ４３．１ （０．５） ２６．４ （０．１） ３３．９ （０．０８） ４６．６ （０．２） ６５．５ （０．５） ４３１ （５．３） ４４７ （３．４） ４８１ （３．８） ５１１ （３．８）
斯洛伐克 ４８．８ （０．４） ２９．３ （０．２） ４１．４ （０．１） ５３．１ （０．１） ７１．５ （０．２） ４５７ （４．２） ４８４ （３．３） ５２３ （３．５） ５４４ （３．８）
西班牙 ４４．３ （０．６） ２６．２ （０．１） ３５．５ （０．１４） ４９．３ （０．１） ６６．１ （０．４） ４５４ （３．６） ４７５ （２．８） ４９６ （３．２） ５１９ （３．３）
瑞典 ５０．６ （０．４） ３０．４ （０．２） ４４．１ （０．１４） ５６．１ （０．２） ７１．９ （０．２） ４７７ （３．７） ５０１ （３．１） ５１８ （３．９） ５５１ （４．２）
瑞士 ４９．３ （０．４） ２９．４ （０．１） ４３．１ （０．１４） ５３．５ （０．１） ７１．１ （０．３） ４８７ （４．１） ５２４ （４．１） ５３８ （４．９） ５６８ （３．９）
土耳其 ４１．６ （０．７） ２３．７ （０．３） ３３．６ （０．１５） ４７．２ （０．１） ６１．８ （０．８） ３９５ （５．６） ４１１ （６．７） ４２０ （７．５） ４７９ （１２．５）
美国 ５４．６ （０．４） ３２．６ （０．２） ４９．９ （０．１５） ６１．４ （０．１） ７４．３ （０．２） ４４８ （３．２） ４７７ （３．８） ４９７ （４．０） ５３０ （３．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９．２ （０．１）２８．１ （０．１）４２．５ （０．０７）５４．１ （０．１） ７１．９ （０．１） ４４０ （１．５） ４９０ （１．３） ５０６ （１．１） ５３６ （１．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８．８ （０．１）２８．２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８）５３．２ （０．１） ７１．２ （０．１） ４５５ （０．９） ４９３ （０．８） ５１６ （０．７） ５４８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０．１ （０．６） ２１．７ （０．３） ３２．４ （０．０９） ４４．４ （０．２） ６２．１ （０．６） ３１７ （４．９） ３４６ （５．１） ３７２ （５．３） ４１０ （８．４）
中国香港 ４１．１ （０．４） ２５．９ （０．１） ３４．９ （０．０７） ４５．１ （０．１） ５８．７ （０．４） ５３２ （５．５） ５４７ （５．１） ５６２ （４．１） ５７５ （５．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３．６ （０．６） １６．０ （０．０） ２４．１ （０．１５） ３４．６ （０．３） ５９．９ （０．４） ３３５ （４．３） ３５６ （４．１） ３６１ （４．５） ３９７ （６．３）
拉脱维亚 ５０．３ （０．５） ２９．１ （０．２） ４４．２ （０．１６） ５４．８ （０．１） ７３．０ （０．３） ４５７ （３．８） ４７５ （４．３） ４９４ （４．６） ５１４ （５．０）
列支敦士登 ５０．７ （０．８） ３０．８ （０．６） ４７．４ （０．５２） ５５．０ （０．１） ７０．０ （０．７） ４８２ （１０．３） ５３０ （１１．２） ５５３ （９．６） ５８７ （１１．０）
中国澳门 ３９．４ （０．４） ２５．８ （０．３） ３４．４ （０．１２） ４１．７ （０．２） ５５．９ （０．５） ５２２ （５．２） ５２３ （６．３） ５２８ （７．５） ５４０ （７．３）
俄罗斯 ４９．９ （０．４） ３０．８ （０．２） ４０．９ （０．１０） ５４．２ （０．２） ７３．６ （０．２） ４４３ （４．５） ４５９ （５．３） ４７３ （４．９） ５０１ （４．７）
塞尔维亚 ４８．１ （０．５） ２８．３ （０．２） ４１．２ （０．１２） ５１．４ （０．１） ７１．４ （０．４） ４０６ （３．７） ４２６ （３．８） ４４９ （４．３） ４７５ （５．０）
泰国 ３６．０ （０．４） ２２．１ （０．１） ２６．７ （０．１３） ３５．６ （０．１） ５９．６ （０．４） ３９６ （３．６） ３９９ （３．４） ４２７ （４．０） ４５７ （５．２）
突尼斯 ３７．５ （０．６） １８．０ （０．２） ２９．２ （０．１８） ３９．６ （０．２） ６３．１ （０．４） ３３１ （３．０） ３４２ （４．０） ３６１ （３．８） ４０６ （６．１）
乌拉圭 ４６．１ （０．５） ２５．２ （０．２） ３７．８ （０．１５） ５０．８ （０．１） ７０．８ （０．４） ３８８ （４．８） ４１５ （４．０） ４３０ （４．２） ４７８ （３．８）

英国１ ４９．６ （０．４） ２８．５ （０．１） ４３．０ （０．１４） ５５．５ （０．１） ７１．６ （０．２） ４６９ （２．９） ５００ （３．１） ５１９ （３．５） ５５５ （３．４）

国家（地区）

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变化
一个单位导致数学成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生倾向于在数学
得分上也处于最低１／４的可能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０．１ （１．３５） ２．０ （０．０８） ９．６ （０．７３）
奥地利 ３０．７ （１．９２） ２．０ （０．１２） １０．６ （１．２２）
比利时 ３９．８ （１．７１） ２．４ （０．１１） １５．３ （１．１６）
加拿大 ２４．４ （１．１７） １．８ （０．０６） ７．５ （０．６６）
捷克 ３７．５ （１．９７） １．８ （０．１１） １２．６ （１．１９）
丹麦 ２８．９ （１．７１） １．７ （０．１１） ９．１ （１．０２）
芬兰 ２１．７ （１．２９） １．７ （０．０８） ７．２ （０．８３）
法国 ３１．６ （１．９３） ２．２ （０．１４） １３．０ （１．３９）
德国 ３８．０ （１．９５） ２．３ （０．１４） １５．５ （１．３８）
希腊 ２９．４ （２．１１） １．９ （０．１４） １０．５ （１．５２）
匈牙利 ４０．８ （２．１７） ２．１ （０．１４） １６．９ （１．５１）
冰岛 １４．４ （１．５１） １．５ （０．１０） ２．７ （０．５７）
爱尔兰 ２７．４ （１．８９） １．９ （０．１４） １０．０ （１．３０）
意大利 ２７．１ （１．８８） １．９ （０．１０） ８．３ （１．０３）
日本 ２３．０ （３．１２） １．７ （０．１１） ４．４ （１．００）
韩国 ２６．４ （３．２８） １．７ （０．１１） ５．５ （１．２７）
卢森堡 ３３．７ （１．５６） ２．３ （０．１２） １３．８ （１．１５）
墨西哥 ２３．５ （１．８８） １．７ （０．１６） ９．５ （１．３８）
荷兰 ３２．３ （２．０３） ２．２ （０．１３） １２．６ （１．３２）
新西兰 ２９．４ （１．６５） １．９ （０．１３） ９．１ （１．０１）
挪威 ２９．２ （１．６２） １．８ （０．１１） ８．９ （０．９３）
波兰 ３５．２ （１．８２） １．８ （０．１２） １２．６ （１．１９）
葡萄牙 ３４．３ （１．７０） ２．０ （０．１３） １４．８ （１．４７）
斯洛伐克 ３３．２ （１．８３） ２．１ （０．１１） １３．１ （１．２０）
西班牙 ２５．４ （１．４３） １．８ （０．１０） ８．２ （０．９０）
瑞典 ２８．７ （１．７９） １．８ （０．１１） ９．２ （１．０３）
瑞士 ３０．３ （１．７１） ２．０ （０．０９） ９．４ （０．９６）
土耳其 ３８．１ （５．８７） １．４ （０．１２） １１．８ （２．９８）
美国 ３０．２ （１．３７） ２．１ （０．０９） １０．３ （０．８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４．０ （０．７４） ２．３ （０．０５） １１．６ （０．４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３．７ （０．４０） ２．２ （０．０２） １１．７ （０．２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９．０ （３．６３） １．９ （０．１３） １５．２ （２．５５）
中国香港 ２２．６ （２．６４） １．５ （０．１１） ３．６ （０．８２）
印度尼西亚 ２２．０ （２．３５） １．６ （０．１２） ８．４ （１．６８）
拉脱维亚 ２１．０ （１．６９） １．９ （０．１４） ６．０ （０．９８）
列支敦士登 ４１．２ （５．９２） ２．８ （０．５４） １４．５ （３．４０）
中国澳门 １１．７ （３．９７） ０．９ （０．１２） １．０ （０．６８）
俄罗斯 ２１．４ （１．７７） １．６ （０．１２） ５．６ （０．８５）
塞尔维亚 ２６．０ （１．８６） １．８ （０．１２） ９．９ （１．２８）
泰国 ２６．６ （２．３５） １．４ （０．１１） ９．５ （１．４７）
突尼斯 ２８．３ （２．５６） １．６ （０．１３） １３．９ （２．３６）
乌拉圭 ３１．４ （１．８３） １．８ （０．１４） １１．９ （１．２８）

英国１ ３１．８ （１．４６） ２．０ （０．１２） １２．５ （１．０８）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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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ｂ
按母亲最高教育水平划分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阅读和科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母亲完成了小学或初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１或２） 母亲完成了高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３）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５．４ （０．５） ５０７ （３．２） ５１０ （２．９） ５０６ （３．０） ３４．７ （０．７） ５１８ （２．７） ５１５ （２．８） ５１７ （２．５）
奥地利 １４．８ （０．９） ４７０ （４．９） ４４１ （５．７） ４４０ （５．３） ６３．４ （０．９） ５１２ （２．９） ４９８ （３．３） ４９８ （３．０）
比利时 １６．３ （０．６） ４９６ （４．１） ４７６ （４．８） ４７２ （４．６） ３７．１ （０．７） ５３２ （２．４） ５１２ （２．８） ５１２ （２．７）
加拿大 ８．５ （０．３） ５０４ （３．０） ５０３ （３．３） ４８７ （３．４） ４０．２ （０．６） ５２９ （１．９） ５２６ （２．０） ５１４ （２．１）
捷克 ５．１ （０．３） ４６８ （８．６） ４４６ （８．０） ４７８ （１０．０） ７７．６ （０．９） ５１６ （２．９） ４９２ （２．６） ５２２ （２．８）
丹麦 １８．０ （１．０） ４７６ （４．２） ４５７ （４．４） ４３６ （４．８） ３２．０ （０．８） ５１２ （３．４） ４８８ （３．５） ４７１ （４．１）
芬兰 １６．５ （０．６） ５２０ （３．１） ５２３ （２．８） ５２７ （３．３） ２５．８ （０．６） ５３８ （３．１） ５３６ （２．５） ５４１ （３．０）
法国 ２８．７ （１．０） ４８３ （４．６） ４６７ （５．２） ４７６ （６．１） ４３．５ （０．９） ５２１ （２．３） ５１０ （２．４） ５２４ （３．０）
德国 ２３．４ （１．０） ４６０ （４．６） ４４７ （５．０） ４５０ （４．９） ５３．８ （１．１） ５２７ （３．１） ５２０ （３．１） ５２８ （３．２）
希腊 ３３．０ （１．６） ４１５ （３．８） ４４８ （４．２） ４５３ （３．７） ４０．１ （０．８） ４５２ （３．４） ４８０ （４．３） ４８７ （４．４）
匈牙利 １５．５ （０．８） ４２８ （５．３） ４２８ （５．６） ４４８ （５．５） ５８．９ （１．０） ４８５ （２．９） ４７９ （２．５） ５００ （２．８）
冰岛 ３３．５ （０．８） ４９９ （２．７） ４８２ （２．９） ４８０ （２．８） ３９．３ （０．８） ５１６ （２．１） ４８９ （２．６） ４９２ （２．４）
爱尔兰 ２４．４ （１．３） ４７６ （３．５） ４９２ （３．８） ４７７ （４．２） ４７．６ （１．１） ５０６ （２．５） ５１９ （２．８） ５１１ （２．７）
意大利 ４１．３ （０．９） ４４１ （３．９） ４５０ （４．２） ４６０ （４．５） ３２．８ （０．６） ４８３ （３．３） ４９３ （３．２） ５０４ （３．３）
日本 ９．６ （０．７） ４９６ （９．６） ４６０ （１０．４） ５１０ （９．３） ４４．１ （０．９） ５２４ （４．２） ４８９ （４．５） ５３５ （４．５）
韩国 ３０．８ （１．０） ５１２ （３．８） ５１２ （４．０） ５１２ （４．４） ４７．４ （１．０） ５５１ （２．９） ５４１ （２．７） ５４７ （３．３）
卢森堡 ２８．３ （０．７） ４６９ （２．７） ４５３ （３．２） ４５６ （３．５） ３１．２ （０．９） ４９７ （２．９） ４８９ （３．３） ４９２ （３．４）
墨西哥 ６７．０ （１．７） ３７１ （３．２） ３８４ （３．６） ３９１ （２．９） １１．６ （０．８） ４３１ （５．８） ４５３ （７．３） ４４１ （５．１）
荷兰 ２７．９ （１．０） ５３２ （５．１） ５０９ （４．５） ５１４ （５．７） ４３．４ （１．０） ５４０ （３．０） ５１６ （２．９） ５２５ （３．４）
新西兰 １７．１ （０．６） ４８７ （４．２） ４８７ （４．２） ４８４ （４．６） ４６．６ （０．７） ５３４ （２．９） ５３４ （３．０） ５３２ （３．３）
挪威 ８．０ （０．６） ４６１ （５．４） ４７０ （６．９） ４５１ （６．３） ４２．５ （０．９） ４８７ （２．７） ４９４ （３．６） ４７７ （３．１）
波兰 ６．４ （０．５） ４４３ （６．３） ４４０ （８．２） ４４２ （８．０） ７６．９ （０．７） ４８４ （２．６） ４９２ （２．８） ４９０ （２．９）
葡萄牙 ６２．８ （１．２） ４５３ （３．３） ４６８ （３．９） ４５５ （３．６） １５．６ （０．６） ４９２ （３．９） ５０４ （３．８） ４９１ （３．９）
斯洛伐克 ７．０ （０．８） ４１９ （９．７） ４０２ （１０．３） ４０３ （１６．９） ７５．４ （０．９） ４９６ （２．８） ４６８ （２．７） ４９３ （２．９）
西班牙 ４６．２ （１．７） ４７１ （２．７） ４７０ （２．９） ４７０ （２．７） ２７．５ （０．８） ４８９ （３．４） ４８７ （３．５） ４９２ （３．７）
瑞典 １６．７ （０．８） ４７３ （４．７） ４７９ （４．８） ４６８ （５．４） ３０．４ （０．８） ５１９ （３．２） ５２５ （３．０） ５１７ （３．３）
瑞士 ３４．２ （１．０） ４９１ （３．３） ４６３ （３．５） ４６９ （３．９） ４４．４ （１．０） ５５０ （３．０） ５２３ （３．３） ５４０ （３．１）
土耳其 ７６．７ （１．８） ４０４ （４．８） ４２５ （４．４） ４１７ （４．４） １４．０ （１．１） ４７７ （８．０） ４９０ （７．５） ４８２ （７．２）
美国 ８．９ （０．８） ４３０ （５．６） ４３９ （６．６） ４３９ （６．９） ５２．６ （１．０） ４７８ （２．８） ４９４ （３．２） ４８７ （２．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４．５ （０．４） ４３６ （１．７） ４４０ （１．６） ４４４ （１．６） ４４．０ （０．４） ５００ （１．０） ５００ （１．２） ５０６ （１．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５．７ （０．２） ４５８ （１．１） ４５８ （１．０） ４５８ （１．０） ４２．８ （０．２） ５０８ （０．６） ５０１ （０．６） ５０８ （０．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１．８ （１．５） ３３９ （４．６） ３９０ （４．３） ３７３ （３．９） １３．７ （０．８） ４１１ （６．９） ４５７ （６．７） ４４１ （６．３）
中国香港 ６８．０ （１．３） ５４３ （４．３） ５０６ （３．５） ５３４ （４．１） ２５．４ （１．１） ５７１ （６．０） ５２４ （４．６） ５５５ （５．７）
印度尼西亚 ６５．７ （１．４） ３５２ （３．１） ３７５ （２．９） ３８７ （２．７） ２２．０ （１．１） ３８７ （５．８） ４０３ （４．６） ４１５ （４．７）
拉脱维亚 ２．７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４５．５ （１．８） ４７６ （４．３） ４８６ （４．０） ４８１ （４．４）
列支敦士登 ３８．８ （２．７） ５１７ （８．６） ５０９ （７．４） ５０４ （９．０） ４２．７ （２．９） ５６１ （７．２） ５５２ （６．７） ５５２ （６．９）
中国澳门 ７２．９ （１．２） ５２５ （３．８） ４９５ （３．１） ５１９ （３．９） ２２．０ （１．２） ５３７ （６．０） ５０８ （５．１） ５４０ （６．５）
俄罗斯 １．５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６５．１ （１．１） ４５７ （４．２） ４３２ （３．９） ４７８ （４．０）
塞尔维亚 １６．５ （０．９） ３９７ （４．０） ３７３ （４．０） ４０１ （４．３） ４４．６ （１．０） ４４３ （３．９） ４２０ （３．７） ４４２ （３．７）
泰国 ７６．０ （１．０） ４０６ （２．８） ４１０ （２．５） ４１８ （２．３） １４．５ （０．６） ４３８ （４．６） ４３８ （４．７） ４４９ （４．５）
突尼斯 ７６．２ （１．４） ３５１ （２．１） ３６９ （２．６） ３７９ （２．３） １５．９ （０．９） ３８３ （５．６） ３９８ （６．４） ４０６ （５．３）
乌拉圭 ４６．６ （１．２） ３９６ （４．１） ４０８ （４．９） ４１３ （３．８） １３．０ （０．５） ４３９ （４．８） ４４６ （７．７） ４５３ （６．０）

英国１ １４．２ （０．７） ４８１ （４．６） ４８１ （５．２） ４８４ （５．４） ５４．１ （１．０） ５０４ （２．８） ５０４ （２．６） ５１６ （２．８）

国家（地区）

母亲完成了高等教育（ＩＳＣＥＤ５或６）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母亲没有完成高中教育的学生在各国数学

成绩分布中更可能处于最低１／４的程度

比率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０．０ （０．８） ５４７ （２．８） ５５１ （２．９） ５５０ （２．９） １．４ （０．０９）
奥地利 ２１．８ （０．９） ５２３ （５．８） ５２０ （５．６） ５１６ （５．７） １．８ （０．１３）
比利时 ４６．６ （０．８） ５６３ （２．６） ５３９ （２．８） ５４１ （２．７） １．９ （０．１１）
加拿大 ５１．３ （０．７） ５５０ （２．１） ５４３ （２．０） ５３８ （２．３） １．７ （０．１０）
捷克 １７．３ （０．８） ５７１ （５．２） ５３４ （４．７） ５７６ （５．０） ２．０ （０．２１）
丹麦 ５０．０ （１．１） ５３７ （３．１） ５１５ （２．８） ５００ （３．２） １．９ （０．１４）
芬兰 ５７．６ （０．８） ５５５ （２．１） ５５５ （１．９） ５５９ （２．２） １．５ （０．１１）
法国 ２７．８ （１．０） ５３８ （３．４） ５２２ （３．８） ５４５ （４．２） １．８ （０．１３）
德国 ２２．８ （０．８） ５４８ （５．０） ５３９ （４．９） ５５８ （５．３） ３．０ （０．２１）
希腊 ２６．９ （１．４） ４７３ （６．０） ４９４ （６．３） ５１０ （５．３） １．８ （０．１３）
匈牙利 ２５．６ （０．９） ５４２ （４．０） ５２５ （４．２） ５５０ （４．５） ２．５ （０．１８）
冰岛 ２７．２ （０．７） ５３８ （３．１） ５１４ （３．４） ５２２ （３．４） １．４ （０．１０）
爱尔兰 ２８．０ （１．１） ５２５ （３．６） ５３４ （３．８） ５２６ （３．８） １．７ （０．１２）
意大利 ２５．９ （０．８） ４８４ （４．０） ４９８ （３．８） ５０９ （４．１） １．８ （０．１２）
日本 ４６．２ （０．９） ５５３ （５．０） ５１５ （４．３） ５６８ （４．９） １．７ （０．１６）
韩国 ２１．８ （１．３） ５７１ （７．５） ５５６ （５．９） ５６３ （７．６） １．８ （０．１２）
卢森堡 ４０．５ （０．９） ５２２ （２．４） ５０７ （２．６） ５１１ （２．７） １．８ （０．１２）
墨西哥 ２１．４ （１．１） ４１１ （５．４） ４２７ （５．７） ４３４ （５．４） ２．１ （０．２９）
荷兰 ２８．７ （１．０） ５７２ （４．２） ５４２ （３．９） ５６２ （４．５） １．３ （０．１４）
新西兰 ３６．３ （０．７） ５４７ （３．１） ５４５ （３．７） ５４６ （３．３） ２．０ （０．１４）
挪威 ４９．５ （１．０） ５１４ （２．９） ５１８ （３．３） ５０２ （３．６） １．５ （０．１４）
波兰 １６．７ （０．７） ５３８ （４．０） ５４１ （４．３） ５５６ （４．９） １．９ （０．１４）
葡萄牙 ２１．７ （１．０） ４９４ （５．３） ４９５ （５．９） ４９５ （５．２） １．６ （０．１４）
斯洛伐克 １７．６ （０．７） ５４５ （４．２） ５０５ （４．１） ５４５ （４．４） ２．６ （０．２５）
西班牙 ２６．３ （１．４） ５１４ （３．８） ５０４ （４．０） ５２２ （３．８） １．６ （０．１１）
瑞典 ５２．９ （１．０） ５２１ （２．９） ５２７ （２．９） ５１９ （３．３） １．８ （０．１３）
瑞士 ２１．４ （０．９） ５４７ （６．８） ５１９ （５．８） ５３８ （８．６） ２．１ （０．１１）
土耳其 ９．３ （１．１） ５１２ （２２．８） ５０９ （１８．８） ５１３ （２０．２） ２．４ （０．４０）
美国 ３８．５ （０．９） ５０７ （３．９） ５１５ （４．０） ５１４ （４．１） ２．０ （０．１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１．５ （０．３） ５２２ （１．５） ５１７ （１．５） ５３０ （１．５） ２．５ （０．０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１．５ （０．２） ５３２ （０．８） ５２４ （０．８） ５３２ （０．８） ２．２ （０．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４．５ （１．２） ３６５ （６．９） ４０６ （６．０） ３９９ （５．８） １．３ （０．１２）
中国香港 ６．６ （０．５） ５６７ （１０．２） ５２１ （８．３） ５６０ （８．７） １．４ （０．１４）
印度尼西亚 １２．３ （０．７） ３６２ （９．０） ３８４ （８．２） ４０５ （７．５） １．２ （０．１０）
拉脱维亚 ５１．８ （１．９） ４９４ （４．４） ４９８ （４．７） ５００ （４．７） １．９ （０．３２）
列支敦士登 １８．６ （１．８） ５２７ （１５．１） ５０９ （１６．４） ５２０ （１７．０） １．７ （０．３７）
中国澳门 ５．０ （０．６） ５２５ （１０．９） ４８６ （８．０） ５４５ （１２．６） １．１ （０．１６）
俄罗斯 ３３．４ （１．２） ４９４ （４．４） ４６７ （４．４） ５１６ （４．９） １．６ （０．３０）
塞尔维亚 ３８．９ （１．２） ４４９ （４．６） ４２０ （４．６） ４４８ （４．６） ２．０ （０．１５）
泰国 ９．５ （０．６） ４７７ （７．６） ４７２ （６．７） ４９３ （６．７） １．６ （０．１５）
突尼斯 ７．９ （０．８） ３９５ （１０．９） ３９３ （１１．９） ４０８ （１１．２） １．３ （０．１３）
乌拉圭 ４０．５ （１．０） ４４９ （４．２） ４６３ （３．８） ４６７ （３．６） １．８ （０．１５）

英国１ ３１．８ （０．９） ５３９ （３．９） ５３７ （４．３） ５５４ （４．３） １．６ （０．１２）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５２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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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ｂ（续）
按母亲最高教育水平划分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阅读和科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母亲完成高中教育的学生和母亲完成

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学生的成绩差异

母亲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和母亲完成

高中教育的学生的成绩差异

数学 阅读 科学 数学 阅读 科学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０．３ （２．９） ５．０ （２．８） １０．４ （３．０） ２８．９ （３．６） ３５．９ （４．１） ３３．６ （３．７）
奥地利 ４１．４ （５．１） ５６．８ （６．０） ５７．６ （５．３） １１．７ （４．８） ２２．３ （４．７） １８．３ （４．７）
比利时 ３５．７ （３．９） ３５．９ （３．８） ３９．７ （４．０） ３１．７ （２．９） ２７．０ （３．６） ２９．３ （３．３）
加拿大 ２４．４ （２．９） ２３．２ （３．４） ２６．７ （３．４） ２１．０ （２．４） １６．１ （２．４） ２４．１ （２．４）
捷克 ４８．７ （７．９） ４５．８ （７．４） ４４．７ （９．１） ５４．３ （４．７） ４１．４ （４．５） ５３．１ （４．８）
丹麦 ３６．０ （４．７） ３０．７ （４．９） ３５．２ （５．９） ２４．９ （４．０） ２６．９ （３．７） ２９．２ （４．６）
芬兰 １８．８ （３．７） １３．４ （３．３） １３．４ （４．０） １７．０ （３．０） １８．６ （２．８） １８．２ （３．１）
法国 ３８．１ （４．８） ４３．２ （５．４） ４７．８ （６．３） １６．５ （３．６） １１．７ （４．１） ２０．９ （４．７）
德国 ６７．１ （４．６） ７３．１ （５．１） ７８．０ （５．０） ２１．３ （４．５） １８．４ （４．６） ２９．３ （４．７）
希腊 ３７．６ （４．２） ３２．４ （４．６） ３３．７ （４．６） ２０．６ （４．６） １３．９ （５．７） ２２．９ （４．９）
匈牙利 ５６．９ （５．６） ５０．７ （５．９） ５１．６ （６．０） ５７．７ （４．１） ４５．７ （４．１） ４９．９ （４．２）
冰岛 １６．５ （３．６） ７．８ （４．１） １２．４ （３．９） ２２．０ （４．０） ２４．３ （４．５） ２９．３ （４．４）
爱尔兰 ２９．６ （３．９） ２７．８ （４．２） ３３．９ （４．４） １９．２ （３．５） １４．８ （３．６） １５．５ （３．９）
意大利 ４２．４ （３．７） ４２．６ （４．１） ４４．８ （４．５） １．３ （３．７） ５．４ （４．０） ４．３ （４．１）
日本 ２８．３ （９．７） ２９．４ （１０．１） ２５．２ （９．２） ２８．５ （４．４） ２５．８ （４．２） ３３．０ （４．３）
韩国 ３９．４ （３．５） ２９．０ （３．２） ３５．１ （３．９） ２０．３ （６．７） １５．１ （５．１） １６．０ （６．８）
卢森堡 ２７．６ （４．２） ３６．２ （４．７） ３６．５ （４．８） ２５．５ （４．３） １７．５ （４．８） １９．４ （４．９）
墨西哥 ５９．８ （５．８） ６８．２ （７．３） ５０．１ （４．９） －２０．１ （５．５） －２５．６ （６．１） －７．５ （４．７）
荷兰 ７．１ （５．２） ６．７ （４．３） １０．９ （５．８） ３２．６ （４．３） ２５．５ （４．１） ３６．６ （４．６）
新西兰 ４７．２ （４．５） ４７．７ （４．７） ４８．８ （５．３） １３．３ （４．３） １０．４ （４．３） １３．２ （４．４）
挪威 ２５．８ （５．７） ２４．０ （７．９） ２６．２ （６．７） ２７．４ （３．３） ２４．２ （３．９） ２５．１ （３．５）
波兰 ４１．４ （５．９） ５１．７ （７．８） ４７．５ （８．１） ５３．９ （４．６） ４９．１ （４．４） ６５．８ （５．５）
葡萄牙 ３９．０ （４．０） ３６．３ （４．４） ３６．３ （４．５） １．７ （５．５） －８．８ （５．５） ３．２ （５．５）
斯洛伐克 ７６．７ （９．２） ６６．３ （９．７） ８９．７ （１６．４） ４８．６ （４．２） ３６．５ （４．０） ５１．９ （４．５）
西班牙 １７．８ （３．９） １７．３ （４．１） ２２．６ （４．２） ２５．１ （４．３） １７．３ （４．４） ３０．０ （４．４）
瑞典 ４５．５ （５．１） ４５．２ （５．８） ４９．６ （６．２） ２．６ （３．９） ２．１ （３．７） １．４ （４．２）
瑞士 ５８．６ （２．９） ５９．７ （３．８） ７０．５ （４．０） －２．４ （５．８） －４．３ （４．８） －１．６ （８．２）
土耳其 ７２．７ （７．１） ６４．７ （７．０） ６４．９ （６．５） ３４．９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５．７） ３１．１ （１７．６）
美国 ４７．４ （６．１） ５５．０ （６．２） ４８．５ （６．７） ２８．９ （４．０） ２１．４ （４．３） ２６．２ （４．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６３．６ （１．９４） ５９．７ （１．６７） ６１．９ （１．７０） ２１．９ （１．４９） １７．０ （１．４６） ２４．０ （１．５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６ （１．１７） ４３．０ （１．０６） ４９．６ （１．０７） ２４．０ （０．７５） ２２．５ （０．７４） ２３．５ （０．８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７１．４ （６．８） ６６．２ （６．６） ６７．９ （６．４） －４５．４ （７．５） －５０．６ （７．５） －４２．６ （６．１）
中国香港 ２７．６ （５．０） １７．６ （３．９） ２０．８ （４．８） －４．０ （９．８） －２．１ （８．５） ５．３ （９．０）
印度尼西亚 ３４．８ （５．０） ２８．７ （４．４） ２７．４ （４．５） －２４．２ （６．４） －１９．４ （６．６） －１０．２ （５．５）
拉脱维亚 ３５．８ （１２．５） １８．８ （１３．８） １６．４ （１２．４） １８．６ （４．１） １１．２ （４．７） １９．２ （４．６）
列支敦士登 ４４．２ （１２．４） ４３．０ （１１．４） ４８．８ （１２．６） －３４．０ （１８．０） －４２．７ （１８．８） －３２．６ （１８．９）
中国澳门 １１．８ （７．３） １３．０ （６．８） ２１．２ （８．１） －１１．３ （１２．９） －２２．１ （９．７） ５．２ （１３．０）
俄罗斯 ２２．２ （１１．９） ３１．１ （１２．２） ３３．４ （１４．３） ３７．４ （３．４） ３５．５ （３．８） ３７．６ （４．１）
塞尔维亚 ４６．１ （４．１） ４７．１ （４．２） ４０．８ （５．０） ５．８ （３．８） －０．４ （４．０） ６．０ （４．１）
泰国 ３２．０ （４．３） ２７．６ （４．１） ３１．２ （４．２） ３９．５ （６．４） ３４．４ （６．１） ４４．１ （５．８）
突尼斯 ３１．５ （５．６） ２８．７ （６．７） ２７．５ （５．３） １２．２ （８．１） －５．２ （９．５） １．７ （８．６）
乌拉圭 ４２．３ （５．３） ３７．６ （９．３） ４０．０ （７．１） １０．８ （５．２） １７．３ （７．５） １３．６ （６．３）

英国１ ２３．１ （４．８） ２３．０ （５．３） ３１．７ （５．６） ３５．６ （３．６） ３３．４ （３．９） ３８．８ （３．９）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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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ｃ
按父亲的最高教育水平划分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阅读和科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父亲完成了小学或初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１或２） 父亲完成了高中教育（ＩＳＣＥＤ３）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３．８ （０．６） ５０５ （３．３） ５１１ （２．８） ５０４ （３．０） ３４．４ （０．５） ５１６ （２．１） ５１５ （２．５） ５１７ （２．３）
奥地利 １０．９ （０．７） ４７１ （５．９） ４４７ （６．４） ４５５ （６．４） ５０．８ （１．１） ５１１ （３．９） ４９７ （４．６） ４９４ （４．３）
比利时 １４．９ （０．５） ５０２ （４．４） ４８４ （４．９） ４８２ （４．４） ３８．７ （０．８） ５３６ （２．５） ５１５ （３．０） ５１４ （２．８）
加拿大 １１．９ （０．４） ５１１ （２．７） ５０５ （２．９） ４９１ （３．２） ３９．１ （０．６） ５２９ （１．７） ５２７ （１．９） ５１７ （２．０）
捷克 ３．３ （０．３） ４６５ （１１．５） ４４６ （１１．０） ４７４ （１３．５） ７６．５ （０．８） ５１３ （３．０） ４８９ （２．６） ５１９ （２．８）
丹麦 １８．６ （１．０） ４８６ （４．１） ４６５ （４．０） ４４６ （４．６） ４３．２ （０．９） ５０８ （２．９） ４８７ （３．０） ４６８ （３．３）
芬兰 ２１．９ （０．６） ５２５ （３．０） ５２３ （３．０） ５３０ （３．９） ２７．１ （０．７） ５３８ （２．８） ５３５ （２．６） ５４１ （３．１）
法国 ２８．８ （１．０） ４８９ （４．６） ４７５ （５．０） ４８３ （５．３） ４０．５ （１．１） ５２０ （２．５） ５０８ （２．８） ５２１ （３．５）
德国 １９．２ （０．９） ４５４ （５．４） ４４１ （５．７） ４４４ （５．８） ４４．５ （０．９） ５２０ （３．８） ５１５ （３．８） ５２０ （３．９）
希腊 ３２．８ （１．５） ４１９ （３．８） ４４３ （４．２） ４５３ （４．０） ３４．４ （０．９） ４５０ （３．７） ４８１ （４．８） ４８７ （４．２）
匈牙利 ９．２ （０．６） ４２５ （６．５） ４２６ （７．０） ４４０ （６．６） ６７．８ （１．０） ４８２ （２．８） ４７６ （２．５） ４９７ （２．７）
冰岛 ２０．１ （０．６） ４９７ （３．８） ４８１ （４．１） ４８１ （４．２） ５０．３ （１．０） ５１４ （２．３） ４９１ （２．５） ４９０ （２．２）
爱尔兰 ３１．４ （０．９） ４８２ （３．２） ４９５ （３．６） ４８０ （３．９） ４０．４ （０．９） ５０７ （２．８） ５２２ （２．９） ５０９ （３．０）
意大利 ４０．９ （０．９） ４４２ （３．６） ４４９ （４．０） ４５９ （４．１） ３３．６ （０．６） ４８５ （３．４） ４９３ （３．５） ５０５ （３．５）
日本 １６．４ （０．９） ４９２ （７．０） ４５４ （７．７） ５０９ （７．５） ３７．３ （０．９） ５２４ （４．４） ４９２ （４．７） ５３７ （４．８）
韩国 ２３．６ （０．８） ５０６ （４．０） ５０７ （４．４） ５０４ （４．８） ４０．７ （１．１） ５４１ （３．１） ５３３ （２．９） ５３８ （３．５）
卢森堡 ２１．３ （０．７） ４６１ （３．６） ４４１ （３．７） ４４５ （３．７） ３５．０ （０．８） ４９９ （３．０） ４９０ （２．９） ４９０ （３．３）
墨西哥 ６１．７ （１．７） ３６６ （３．２） ３８０ （３．７） ３８９ （２．９） １２．５ （０．６） ４２６ （４．８） ４４０ （５．７） ４３７ （４．７）
荷兰 ２４．４ （１．１） ５２４ （５．０） ５０４ （４．８） ５０８ （５．６） ３５．７ （１．２） ５４１ （３．３） ５１８ （３．３） ５２５ （３．９）
新西兰 １８．１ （０．７） ４９５ （４．０） ４９７ （４．２） ４９０ （４．３） ５２．５ （０．９） ５２９ （２．５） ５３０ （３．３） ５２８ （３．０）
挪威 ９．５ （０．６） ４７３ （５．３） ４８１ （６．９） ４６２ （７．２） ４１．７ （１．１） ４９０ （２．８） ４９１ （３．３） ４７４ （３．１）
波兰 ８．５ （０．５） ４５４ （６．７） ４５９ （６．８） ４５８ （７．４） ７６．９ （０．８） ４８５ （２．４） ４９１ （２．９） ４９０ （２．７）
葡萄牙 ６２．９ （１．３） ４５６ （３．１） ４７０ （３．７） ４５８ （３．５） １７．０ （０．８） ４９８ （３．５） ５１０ （４．５） ４９８ （４．１）
斯洛伐克 ５．１ （０．７） ４２６ （１２．３） ４０６ （１１．６） ４１０ （２２．０） ７４．４ （１．０） ４９０ （３．１） ４６３ （３．０） ４８８ （３．２）
西班牙 ４３．３ （１．５） ４６９ （２．９） ４６８ （３．１） ４６９ （３．１） ２６．４ （０．８） ４８８ （３．０） ４８５ （３．４） ４９０ （３．５）
瑞典 ２３．９ （０．８） ４９１ （３．４） ４９６ （３．５） ４８４ （３．６） ３０．８ （０．９） ５２０ （３．３） ５２７ （３．２） ５１９ （４．６）
瑞士 ２９．５ （１．０） ４９１ （３．６） ４６６ （３．６） ４７１ （３．９） ３２．４ （０．８） ５４２ （２．９） ５１６ （３．３） ５３２ （３．０）
土耳其 ５８．８ （２．１） ３９５ （４．２） ４１８ （４．３） ４０８ （４．０） ２２．７ （１．０） ４４４ （６．９） ４５９ （６．６） ４５３ （５．９）
美国 １１．２ （０．７） ４３９ （４．７） ４５１ （５．３） ４４８ （５．４） ５２．０ （１．１） ４７９ （２．７） ４９５ （３．２） ４９０ （３．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４．３ （０．４） ４３９ （１．６） ４４２ （１．６） ４４８ （１．５） ４２．０ （０．４） ４９７ （１．１） ４９８ （１．３） ５０４ （１．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４．４ （０．２） ４６０ （１．１） ４６１ （１．０） ４６１ （０．９） ４２．０ （０．２） ５０５ （０．６） ４９９ （０．７） ５０４ （０．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１．０ （１．５） ３４２ （４．６） ３９３ （４．６） ３７８ （４．４） １３．８ （０．８） ４０４ （６．４） ４４９ （５．８） ４３２ （６．４）
中国香港 ６４．５ （１．４） ５４２ （４．４） ５０５ （３．６） ５３３ （４．２） ２５．４ （１．０） ５６９ （４．８） ５２３ （４．０） ５５４ （４．５）
印度尼西亚 ５５．９ （１．５） ３５０ （３．２） ３７２ （２．９） ３８６ （２．９） ２８．０ （１．０） ３７８ （４．６） ３９７ （３．７） ４０７ （３．９）
拉脱维亚 ４．４ （０．５） ４５１ （７．４） ４６６ （９．４） ４４９ （１０．３） ５０．１ （１．９） ４８２ （４．０） ４９２ （４．０） ４８９ （４．３）
列支敦士登 ２５．３ （２．３） ４９９ （１１．０） ４９２ （９．８） ４８１ （１２．８） ３３．９ （２．８） ５３４ （８．５） ５３１ （８．６） ５２８ （９．８）
中国澳门 ６９．７ （１．６） ５２３ （３．８） ４９４ （２．８） ５２０ （３．７） ２４．７ （１．５） ５４１ （６．５） ５０８ （４．２） ５３４ （６．２）
俄罗斯 ２．２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６８．４ （１．２） ４５９ （４．３） ４３１ （４．１） ４８０ （４．２）
塞尔维亚 １１．５ （０．７） ３９５ （４．５） ３７８ （４．６） ４０３ （４．１） ４７．３ （０．９） ４３７ （３．６） ４１４ （３．８） ４３４ （３．７）
泰国 ７０．７ （１．１） ４０４ （２．８） ４０９ （２．４） ４１５ （２．４） １９．５ （０．７） ４３７ （４．９） ４３９ （４．４） ４４９ （４．６）
突尼斯 ６３．１ （１．４） ３４６ （２．２） ３６４ （２．８） ３７６ （２．４） ２４．２ （０．９） ３７６ （４．１） ３９７ （４．７） ３９７ （４．０）
乌拉圭 ４８．３ （１．４） ４０５ （３．８） ４１２ （４．３） ４１８ （３．４） １３．０ （０．６） ４４１ （５．１） ４５１ （６．２） ４５４ （４．８）

英国１ １９．１ （０．６） ４８８ （３．８） ４８８ （３．５） ４９３ （４．１） ５１．０ （１．０） ５０６ （２．８） ５０６ （２．９） ５１８ （２．９）

国家（地区）

父亲完成了高等教育（ＩＳＣＥＤ５或６）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父亲没有完成高中教育的学生在各国数学

成绩分布中更可能处于最低１／４的程度

比率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１．８ （０．８） ５５１ （２．８） ５５３ （２．８） ５５４ （３．０） １．５ （０．０８）
奥地利 ３８．３ （１．０） ５１７ （３．９） ５０７ （４．１） ５０６ （４．０） １．８ （０．１６）
比利时 ４６．４ （０．９） ５６５ （２．９） ５４０ （２．９） ５４３ （３．０） １．９ （０．１３）
加拿大 ４９．０ （０．８） ５５２ （２．２） ５４６ （２．０） ５４１ （２．３） １．５ （０．１０）
捷克 ２０．２ （０．８） ５７５ （４．８） ５３９ （４．４） ５８１ （４．７） ２．０ （０．２５）
丹麦 ３８．２ （１．２） ５４９ （３．５） ５２４ （３．１） ５１４ （３．９） １．８ （０．１４）
芬兰 ５１．０ （０．９） ５６０ （２．２） ５６０ （２．１） ５６３ （２．４） １．５ （０．１２）
法国 ３０．７ （１．２） ５３９ （３．７） ５２１ （３．７） ５４９ （４．６） １．７ （０．１５）
德国 ３６．３ （０．９） ５４９ （３．８） ５３７ （３．５） ５５５ （３．９） ３．１ （０．２６）
希腊 ３２．９ （１．６） ４６６ （５．８） ４９３ （５．４） ５０３ （５．３） １．６ （０．１１）
匈牙利 ２３．０ （１．０） ５４６ （４．８） ５２８ （４．５） ５５５ （５．１） ２．３ （０．１９）
冰岛 ２９．６ （０．９） ５３４ （２．９） ５０６ （３．２） ５１８ （３．３） １．４ （０．１１）
爱尔兰 ２８．３ （１．１） ５３１ （３．８） ５３９ （３．８） ５３６ （３．９） １．７ （０．１２）
意大利 ２５．５ （０．８） ４８２ （３．８） ４９９ （３．６） ５１１ （４．１） １．８ （０．１１）
日本 ４６．３ （１．０） ５５８ （４．８） ５２０ （４．２） ５７１ （４．８） １．９ （０．１５）
韩国 ３５．７ （１．３） ５７２ （５．６） ５５７ （４．５） ５６５ （５．７） １．９ （０．１２）
卢森堡 ４３．６ （０．８） ５２３ （２．２） ５１０ （２．５） ５１６ （２．６） ２．０ （０．１７）
墨西哥 ２５．８ （１．３） ４１５ （５．３） ４３１ （５．９） ４３４ （５．５） ２．２ （０．２４）
荷兰 ４０．０ （１．１） ５７０ （３．５） ５３９ （３．２） ５５６ （３．８） １．６ （０．１５）
新西兰 ２９．４ （０．８） ５６２ （３．７） ５５６ （３．９） ５６１ （４．０） １．９ （０．１６）
挪威 ４８．８ （１．２） ５１３ （３．１） ５２１ （３．４） ５０７ （３．６） １．４ （０．１３）
波兰 １４．５ （０．７） ５４０ （４．１） ５４７ （４．２） ５６１ （４．７） １．７ （０．１５）
葡萄牙 ２０．２ （１．０） ４８６ （６．６） ４８７ （７．３） ４９０ （６．０） １．５ （０．１３）
斯洛伐克 ２０．５ （１．０） ５５３ （４．１） ５１６ （３．９） ５５０ （４．４） ２．３ （０．２８）
西班牙 ３０．３ （１．４） ５１６ （３．０） ５０７ （３．５） ５２２ （３．７） １．７ （０．１２）
瑞典 ４５．３ （１．１） ５２２ （３．４） ５２６ （３．２） ５２０ （３．８） １．５ （０．１４）
瑞士 ３８．０ （１．０） ５５１ （４．７） ５２０ （４．６） ５３９ （５．６） ２．１ （０．１１）
土耳其 １８．５ （１．６） ４９４ （１５．２） ４９７ （１２．４） ４９９ （１３．３） ２．１ （０．２３）
美国 ３６．８ （１．１） ５１３ （３．７） ５２１ （３．８） ５１８ （４．０） １．９ （０．１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３．７ （０．３） ５２６ （１．３） ５２０ （１．３） ５３３ （１．４） ２．４ （０．０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３．６ （０．２） ５３４ （０．８） ５２５ （０．７） ５３４ （０．８） ２．１ （０．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２ （１．２） ３６６ （７．０） ４０８ （６．４） ３９９ （６．２） １．３ （０．１３）
中国香港 １０．１ （０．８） ５７５ （９．１） ５２９ （７．０） ５６７ （７．６） １．５ （０．１３）
印度尼西亚 １６．１ （０．８） ３７１ （９．２） ３９３ （７．６） ４１１ （７．１） １．２ （０．０９）
拉脱维亚 ４５．５ （２．０） ４９１ （４．８） ４９８ （４．８） ４９７ （４．９） １．７ （０．２６）
列支敦士登 ４０．８ （２．５） ５６６ （７．５） ５４７ （７．８） ５５６ （８．２） ２．１ （０．５６）
中国澳门 ５．６ （０．７） ５２２ （１２．０） ４９２ （９．３） ５３７ （１０．３） １．２ （０．２２）
俄罗斯 ２９．４ （１．３） ５００ （４．８） ４７５ （４．４） ５２２ （５．０） １．８ （０．２６）
塞尔维亚 ４１．２ （１．１） ４４９ （４．７） ４２０ （４．３） ４５１ （４．４） １．９ （０．１５）
泰国 ９．８ （０．７） ４７５ （８．２） ４６８ （８．１） ４８９ （７．５） １．６ （０．１８）
突尼斯 １２．８ （０．８） ３９９ （８．６） ３９８ （８．４） ４１５ （８．５） １．５ （０．１４）
乌拉圭 ３８．８ （１．４） ４４５ （４．５） ４６４ （４．７） ４６５ （４．２） １．６ （０．１４）

英国１ ２９．９ （１．０） ５４７ （３．７） ５４３ （４．０） ５６２ （４．２） １．５ （０．１０）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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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ｃ（续）
按父亲的最高教育水平划分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阅读和科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父亲完成高中教育的学生和父亲完成

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学生的成绩差异

父亲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和父亲完成

高中教育的学生的成绩差异

数学 阅读 科学 数学 阅读 科学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１．２ （３．０） ４．２ （２．７） １２．８ （３．１） ３５．４ （３．１） ３８．４ （３．６） ３７．４ （３．７）
奥地利 ３９．３ （７．０） ４９．３ （７．９） ３８．７ （７．５） ６．６ （４．１） １０．８ （４．６） １２．４ （４．６）
比利时 ３４．０ （４．５） ３０．９ （５．０） ３１．８ （４．４） ２８．３ （３．８） ２５．３ （４．０） ２９．３ （３．９）
加拿大 １７．９ （３．１） ２２．４ （３．４） ２６．１ （３．６） ２３．０ （２．３） １８．２ （２．４） ２３．８ （２．５）
捷克 ４８．６ （１０．７） ４３．２ （１０．２） ４５．５ （１２．６） ６２．０ （４．５） ５０．０ （４．３） ６２．３ （４．４）
丹麦 ２２．２ （４．６） ２２．１ （４．３） ２２．０ （５．０） ４１．０ （３．８） ３７．２ （３．３） ４５．６ （４．５）
芬兰 １３．２ （３．７） １２．１ （４．１） １１．２ （５．２） ２１．１ （２．９） ２４．３ （２．７） ２２．０ （３．２）
法国 ３０．５ （４．７） ３２．３ （４．９） ３８．３ （５．６） １９．０ （４．１） １３．８ （４．５） ２７．８ （５．６）
德国 ６６．１ （５．７） ７３．５ （５．８） ７６．６ （５．６） ２９．７ （３．８） ２２．９ （３．８） ３５．０ （４．０）
希腊 ３１．７ （３．８） ３８．４ （４．８） ３４．０ （４．５） １５．９ （５．１） １１．８ （５．５） １６．６ （５．３）
匈牙利 ５６．５ （６．７） ４９．８ （７．３） ５７．３ （６．８） ６３．９ （５．１） ５１．６ （４．９） ５７．６ （５．１）
冰岛 １７．６ （４．６） １０．５ （４．８） ８．５ （４．９） ２０．１ （４．２） １５．３ （４．４） ２８．７ （４．４）
爱尔兰 ２５．１ （３．７） ２６．８ （３．７） ２９．３ （４．１） ２３．８ （４．１） １７．１ （３．９） ２７．１ （４．４）
意大利 ４２．６ （３．３） ４３．３ （３．７） ４５．５ （３．８） －３．３ （３．４） ６．９ （３．７） ６．６ （４．３）
日本 ３２．４ （６．４） ３７．６ （７．４） ２８．９ （７．０） ３３．９ （４．８） ２７．９ （４．７） ３３．６ （５．１）
韩国 ３５．２ （３．７） ２５．６ （３．６） ３３．５ （４．３） ３０．８ （５．５） ２４．１ （４．３） ２７．５ （５．６）
卢森堡 ３７．７ （５．４） ４９．３ （４．９） ４５．０ （５．３） ２３．６ （４．０） １９．５ （４．０） ２５．９ （４．３）
墨西哥 ５９．２ （５．４） ６０．４ （６．２） ４７．９ （５．２） －１１．１ （４．６） －９．６ （５．８） －３．２ （５．４）
荷兰 １７．８ （５．１） １４．０ （４．７） １７．９ （５．８） ２８．６ （４．１） ２１．１ （３．７） ３０．９ （４．９）
新西兰 ３４．４ （４．５） ３３．０ （５．４） ３８．２ （４．９） ３２．２ （４．２） ２６．４ （４．８） ３３．３ （４．７）
挪威 １７．３ （５．６） １０．２ （６．７） １２．１ （７．３） ２３．２ （３．８） ２９．５ （３．８） ３２．７ （３．８）
波兰 ３１．３ （６．１） ３２．６ （６．１） ３２．７ （６．９） ５５．１ （４．６） ５６．０ （４．８） ７０．７ （５．０）
葡萄牙 ４１．８ （３．９） ３９．１ （５．１） ４０．４ （４．７） －１１．３ （６．２） －２２．９ （７．２） －８．４ （６．３）
斯洛伐克 ６４．３ （１１．４） ５６．３ （１０．８） ７７．５ （２１．２） ６２．２ （４．８） ５３．５ （４．６） ６２．５ （５．３）
西班牙 １９．７ （３．９） １７．０ （４．３） ２０．３ （４．６） ２７．１ （３．１） ２１．２ （３．８） ３２．０ （４．１）
瑞典 ２８．２ （４．４） ３１．２ （５．１） ３４．４ （５．４） ２．５ （４．０） －０．９ （３．８） １．５ （５．９）
瑞士 ５１．３ （４．０） ４９．６ （４．６） ６０．９ （４．５） ８．７ （４．０） ３．７ （４．１） ７．４ （５．２）
土耳其 ４８．２ （５．３） ４０．８ （５．７） ４５．３ （４．８） ５０．２ （１２．３） ３８．０ （１０．６） ４５．６ （１１．５）
美国 ３９．４ （４．９） ４４．０ （５．１） ４２．７ （５．３） ３４．５ （３．６） ２６．５ （４．３） ２７．４ （４．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７．９ （１．８） ５５．６ （１．７） ５６．３ （１．７） ２９．３ （１．５） ２２．３ （１．５） ２９．１ （１．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５．５ （１．２） ３７．８ （１．１） ４３．２ （１．０） ２８．９ （０．７） ２６．３ （０．７） ２９．９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６１．７ （６．２） ５５．７ （５．６） ５４．６ （６．６） －３７．７ （６．４） －４０．８ （６．４） －３３．４ （５．４）
中国香港 ２６．６ （４．１） １８．１ （３．５） ２１．４ （４．０） ６．３ （７．９） ５．９ （６．５） １３．３ （６．９）
印度尼西亚 ２８．１ （４．０） ２５．３ （３．４） ２１．５ （３．７） －７．２ （７．３） －４．４ （６．４） ４．４ （５．９）
拉脱维亚 ３０．６ （８．６） ２５．３ （９．６） ４０．０ （９．８） ９．７ （４．３） ６．１ （４．４） ８．２ （４．９）
列支敦士登 ３５．５ （１４．２） ３８．４ （１４．５） ４６．９ （１７．９） ３２．１ （１２．３） １６．２ （１３．２） ２７．８ （１３．９）
中国澳门 １８．１ （７．８） １４．４ （４．９） １３．４ （７．２） －１９．２ （１４．１） －１６．２ （１０．６） ３．８ （１２．２）
俄罗斯 ３１．４ （１１．２） １８．７ （１３．４） ３０．２ （１１．７） ４０．７ （４．２） ４４．２ （３．９） ４２．３ （４．３）
塞尔维亚 ４２．３ （４．５） ３５．４ （５．０） ３０．６ （４．３） １２．２ （３．５） ６．３ （３．５） １７．５ （３．７）
泰国 ３３．８ （４．７） ３０．４ （４．１） ３４．０ （４．４） ３７．６ （７．１） ２９．０ （７．０） ４０．２ （６．７）
突尼斯 ３０．５ （４．３） ３２．５ （５．０） ２１．１ （４．４） ２２．５ （６．８） １．９ （７．０） １８．４ （６．７）
乌拉圭 ３６．１ （６．１） ３９．１ （７．０） ３５．７ （５．７） ４．１ （５．７） １３．６ （６．９） １１．４ （５．３）

英国１ １８．１ （３．８） １８．２ （４．０） ２５．６ （４．１） ４１．７ （３．５） ３６．６ （３．７） ４３．５ （４．２）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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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ｄ
家庭拥有的“经典”文化物品指数和依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家庭拥有的“经典”文化资源指数 依家庭拥有的“经典”文化资源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２ （０．０１） ｍｉｎ －０．６４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０） ５０４ （２．９） ５１３ （３．４） ５２５ （３．０） ５５６ （２．６）
奥地利 －０．０５ （０．０３） ｍｉｎ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１） １．２９ （０．０１） ４７６ （４．３） ４９０ （３．４） ５１３ （３．８） ５５０ （３．８）
比利时 －０．３０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９４ （０．０１）－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１） ４９７ （４．３） ５１０ （３．９） ５４５ （３．５） ５７９ （２．８）
加拿大 ０．００ （０．０１） ｍｉｎ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 ｍａｘ ５１５ （２．３） ５３４ （２．４） ５３８ （２．７） ５５７ （２．７）
捷克 ０．２６ （０．０２）－１．００ （０．０２）－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９２ （３．９） ５１６ （４．３） ５３５ （３．８） ５４６ （３．８）
丹麦 －０．０１ （０．０３） ｍｉｎ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３５ （０．００） ｍａｘ ４７３ （３．５） ５００ （３．５） ５３３ （３．１） ５５４ （３．６）
芬兰 ０．１１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６５ （０．０１） ｍａｘ ５２０ （３．１） ５３８ （２．３） ５５６ （３．３） ５６４ （３．２）
法国 －０．０５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１） ４６９ （４．２） ５０３ （４．３） ５３１ （３．５） ５４５ （３．７）
德国 ０．００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８８ （４．６） ４９７ （４．３） ５０５ （４．９） ５５４ （３．９）
希腊 ０．２３ （０．０３）－０．９４ （０．０１）－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０６ （４．８） ４３８ （５．３） ４５９ （４．５） ４７７ （５．５）
匈牙利 ０．３１ （０．０２）－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３５ （４．１） ４９０ （４．１） ５１３ （４．２） ５２１ （４．１）
冰岛 ０．７９ （０．０１）－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９０ （０．０２） １．３５ （０．００） ｍａｘ ４９１ （３．４） ５１８ （４．６） ５２８ （３．６） ５２５ （３．８）
爱尔兰 －０．２６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０７ （０．０１） ４８５ （３．５） ４９０ （４．０） ５０６ （４．３） ５３０ （３．４）
意大利 ０．１９ （０．０２）－１．１８ （０．０１）－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３５ （４．０） ４６２ （４．６） ４７５ （３．８） ４９１ （４．４）
日本 －０．４３ （０．０２） ｍｉｎ －１．１２ （０．０１）－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０１） ５０７ （５．２） ５１７ （５．５） ５５０ （５．２） ５６３ （５．８）
韩国 ０．１６ （０．０２）－１．１４ （０．０１）－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５５ （０．０１） ｍａｘ ５０８ （４．０） ５３３ （４．３） ５５４ （４．０） ５７４ （５．３）
卢森堡 －０．０３ （０．０１） ｍｉｎ －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６８ （２．８） ４７９ （３．０） ４９２ （３．０） ５３４ （２．８）
墨西哥 －０．６８ （０．０３） ｍｉｎ －１．２８ （０．００）－０．６５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２） ３６７ （４．５） ３６９ （３．９） ３８２ （４．６） ４２４ （５．６）
荷兰 －０．３１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７８ （０．０２）－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２） ５１８ （５．１） ５３１ （４．３） ５４４ （５．７） ５７８ （４．２）
新西兰 －０．１８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１） ４９７ （３．７） ５１３ （３．８） ５２５ （４．０） ５６２ （３．１）
挪威 ０．１５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８４ （０．０２） ｍａｘ ４５６ （３．６） ４８４ （３．１） ５１４ （３．８） ５２８ （３．８）
波兰 ０．２５ （０．０２）－０．８４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５９ （４．２） ４８６ （３．６） ５０４ （３．８） ５１２ （３．９）
葡萄牙 －０．０８ （０．０３） ｍｉｎ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２４ （０．０１） ４３１ （４．３） ４５２ （４．３） ４７７ （３．７） ５０５ （４．２）
斯洛伐克 ０．３５ （０．０２）－０．９３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６８ （５．８） ４９３ （４．４） ５１２ （４．６） ５１９ （３．２）
西班牙 ０．１５ （０．０２）－１．１７ （０．０１）－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５３ （３．４） ４７９ （３．５） ４９７ （３．４） ５１３ （３．２）
瑞典 ０．１０ （０．０２）－１．２６ （０．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 ０．５９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６７ （３．７） ４９８ （３．５） ５２８ （３．２） ５４５ （３．９）
瑞士 －０．３７ （０．０３） ｍｉｎ －１．０２ （０．０１）－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９５ （０．０２） ５１８ （４．３） ５１７ （５．２） ５１８ （３．９） ５５３ （５．２）
土耳其 －０．１１ （０．０３） ｍｉｎ －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１２ （０．０１） ３９５ （５．６） ４０４ （５．３） ４３１ （７．７） ４６４ （１１．２）
美国 －０．０４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５７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５０ （４．０） ４６６ （４．２） ４９４ （４．０） ５２３ （３．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１０ （０．０１）－１．２８ （０．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１．２９ （０．０１） ４５５ （１．７） ４７４ （１．６） ５００ （１．３） ５２９ （１．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２）１．３５ （０．００） ４６９ （１．０） ４８９ （０．８） ５１０ （０．８） ５３５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３３ （０．０２）－１．２８ （０．００）－０．８３ （０．０２）－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８６ （０．０２） ３４０ （５．６） ３４６ （５．８） ３５８ （５．６） ３８３ （６．７）
中国香港 －０．４４ （０．０３） ｍｉｎ －１．０４ （０．０１）－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０２） ５２８ （６．０） ５３４ （６．６） ５６０ （５．２） ５７９ （６．７）
印度尼西亚 －０．６５ （０．０２） ｍｉｎ ｍｉｎ －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２） ３５２ （４．３） ３５５ （４．４） ３６４ （４．８） ３７０ （５．０）
拉脱维亚 ０．４０ （０．０２）－０．９１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０２） ｍａｘ ４４７ （４．６） ４８７ （５．０） ４９８ （４．６） ５０２ （４．５）
列支敦士登 －０．２７ （０．０５） ｍｉｎ －０．８５ （０．０５）－０．０４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５） ５２０ （１１．７） ５１９ （１５．１） ５２１ （１２．０） ５８３ （１２．８）
中国澳门 －０．５０ （０．０２） ｍｉｎ －１．１６ （０．０２）－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６９ （０．０３） ５１８ （７．６） ５２２ （７．６） ５２９ （６．９） ５４０ （５．９）
俄罗斯 ０．４８ （０．０２）－０．６７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８５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３６ （４．４） ４７９ （４．９） ４８０ （５．０） ４８０ （５．４）
塞尔维亚 ０．１４ （０．０３） ｍｉｎ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７３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０４ （４．３） ４２９ （４．３） ４５４ （４．５） ４６１ （４．４）
泰国 －０．２１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２ （０．０１） ４０４ （３．６） ４１０ （３．３） ４１８ （４．０） ４３５ （４．６）
突尼斯 －０．６３ （０．０２） ｍｉｎ ｍｉｎ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０２） ３４５ （３．０） ３４５ （３．１） ３５８ （３．４） ３８８ （４．９）
乌拉圭 ０．０７ （０．０２）－１．２１ （０．０１）－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０） １．３２ （０．００） ３９０ （４．９） ４１１ （４．２） ４３２ （４．５） ４５６ （４．７）

英国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ｍｉｎ －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１） ｍａｘ ４７９ （３．１） ４９２ （３．２） ５１５ （４．０） ５４５ （４．３）

国家（地区）

家庭拥有的“经典”文化物品指数每变化
一个单位导致数学成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生倾向于在数学
得分上也处于最低１／４的可能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９．６ （１．３９） １．４ （０．０７） ４．３ （０．５５）
奥地利 ２８．７ （１．８３） １．７ （０．１４） ９．３ （１．０８）
比利时 ３４．８ （１．８９） １．８ （０．０９） １０．０ （０．８６）
加拿大 １５．４ （１．２３） １．５ （０．０６） ３．０ （０．４６）
捷克 ２３．９ （１．７３） １．８ （０．１０） ５．９ （０．７８）
丹麦 ３１．６ （１．６５） ２．１ （０．１３） １１．７ （１．１０）
芬兰 １７．１ （１．４０） １．６ （０．０８） ４．３ （０．６９）
法国 ３０．７ （２．１４） ２．２ （０．１５） １０．４ （１．２７）
德国 ２４．２ （１．５４） １．４ （０．０８） ６．２ （０．７６）
希腊 ３１．７ （２．４８） ２．１ （０．１３） ９．５ （１．３２）
匈牙利 ３８．１ （２．０７） ２．５ （０．１６） １４．０ （１．３０）
冰岛 １９．８ （１．９２） １．６ （０．０９） ３．３ （０．６２）
爱尔兰 １９．４ （１．５３） １．４ （０．１０） ４．９ （０．７２）
意大利 ２１．５ （１．７５） １．８ （０．０９） ４．９ （０．７７）
日本 ２５．４ （２．９４） １．６ （０．１３） ５．３ （１．０２）
韩国 ２６．９ （２．５９） １．８ （０．１２） ７．８ （１．２６）
卢森堡 ２４．１ （１．２４） １．５ （０．１０） ７．０ （０．６９）
墨西哥 ３１．５ （２．５６） １．４ （０．１２） ９．０ （１．４５）
荷兰 ２６．９ （２．２７） １．６ （０．１２） ７．６ （１．１７）
新西兰 ２６．９ （１．５４） １．５ （０．１０） ６．８ （０．７６）
挪威 ２７．２ （１．３８） ２．１ （０．１３） ９．７ （０．９３）
波兰 ２５．３ （２．０４） １．７ （０．１３） ６．０ （０．９０）
葡萄牙 ２９．０ （１．８９） ２．０ （０．１２） １０．５ （１．２２）
斯洛伐克 ２２．５ （２．３３） １．８ （０．１０） ５．１ （０．９４）
西班牙 ２４．５ （１．５４） １．９ （０．１１） ７．１ （０．８３）
瑞典 ３０．０ （１．９６） ２．０ （０．１０） １０．０ （１．１６）
瑞士 １７．０ （２．０３） １．１ （０．０８） ２．６ （０．６０）
土耳其 ２９．６ （４．４３） １．５ （０．１１） ７．１ （１．５９）
美国 ２８．５ （１．４９） １．８ （０．１２） ９．５ （０．９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９．３ （０．７２） １．８ （０．０４） ８．１ （０．３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５．０ （０．４１） １．７ （０．０２） ６．３ （０．１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０．８ （２．４３） １．３ （０．１０） ３．５ （０．７５）
中国香港 ２４．３ （２．９５） １．５ （０．１４） ４．５ （１．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８．６ （１．９０） １．１ （０．０９） ０．７ （０．３１）
拉脱维亚 ２３．５ （１．８９） ２．１ （０．１５） ６．１ （０．９７）
列支敦士登 ２６．１ （５．５２） １．２ （０．３３） ６．６ （２．７０）
中国澳门 ９．８ （３．３４） １．２ （０．１７） ０．９ （０．６３）
俄罗斯 ２１．１ （１．７３） １．７ （０．１１） ３．７ （０．５９）
塞尔维亚 ２２．７ （１．６６） ２．０ （０．１３） ７．８ （１．０２）
泰国 １３．７ （１．８８） １．２ （０．０８） ２．４ （０．６３）
突尼斯 ２３．４ （２．５２） １．２ （０．０８） ５．１ （１．００）
乌拉圭 ２６．８ （２．２１） １．７ （０．１１） ６．４ （１．００）

英国１ ２４．６ （１．６７） １．６ （０．１０） ７．８ （０．９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如果某国有超过２５％的学生该指数值为最低的－１．２８，则用“Ｍｉｎ”表示。
如果某国有超过２５％的学生该指数值为最高的１．３５，则用“Ｍａｘ”表示。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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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ｅ
家庭结构和相应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单亲家庭的学生 其他家庭结构的学生

数学成绩差异（单

亲家庭学生相对其

他家庭的学生）

单亲家庭的学生数

学成绩更可能处于

该国（地区）数学成

绩分布最低１／４的

程度

效应值（单亲家庭

相对于其他家庭）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０．０ （０．５） ５０４ （３．０） ８０．０ （０．５） ５３０ （２．２） －２７ （２．５） １．４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０３

奥地利 １５．９ （０．６） ５０５ （４．６） ８４．１ （０．６） ５０８ （３．３） －３ （４．２） 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５

比利时 １７．０ （０．５） ４９９ （４．２） ８３．０ （０．５） ５４１ （２．５） －４２ （４．０） １．６ （０．０８） －０．３９ ０．０４

加拿大 １８．６ （０．４） ５２０ （２．７） ８１．４ （０．４） ５４０ （１．７） －２０ （２．６） １．３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３

捷克 １２．８ （０．５） ５１８ （４．３） ８７．２ （０．５） ５２３ （３．４） －５ （４．１） 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４

丹麦 ２４．３ （１．１） ４９５ （３．９） ７５．７ （１．１） ５２１ （２．９） －２６ （３．４） １．４ （０．１０） －０．２９ ０．０４

芬兰 １９．９ （０．７） ５３８ （３．３） ８０．１ （０．７） ５４６ （１．９） －９ （３．１） 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４

法国 ２０．３ （０．７） ４９８ （４．３） ７９．７ （０．７） ５１６ （２．５） －１８ （４．２） １．３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５

德国 １６．７ （０．６） ５０４ （５．７） ８３．３ （０．６） ５１４ （３．４） －１０ （４．９） 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０５

希腊 ２３．４ （１．０） ４３１ （５．８） ７６．６ （１．０） ４５０ （４．０） －１９ （５．２） １．３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６

匈牙利 １９．０ （０．７） ４７８ （３．６） ８１．０ （０．７） ４９３ （３．０） －１６ （３．７） １．２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０４

冰岛 １３．３ （０．６） ５０９ （４．４） ８６．７ （０．６） ５１７ （１．６） －８ （４．７） 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５

爱尔兰 １５．４ （０．７） ４７５ （４．２） ８４．６ （０．７） ５０８ （２．５） －３３ （４．２） １．６ （０．１１） －０．３９ ０．０５

意大利 １５．５ （０．６） ４５４ （４．５） ８４．５ （０．６） ４６９ （３．１） －１５ （３．８） １．２ （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０４

日本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韩国 ２０．３ （０．６） ５３５ （４．５） ７９．７ （０．６） ５４４ （３．２） －９ （３．４） 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４

卢森堡 １６．３ （０．５） ４７８ （３．７） ８３．７ （０．５） ４９７ （１．３） －１９ （４．４） １．３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０５

墨西哥 ３３．１ （０．８） ３８０ （５．１） ６６．９ （０．８） ３８９ （３．４） －１０ （３．５） １．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４

荷兰 １３．７ （０．９） ５１７ （５．４） ８６．３ （０．９） ５４８ （２．９） －３１ （５．３） １．５ （０．１４） －０．３６ ０．０６

新西兰 １８．９ （０．７） ５０７ （４．１） ８１．１ （０．７） ５２９ （２．４） －２２ （４．４） １．３ （０．１０） －０．２２ ０．０５

挪威 ２７．１ （０．７） ４８０ （３．２） ７２．９ （０．７） ５０２ （２．７） －２２ （３．５） １．３ （０．０８） －０．２５ ０．０４

波兰 １１．４ （０．５） ４７９ （５．２） ８８．６ （０．５） ４９２ （２．５） －１３ （４．９） 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０５

葡萄牙 １６．５ （０．６） ４５８ （５．１） ８３．５ （０．６） ４６８ （３．４） －１０ （４．１） 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５

斯洛伐克 １１．５ （０．５） ４９６ （５．３） ８８．５ （０．５） ５００ （３．４） －４ （４．４） １．０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５

西班牙 １４．０ （０．５） ４７５ （４．４） ８６．０ （０．５） ４８７ （２．５） －１２ （４．３） 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０５

瑞典 ２４．０ （０．７） ４８８ （３．４） ７６．０ （０．７） ５１７ （２．６） －２９ （３．２） １．５ （０．０８） －０．３１ ０．０３

瑞士 ２０．８ （０．７） ５１４ （４．４） ７９．２ （０．７） ５３０ （３．５） －１６ （３．８） １．３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０４

土耳其 ３２．７ （１．３） ４２１ （７．２） ６７．３ （１．３） ４２６ （７．０） －５ （４．４） 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０４

美国 ２９．４ （０．９） ４５４ （３．９） ７０．６ （０．９） ４９７ （２．９） －４３ （３．５） １．８ （０．１１） －０．４６ ０．０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３．４ （０．３） ４５９ （１．８） ７６．６ （０．３） ４９３ （１．１） －３４ （１．５） １．４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９．４ （０．１） ４８１ （１．０） ８０．６ （０．１） ５０５ （０．６） －２４ （０．９） 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６．２ （０．９） ３５４ （６．８） ７３．８ （０．９） ３５８ （４．８） －４ （５．４） 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５

中国香港 １９．７ （０．７） ５３５ （５．９） ８０．３ （０．７） ５５５ （４．４） －２０ （４．１） １．３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０４

印度尼西亚 ９．９ （０．５） ３４０ （５．９） ９０．１ （０．５） ３６３ （３．９） －２３ （５．０） １．４ （０．１３） －０．２８ ０．０６

拉脱维亚 ２５．４ （０．９） ４８０ （４．７） ７４．６ （０．９） ４８５ （３．９） －６ （４．２） 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１７．８ （２．１） ５２１ （１３．３） ８２．２ （２．１） ５３９ （５．２） －１８ （１５．７） １．２ （０．３７） －０．１８ ０．１６

中国澳门 ２１．１ （１．３） ５２１ （６．９） ７８．９ （１．３） ５２９ （３．４） －８ （８．０） １．２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０９

俄罗斯 ２０．７ （０．６） ４６６ （４．４） ７９．３ （０．６） ４７１ （４．０） －５ （３．２） 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１４．９ （０．７） ４３２ （５．０） ８５．１ （０．７） ４３８ （３．９） －６ （４．４） 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０５

泰国 ２１．７ （０．８） ４０７ （４．２） ７８．３ （０．８） ４２１ （３．０） －１３ （３．５） 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０４

突尼斯 ７．３ （０．４） ３５１ （５．２） ９２．７ （０．４） ３６２ （２．７） －１０ （５．２） １．１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０７

乌拉圭 ２３．１ （０．６） ４１６ （４．１） ７６．９ （０．６） ４２４ （３．５） －９ （３．９） １．１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４

英国１ ２２．２ （０．６） ４９０ （３．４） ７７．８ （０．６） ５１３ （２．８） －２４ （３．４） １．４ （０．１０） －０．２６ ０．０４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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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ｆ
学生和父母的国籍与相应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本国人（出生在测试所在国家（地区），

并且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也出生在该国（地区））

第一代（出生在测试所在国家（地区），

但其父母均出生在其他国家（地区））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７７．３ （１．１） ５２７ （２．１） ５２９ （２．２） ５２９ （２．１） １１．７ （０．６） ５２２ （４．７） ５２５ （４．６） ５２０ （４．７）
奥地利 ８６．７ （１．０） ５１５ （３．３） ５０１ （３．８） ５０２ （３．４） ４．１ （０．５） ４５９ （８．８） ４２８ （１３．５） ４３４ （９．６）
比利时 ８８．２ （０．９） ５４５ （２．５） ５２３ （２．７） ５２４ （２．６） ６．３ （０．６） ４５４ （７．５） ４３９ （７．５） ４３５ （７．７）
加拿大 ７９．９ （１．１） ５３７ （１．６） ５３４ （１．６） ５２７ （１．９） ９．２ （０．５） ５４３ （４．３） ５４３ （４．２） ５１９ （５．０）
捷克 ９８．７ （０．２） ５２３ （３．２） ４９７ （２．７） ５２９ （３．１）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９３．５ （０．８） ５２０ （２．５） ４９７ （２．７） ４８１ （２．８） ３．５ （０．６） ４４９ （１１．２） ４４０ （１３．８） ３９６ （１３．７）
芬兰 ９８．１ （０．２） ５４６ （１．９） ５４６ （１．６） ５５０ （１．９） ０．０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法国 ８５．７ （１．３） ５２０ （２．４） ５０５ （２．６） ５２１ （３．０） １０．８ （１．１） ４７２ （６．１） ４５８ （６．９） ４６５ （７．０）
德国 ８４．６ （１．１） ５２５ （３．５） ５１７ （３．５） ５２９ （３．７） ６．９ （０．８） ４３２ （９．１） ４２０ （９．９） ４１２ （９．６）
希腊 ９２．６ （０．６） ４４９ （３．９） ４７７ （４．０） ４８５ （３．８）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匈牙利 ９７．７ （０．２） ４９１ （３．０） ４８２ （２．６） ５０５ （２．９） ０．１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９９．０ （０．２） ５１７ （１．４） ４９４ （１．６） ４９７ （１．５）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９６．５ （０．３） ５０３ （２．４） ５１６ （２．６） ５０６ （２．７） １．０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意大利 ９７．９ （０．３） ４６８ （３．０） ４７８ （３．０） ４８９ （３．１） ０．４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９９．９ （０．０） ５３５ （４．０） ４９９ （３．９） ５４８ （４．２） ０．０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５４３ （３．２） ５３５ （３．１） ５３９ （３．５） ０．０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卢森堡 ６６．７ （０．６） ５０７ （１．３） ５００ （１．８） ５００ （１．７） １５．８ （０．６） ４７６ （３．３） ４５４ （４．０） ４６４ （３．９）
墨西哥 ９７．７ （０．３） ３９２ （３．６） ４０７ （４．０） ４１０ （３．４）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荷兰 ８９．０ （１．４） ５５１ （３．０） ５２４ （２．９） ５３８ （３．２） ７．１ （１．１） ４９２ （１０．３） ４７５ （８．２） ４６５ （１０．３）
新西兰 ８０．２ （１．１） ５２８ （２．６） ５２８ （２．９） ５２８ （２．７） ６．６ （０．７） ４９６ （８．４） ５０６ （８．３） ４８５ （８．８）
挪威 ９４．４ （０．７） ４９９ （２．３） ５０５ （２．７） ４９０ （２．７） ２．３ （０．４）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９１ （２．５） ４９７ （２．８） ４９９ （２．９） ０．０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９５．０ （１．４） ４７０ （２．９） ４８１ （３．４） ４７１ （３．２） ２．３ （０．４） ４４０ （１４．７） ４７１ （１７．８） ４５７ （１７．４）
斯洛伐克 ９９．１ （０．２） ４９９ （３．２） ４７０ （３．０） ４９６ （３．６） ０．６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西班牙 ９６．６ （０．４） ４８７ （２．４） ４８３ （２．５） ４９０ （２．６） ０．６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瑞典 ８８．５ （０．９） ５１７ （２．２） ５２２ （２．２） ５１６ （２．６） ５．７ （０．５） ４８３ （９．８） ５０２ （８．７） ４６６ （９．７）
瑞士 ８０．０ （０．９） ５４３ （３．３） ５１５ （３．２） ５３１ （３．５） ８．９ （０．５） ４８４ （５．０） ４６２ （５．２） ４６２ （６．０）
土耳其 ９９．０ （０．２） ４２５ （６．７） ４４２ （５．７） ４３４ （５．９） ０．５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美国 ８５．６ （１．０） ４９０ （２．８） ５０３ （３．１） ４９９ （２．９） ８．３ （０．７） ４６８ （７．６） ４８１ （８．７） ４６６ （８．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９１．５ （０．３） ４９４ （１．１） ４９３ （１．２） ５０２ （１．１） ４．６ （０．２） ４７３ （４．０） ４７６ （４．５） ４６７ （４．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９１．４ （０．２） ５０５ （０．６） ４９９ （０．６） ５０５ （０．６） ４．０ （０．１） ４８１ （２．１） ４７５ （２．１） ４６９ （２．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９．２ （０．２） ３５９ （４．７） ４０６ （４．５） ３９２ （４．２） ０．６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香港 ５６．７ （１．４） ５５７ （４．５） ５１３ （３．７） ５４５ （４．３） ２２．９ （０．９） ５７０ （４．６） ５２２ （３．８） ５５７ （４．３）
印度尼西亚 ９９．７ （０．１） ３６３ （４．０） ３８４ （３．３） ３９６ （３．３）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拉脱维亚 ９０．６ （０．９） ４８４ （３．８） ４９２ （３．８） ４９０ （４．０） ８．３ （０．８） ４７９ （６．６） ４７７ （７．０） ４８６ （７．５）
列支敦士登 ８２．９ （２．０） ５４５ （５．０） ５３４ （４．２） ５３５ （５．７） ７．６ （１．３） ５０８ （１８．１） ５０３ （１６．０） ４９５ （１７．０）
中国澳门 ２３．９ （１．４） ５２８ （５．９） ４９９ （５．１） ５２６ （６．９） ５７．９ （１．５） ５３２ （４．１） ４９７ （２．９） ５２４ （４．３）
俄罗斯 ８６．５ （０．７） ４７２ （４．４） ４４６ （４．０） ４９３ （４．２） ６．４ （０．５） ４５７ （７．２） ４２６ （６．９） ４６３ （７．６）
塞尔维亚 ９１．１ （０．６） ４３９ （３．８） ４１３ （３．６） ４３８ （３．６） ３．２ （０．３） ４３３ （８．０） ４１０ （８．９） ４１５ （９．５）
泰国 ９９．９ （０．１） ４１９ （３．０） ４２１ （２．８） ４３０ （２．７） ０．１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突尼斯 ９９．７ （０．１） ３６０ （２．５） ３７６ （２．８） ３８５ （２．６）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乌拉圭 ９９．２ （０．２） ４２３ （３．２） ４３５ （３．４） ４３９ （２．９） ０．４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英国１ ９２．０ （０．８） ５１０ （２．５） ５０８ （２．５） ５２１ （２．７） ５．３ （０．６） ５０３ （７．１） ５０９ （８．５） ５１０ （８．７）

国家（地区）

非本国学生（出生在测试所在国家（地区）以外，并且其父母均出生在其他国家（地区））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非本国学生更可能处于该国（地区）数学

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比率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１．０ （０．７） ５２５ （４．９） ５１７ （５．０） ５１５ （５．５） １．１ （０．０９）
奥地利 ９．２ （０．７） ４５２ （６．０） ４２５ （８．０） ４２２ （６．４） ２．１ （０．１８）
比利时 ５．５ （０．６） ４３７ （１０．８） ４０７ （１１．９） ４１６ （１０．５） ２．６ （０．２０）
加拿大 １０．９ （０．８） ５３０ （４．７） ５１５ （４．７） ５０１ （５．１） １．２ （０．０９）
捷克 ０．８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３ （０．３９）
丹麦 ３．０ （０．４） ４５５ （１０．１） ４５４ （９．５） ４２２ （１１．０） ２．１ （０．３１）
芬兰 １．８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２．５ （０．２８）
法国 ３．５ （０．５） ４４８ （１５．０） ４２６ （１５．３） ４３３ （１７．１） ２．３ （０．２９）
德国 ８．５ （０．７） ４５４ （７．５） ４３１ （８．９） ４４４ （８．８） ２．３ （０．２５）
希腊 ６．９ （０．７） ４０２ （６．３） ４２９ （７．６） ４３３ （６．８） １．７ （０．１６）
匈牙利 ２．２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１ （０．２０）
冰岛 ０．８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４ （０．３８）
爱尔兰 ２．５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０ （０．２１）
意大利 １．７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５ （０．３０）
日本 ０．１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２．９ （０．９７）
韩国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卢森堡 １７．４ （０．５） ４６２ （３．７） ４３１ （４．４） ４４１ （４．４） １．８ （０．１２）
墨西哥 １．８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３．１ （０．３４）
荷兰 ３．９ （０．４） ４７２ （８．４） ４６３ （８．１） ４５７ （１０．６） ２．６ （０．２９）
新西兰 １３．３ （０．７） ５２３ （４．９） ５０３ （５．３） ５１１ （５．３） １．０ （０．１０）
挪威 ３．４ （０．４） ４３８ （９．３） ４３６ （１１．５） ３９９ （１１．９） ２．１ （０．２２）
波兰 ０．０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 ．
葡萄牙 ２．７ （１．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２．８ （０．４７）
斯洛伐克 ０．３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４ （０．６５）
西班牙 ２．８ （０．４）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２．０ （０．２８）
瑞典 ５．９ （０．７） ４２５ （９．６） ４３３ （１１．３） ４０９ （１０．９） ２．５ （０．２０）
瑞士 １１．１ （０．６） ４５３ （６．１） ４２２ （６．３） ４２９ （６．８） ２．６ （０．１７）
土耳其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７ （０．５１）
美国 ６．１ （０．４） ４５３ （７．５） ４５３ （８．３） ４６２ （８．３） １．６ （０．１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９ （０．１） ４５６ （３．６） ４４８ （３．８） ４５４ （３．８） １．６ （０．０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６ （０．１） ４６６ （２．０） ４５２ （１．９） ４５３ （１．９） １．６ （０．０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 ．
中国香港 ２０．４ （１．３） ５１６ （５．３） ４９４ （４．８） ５１１ （５．４） １．７ （０．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１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３．４ （１．１０）
拉脱维亚 １．１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０．８ （０．２９）
列支敦士登 ９．４ （１．６） ４８２ （２０．９） ４６７ （２２．５） ４６９ （２５．２） ２．２ （０．４２）
中国澳门 １８．２ （１．４） ５１７ （９．２） ４９９ （７．１） ５２９ （８．２） １．３ （０．２２）
俄罗斯 ７．０ （０．５） ４５２ （５．９） ４１３ （７．５） ４７８ （６．９） １．２ （０．１３）
塞尔维亚 ５．６ （０．５） ４５１ （６．５） ４２９ （６．５） ４４５ （６．２） ０．９ （０．１５）
泰国 ０．０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突尼斯 ０．１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乌拉圭 ０．４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０．９ （０．５１）

英国１ ２．７ （０．４）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１．５ （０．２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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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ｆ（续）
学生和父母的国籍与相应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本国学生和第一代学生的

数学成绩差异

本国和非本国学生的

数学成绩差异

本国学生和有移民背景学生

（第一代或者非本国）的数学成绩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本国学生和有移民背景学

生（第一代或者非本国）的

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

（ＥＳＣＳ）的差异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 （４．７） ２ （４．９） ３ （４．１） ６ （６．８） ０．１０ （０．０３）
奥地利 ５６ （９．３） ６３ （６．０） ６１ （５．７） ８０ （９．２） ０．５９ （０．０５）
比利时 ９２ （７．６）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００ （７．０） １１４ （９．１） ０．７４ （０．０６）
加拿大 －６ （４．４） ７ （４．８） １ （３．９） １０ （３．４） －０．０４ （０．０４）
捷克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７０ （１１．１） ６５ （９．８） ６８ （８．０） ７３ （８．５） ０．６５ （０．０９）
芬兰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法国 ４８ （６．６） ７２ （１５．０） ５４ （７．０） ４５ （７．１） ０．７９ （０．０６）
德国 ９３ （９．６） ７１ （７．９） ８１ （６．９） ８２ （７．７） １．０５ （０．０６）
希腊 ｃ ｃ ４７ （６．７） ４３ （６．２） ８８ （１７．１） ０．４５ （０．０６）
匈牙利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ｃ ｃ ｃ ｃ ４ （１０．３） ｃ ｃ －０．３６ （０．１０）
意大利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ｃ ｃ ａ ａ ｃ ｃ ａ ａ ｃ ｃ
卢森堡 ３１ （３．７） ４５ （４．１） ３８ （２．８） ６９ （４．５） ０．７３ （０．０４）
墨西哥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荷兰 ５９ （１１．１） ７９ （８．８） ６６ （９．０） ９０ （１４．９） ０．６９ （０．０８）
新西兰 ３２ （９．１） ５ （５．６） １４ （６．０） １６ （８．１） ０．０７ （０．０５）
挪威 ３９ （１１．３） ６１ （９．４） ５２ （７．６） ５４ （９．３） ０．４２ （０．０８）
波兰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３０ （１４．２） ｃ ｃ ６１ （１９．１） ｃ ｃ －０．０３ （０．１０）
斯洛伐克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西班牙 ｃ ｃ ｃ ｃ ４５ （１０．５） ｃ ｃ ０．３０ （０．１０）
瑞典 ３４ （９．１） ９２ （９．７） ６４ （８．３） ６３ （７．８） ０．５５ （０．０７）
瑞士 ５９ （４．９） ８９ （６．０） ７６ （４．５） ８５ （５．８） ０．６３ （０．０３）
土耳其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美国 ２２ （７．２） ３６ （７．５） ２８ （６．３） ４０ （１１．４） ０．５５ （０．０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２ （４．０） ３８ （３．７） ２９ （３．３） ３６ （６．１） ０．２７ （０．０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４ （２．０） ３８ （２．０） ３２ （１．６） ３９ （２．４） ０．２８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香港 －１３ （４．３） ４１ （４．５） １２ （３．６） １８ （４．６） ０．４２ （０．０３）
印度尼西亚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拉脱维亚 ５ （６．２） ｃ ｃ ３ （５．７） ５ （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３７ （１８．９） ６２ （２２．７） ５１ （１５．９） ６０ （２０．６） ０．５６ （０．１５）
中国澳门 －４ （７．９） １１ （１０．４） －１ （７．３） ｍ ｍ ０．３０ （０．０７）
俄罗斯 １４ （７．２） ２０ （５．４） １７ （４．８） １４ （１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４）
塞尔维亚 ６ （７．６） －１２ （６．３） －６ （５．５） ｍ ｍ ０．１０ （０．０５）
泰国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突尼斯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乌拉圭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英国１ ７ （６．３） ｃ ｃ １６ （６．７） ３５ （１０．５） ０．２１ （０．０７）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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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ｇ
学生的家庭语言与相应的学生百分比及其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家中绝大多数时间所讲语言不同于测试语言、其他官方语言或民族方言 家中绝大多数时间所讲语言与测试语言、其他官方语言或民族方言相同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学生

百分比
标准误

成绩

数学 阅读 科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９ （０．７） ５１６ （５．８） ５１０ （５．１） ５０５ （６．１） ９１．１ （０．７） ５２７ （２．０） ５２９ （２．１） ５２９ （２．０）
奥地利 ９．０ （０．７） ４５６ （７．２） ４２２ （１０．４） ４２７ （７．４） ９１．０ （０．７） ５１３ （３．３） ５００ （３．８） ５０１ （３．４）
比利时 ４．８ （０．４） ４４９ （８．４） ４２９ （１０．２） ４２８ （９．５） ９５．２ （０．４） ５４４ （２．５） ５２２ （２．８） ５２３ （２．７）
加拿大 １１．２ （０．７） ５２５ （４．４） ５１０ （４．６） ４９２ （５．０） ８８．８ （０．７） ５３８ （１．６） ５３５ （１．６） ５２８ （１．９）
捷克 ０．９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１ （０．２） ５２３ （３．２） ４９６ （２．８） ５２９ （３．１）
丹麦 ３．９ （０．５） ４７４ （１０．１） ４７０ （１１．３） ４４３ （１３．８） ９６．１ （０．５） ５１７ （２．７） ４９５ （２．８） ４７９ （２．９）
芬兰 １．８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２ （０．２） ５４６ （１．９） ５４６ （１．７） ５５１ （１．９）
法国 ６．１ （０．７） ４５２ （９．２） ４２７ （１０．６） ４４０ （１１．４） ９３．９ （０．７） ５１８ （２．４） ５０４ （２．６） ５１８ （３．０）
德国 ７．７ （０．６） ４３４ （６．８） ４０７ （８．０） ４１７ （７．４） ９２．３ （０．６） ５２３ （３．３） ５１５ （３．３） ５２５ （３．５）
希腊 ３．２ （０．４） ３９９ （９．４） ４０６ （１１．７） ４２６ （１０．６） ９６．８ （０．４） ４４７ （３．９） ４７５ （４．０） ４８４ （３．７）
匈牙利 ０．６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４ （０．１） ４９１ （２．９） ４８３ （２．６） ５０４ （２．９）
冰岛 １．６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４ （０．２） ５１７ （１．５） ４９４ （１．６） ４９５ （１．５）
爱尔兰 ０．８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２ （０．２） ５０３ （２．４） ５１６ （２．６） ５０６ （２．７）
意大利 １．６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４ （０．２） ４６９ （３．０） ４８０ （２．９） ４９１ （３．１）
日本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８ （０．１） ５３８ （４．１） ５０２ （３．９） ５５１ （４．２）
韩国 ０．１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９ （０．０） ５４３ （３．３） ５３５ （３．１） ５３９ （３．６）
卢森堡 ２５．０ （０．６） ４６４ （２．８） ４３３ （３．３） ４４６ （３．２） ７５．０ （０．６） ５０６ （１．４） ４９８ （１．６） ４９９ （１．７）
墨西哥 １．１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９ （０．３） ３８７ （３．６） ４０２ （４．０） ４０６ （３．４）
荷兰 ４．６ （０．６） ４６８ （９．７） ４５８ （８．６） ４５１ （９．７） ９５．４ （０．６） ５４９ （２．９） ５２３ （２．８） ５３５ （３．２）
新西兰 ９．０ （０．７） ５１０ （６．８） ４７４ （６．３） ４８１ （６．７） ９１．０ （０．７） ５２６ （２．４） ５２８ （２．７） ５２６ （２．５）
挪威 ４．５ （０．５） ４５５ （８．４） ４４５ （９．６） ４１５ （１０．１） ９５．５ （０．５） ４９９ （２．３） ５０５ （２．６） ４９０ （２．８）
波兰 ０．２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８ （０．１） ４９１ （２．５） ４９７ （２．８） ４９８ （２．９）
葡萄牙 １．４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６ （０．２） ４６８ （３．４） ４８０ （３．７） ４７０ （３．５）
斯洛伐克 １．４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６ （０．３） ５００ （３．２） ４７１ （３．０） ４９８ （３．３）
西班牙 １．７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３ （０．３） ４８５ （２．４） ４８１ （２．６） ４８７ （２．６）
瑞典 ６．９ （０．７） ４５２ （９．８） ４６２ （１０．９） ４３６ （１０．７） ９３．１ （０．７） ５１７ （２．２） ５２２ （２．１） ５１５ （２．５）
瑞士 ９．５ （０．７） ４６０ （７．１） ４２８ （６．７） ４３７ （７．３） ９０．５ （０．７） ５３９ （３．８） ５１２ （３．７） ５２７ （４．１）
土耳其 １．２ （０．６）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８ （０．６） ４２５ （６．７） ４４２ （５．７） ４３５ （５．８）
美国 ９．０ （０．７） ４４４ （６．３） ４４７ （６．９） ４４６ （６．９） ９１．０ （０．７） ４９０ （２．９） ５０３ （３．１） ４９９ （２．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５ （０．２） ４５０ （３．７） ４５２ （４．２） ４４９ （４．３） ９０．７ （０．３） ４９４ （１．１） ４９２ （１．１） ４９９ （１．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５ （０．１） ４６６ （１．９） ４６８ （２．０） ４５１ （２．１） ９１．２ （０．１） ５０４ （０．６） ５０３ （０．６） ５０４ （０．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５ （０．１） ３５７ （４．８） ４０３ （４．６） ３９０ （４．４）
中国香港 ４．５ （０．４） ４８８ （９．６） ４５３ （９．６） ４８４ （９．６） ９５．５ （０．４） ５５５ （４．４） ５１４ （３．５） ５４４ （４．１）
印度尼西亚 ２．１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７．９ （０．３） ３６２ （４．０） ３８３ （３．４） ３９５ （３．３）
拉脱维亚 ８．３ （１．１） ４６３ （７．８） ４６５ （８．５） ４６８ （８．２） ９１．７ （１．１） ４８７ （３．７） ４９４ （３．７） ４９３ （３．９）
列支敦士登 １８．４ （２．２） ５０８ （１２．０） ５０６ （１０．６） ４９０ （１１．７） ８１．６ （２．２） ５５０ （５．０） ５３８ （４．８） ５４２ （５．８）
中国澳门 ４．６ （０．７） ４８２ （１３．８） ４６４ （１０．４） ４７３ （１４．５） ９５．４ （０．７） ５３０ （３．１） ５００ （２．３） ５２８ （３．２）
俄罗斯 ５．４ （１．３） ４２５ （１２．７） ３９３ （１１．２） ４３３ （１１．０） ９４．６ （１．３） ４７１ （４．０） ４４５ （３．６） ４９３ （３．８）
塞尔维亚 １．５ （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５ （０．２） ４３８ （３．８） ４１３ （３．６） ４３８ （３．５）
泰国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１８ （３．０） ４２０ （２．８） ４３０ （２．７）
突尼斯 ０．４ （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９．６ （０．１） ３５８ （２．６） ３７４ （２．９） ３８４ （２．６）
乌拉圭 １．９ （０．４）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９８．１ （０．４） ４２５ （３．３） ４３６ （３．５） ４４１ （２．９）

英国１ ３．８ （０．６） ４７７ （１２．１） ４７１ （１２．３） ４７６ （１２．９） ９６．２ （０．６） ５１０ （２．６） ５１０ （２．６） ５２１ （２．７）

国家（地区）

家庭语言和测试语言相同的学生相对于两种语言

不同的学生的数学成绩差异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家庭语言不同于测试语言的学生数

学成绩更可能处于该国（地区）成绩

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效应值（家庭语言与测评

语言相同对于不同）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２ （５．６） １５ （６．８） 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０６）
奥地利 ５７ （７．２） ８０ （９．６） ２．０ （０．１９） ０．６３ （０．０８）
比利时 ９５ （８．３） １１１ （１１．３） ２．８ （０．２１） ０．９０ （０．０９）
加拿大 １３ （４．３） １４ （４．２） 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５）
捷克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４３ （１０．１） ７４ （８．７） １．７ （０．２３） ０．４８ （０．１１）
芬兰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法国 ６６ （９．５） ５８ （８．８） ２．３ （０．２１） ０．７１ （０．１１）
德国 ９０ （６．６） １１０ （１２．４） ３．１ （０．２３） ０．９５ （０．０８）
希腊 ４８ （９．４） ｃ ｃ １．７ （０．１９） ０．５２ （０．１０）
匈牙利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意大利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ｃ ｃ ａ ａ ｃ ｃ ｃ ｃ
卢森堡 ４２ （３．４） ７３ （６．０） ２．０ （０．１２） ０．４６ （０．０４）
墨西哥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荷兰 ８１ （９．９） ８４ （１５．９） ２．７ （０．３５） ０．９５ （０．１３）
新西兰 １６ （７．２） ３４ （９．９） 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０７）
挪威 ４５ （８．５） ４７ （１１．１） １．８ （０．２１） ０．４８ （０．０９）
波兰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ｃ ｃ ３１ （２１．６） ｃ ｃ ｃ ｃ
斯洛伐克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ｃ ｃ
西班牙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瑞典 ６５ （９．３） ６９ （１１．２） ２．１ （０．２１） ０．６６ （０．１０）
瑞士 ７９ （６．７） ８９ （６．７） ２．５ （０．１８） ０．８０ （０．０８）
土耳其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ｃ ｃ
美国 ４６ （６．５） ７３ （１０．０） １．９ （０．１８） ０．４９ （０．０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３ （３．８） ５７ （８．０） １．６ （０．０９） ０．４２ （０．０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８ （１．９） ４９ （３．０） １．６ （０．０４） ０．３８ （０．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香港 ６７ （９．０） ６８ （１１．０） ２．１ （０．２０） ０．６４ （０．０８）
印度尼西亚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拉脱维亚 ２４ （７．１） ｃ ｃ １．４ （０．１７） ０．２７ （０．０８）
列支敦士登 ４３ （１３．２） ３０ （２１．６） １．７ （０．３９） ０．４５ （０．１３）
中国澳门 ４８ （１４．７） ｍ ｍ １．６ （０．４２） ０．５９ （０．１８）
俄罗斯 ４６ （１２．２） １５ （１６．０） １．７ （０．２６） ０．５０ （０．１３）
塞尔维亚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ｃ ｃ
泰国 ａ ａ ｃ ｃ ａ ａ ａ ａ
突尼斯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ｃ ｃ
乌拉圭 ｃ ｃ ｍ ｍ ｃ ｃ ｃ ｃ

英国１ ３３ （１１．９） ５７ （１４．１） １．６ （０．２２） ０．３５ （０．１２）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或者效应值大于等于０．２（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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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ｈ
学生出生地和家庭语言与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关系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数学成绩的差异

不考虑学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ＥＳＣＳ） 考虑学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ＥＳＣＳ）

本国学生相对有移民背

景的学生（第一代或者非

本国学生）

本国学生相对有移民背

景且家庭语言不同于教

学语言的学生

本国学生相对有移民背

景的学生（第一代或者非

本国学生）

本国学生相对有移民背

景且家庭语言不同于教

学语言的学生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 （４．１） ８ （６．４） －１ （３．６） －４ （６．０）

奥地利 ６１ （５．７） ６０ （７．４） ３６ （５．３） ２８ （６．７）

比利时 １００ （７．０） １０４ （８．８） ６０ （５．９） ５１ （８．１）

加拿大 １ （３．９） ４ （４．６） １ （３．４） ３ （４．４）

捷克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６８ （８．０） ｃ ｃ ３９ （７．５） ｃ ｃ

芬兰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法国 ５４ （７．０） ６９ （９．８） ２１ （６．０） ２１ （８．２）

德国 ８１ （６．９） ９４ （７．５） ３５ （６．５） ３７ （７．７）

希腊 ４３ （６．２） ｃ ｃ ２７ （６．０） ｃ ｃ

匈牙利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４ （１０．３） ｃ ｃ １８ （９．３） ｃ ｃ

意大利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卢森堡 ３８ （２．８） ４２ （３．４） １３ （２．９） ９ （３．８）

墨西哥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荷兰 ６６ （９．０） ８５ （９．３） ３７ （７．１） ４７ （９．１）

新西兰 １４ （６．０） １４ （７．５） １１ （４．７） ６ （６．２）

挪威 ５２ （７．６） ４６ （９．２） ３４ （６．７） ２１ （８．３）

波兰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６１ （１９．１） ｃ ｃ ６２ （１７．５） ｃ ｃ

斯洛伐克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西班牙 ４５ （１０．５） ｃ ｃ ３６ （９．１） ｃ ｃ

瑞典 ６４ （８．３） ７１ （９．５） ４１ （７．１） ４７ （８．３）

瑞士 ７６ （４．５） ８４ （７．１） ４９ （４．３） ４７ （６．７）

土耳其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美国 ２８ （６．３） ４２ （７．１） ４ （４．８） ６ （６．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９ （３．３） ３８ （４．２） １６ （２．６） １７ （３．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１ （１．６） ３５ （２．１） １８ （１．３） １５ （１．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香港 １２ （３．６） ｃ ｃ －１ （３．７） ｃ ｃ

印度尼西亚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拉脱维亚 ３ （５．７） ｃ ｃ ９ （５．２） ｃ ｃ

列支敦士登 ５１ （１５．９） ５９ （２６．４） ２２ （１５．８） １７ （２６．２）

中国澳门 －１ （７．４） ４３ （１７．７） －５ （７．４） ３５ （１８．３）

俄罗斯 １７ （４．８） ｃ ｃ １６ （４．５） ｃ ｃ

塞尔维亚 －６ （５．５） ｃ ｃ －９ （５．３） ｃ ｃ

泰国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突尼斯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乌拉圭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英国１ １６ （６．７） ｃ ｃ ５ （５．５） ｃ ｃ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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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ａ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学生数学成绩与犘犐犛犃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犈犛犆犛）指数的关系

国家（地区）

（１）

未调整的平均分

（２）

假定所有ＯＥＣＤ成

员ＥＳＣＳ均值相等

时的平均分

（３）

学生成绩与ＥＳＣＳ
之间的紧密程度

（４）

社会经济

梯级１斜率

（５）

社会经济梯度线的投影长度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对学生成

绩变异的

解释百分

比

标准误

ＥＳＣＳ 每

变化一个

单位时分

数的差异

标准误

（５ａ）

ＥＳＣＳ第５个

百分位数

（５ｂ）

ＥＳＣＳ第９５个

百分位数

（５ｃ）

ＥＳＣＳ第９５和第５个

百分位数之间的差异

Ｉｎｄｅｘ 标准误 Ｉｎｄｅｘ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４ （２．１） ５１６ （２．０） １３．７ （１．１７） ４２ （２．２） －１．１１ （０．０４） １．６０ （０．００） ２．７１ （０．０４）
奥地利 ５０６ （３．３） ５０５ （２．５） １６．０ （１．５４） ４３ （２．３） －１．２１ （０．０６） １．５３ （０．０１） ２．７４ （０．０６）
比利时 ５２９ （２．３） ５２６ （１．８） ２４．１ （１．２９） ５５ （１．７） －１．４４ （０．０５） １．６４ （０．０４） ３．０９ （０．０５）
加拿大 ５３２ （１．８） ５２１ （１．４） １０．５ （０．８４） ３４ （１．４） －０．９０ （０．０１） １．８５ （０．０２） ２．７５ （０．０２）
捷克 ５１６ （３．５） ５１４ （２．６） １９．５ （１．４７） ５１ （２．１） －１．０３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０３） ２．５６ （０．０３）
丹麦 ５１４ （２．７） ５０６ （２．０） １７．６ （１．３９） ４４ （２．０） －１．１４ （０．０５） １．５８ （０．０４） ２．７２ （０．０７）
芬兰 ５４４ （１．９） ５３６ （１．７） １０．９ （１．０３） ３３ （１．６） －１．１１ （０．０４） １．６３ （０．０３） ２．７５ （０．０５）
法国 ５１１ （２．５） ５１６ （１．９） １９．６ （１．８１） ４３ （２．２） －１．６０ （０．０９） １．４３ （０．０７） ３．０３ （０．１１）
德国 ５０３ （３．３） ５０５ （２．７） ２２．８ （１．４７） ４７ （１．７） －１．５９ （０．０５） １．８５ （０．０３） ３．４４ （０．０６）
希腊 ４４５ （３．９） ４５１ （２．７） １５．９ （１．９４） ３７ （２．２） －１．７６ （０．０４） １．５５ （０．０５） ３．３１ （０．０６）
匈牙利 ４９０ （２．８） ４９４ （２．２） ２７．０ （１．８６） ５５ （２．３） －１．４４ （０．０４） １．４７ （０．０３） ２．９１ （０．０５）
冰岛 ５１５ （１．４） ４９６ （１．８） ６．５ （０．８６） ２８ （１．７） －０．６９ （０．０３） １．９０ （０．０３） ２．５９ （０．０４）
爱尔兰 ５０３ （２．４） ５０６ （１．８） １６．３ （１．５７） ３９ （２．０） －１．５４ （０．０２） １．４０ （０．０４） ２．９３ （０．０４）
意大利 ４６６ （３．１） ４７０ （２．９） １３．６ （１．３７） ３４ （２．０） －１．６９ （０．０４） １．６８ （０．０８） ３．３７ （０．０９）
日本 ５３４ （４．０） ５３８ （３．６） １１．６ （１．７２） ４６ （４．１） －１．２１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６） ２．３８ （０．０５）
韩国 ５４２ （３．２） ５４７ （３．０） １４．２ （１．９３） ４１ （３．１） －１．５７ （０．０３） １．２７ （０．０６） ２．８４ （０．０６）
卢森堡 ４９３ （１．０） ４８７ （１．１） １７．１ （１．０２） ３５ （１．２） －１．７９ （０．０２） １．８５ （０．０１） ３．６４ （０．０２）
墨西哥 ３８５ （３．６） ４１９ （３．５） １７．１ （２．０９） ２９ （１．９） －３．０５ （０．０２） ０．９２ （０．０５） ３．９７ （０．０５）
荷兰 ５３８ （３．１） ５３９ （２．５） １８．６ （１．７０） ４５ （２．４） －１．２６ （０．０７） １．５２ （０．０６） ２．７８ （０．０９）
新西兰 ５２３ （２．３） ５１６ （２．０） １６．８ （１．２１） ４４ （１．６） －１．３４ （０．０６） １．６４ （０．０１） ２．９８ （０．０６）
挪威 ４９５ （２．４） ４６９ （２．４） １４．１ （１．１８） ４４ （１．７） －０．６４ （０．０４） １．８７ （０．００） ２．５１ （０．０４）
波兰 ４９０ （２．５） ４９９ （１．９） １６．７ （１．２６） ４５ （１．８） －１．３９ （０．０４） １．３０ （０．０３） ２．６９ （０．０４）
葡萄牙 ４６６ （３．４） ４８５ （２．５） １７．５ （１．４５） ２９ （１．２） －２．５７ （０．０４） １．６８ （０．１５） ４．２４ （０．１６）
斯洛伐克 ４９８ （３．３） ５０３ （２．３） ２２．３ （１．７８） ５３ （２．６） －１．２８ （０．０６） １．３７ （０．０４） ２．６５ （０．０７）
西班牙 ４８５ （２．４） ４９５ （１．７） １４．０ （１．３１） ３３ （１．７） －１．９０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３） ３．２１ （０．０３）
瑞典 ５０９ （２．６） ４９９ （１．９） １５．３ （１．３４） ４２ （２．１） －１．１９ （０．０５） １．６６ （０．０４） ２．８５ （０．０６）
瑞士 ５２７ （３．４） ５３０ （２．６） １６．８ （１．２１） ４７ （２．１） －１．４２ （０．０３） １．２９ （０．０３） ２．７１ （０．０４）
土耳其 ４２３ （６．７） ４６８ （８．３） ２２．３ （３．８２） ４５ （４．８） －２．５４ （０．０８） １．０６ （０．１０） ３．５９ （０．１２）
美国 ４８３ （２．９） ４７０ （２．１） １９．０ （１．１５） ４５ （１．６） －１．２０ （０．０６） １．７２ （０．０２） ２．９２ （０．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９ （０．７） ４９３ （０．８） ２２．１ （０．６２） ４７ （０．７） －１．９０ （０．０２） １．５８ （０．０３） ３．４９ （０．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０ （０．６） ５０１ （０．５） ２０．３ （０．３４） ４５ （０．４） －１．７４ （０．０２） １．６０ （０．０１） ３．３４ （０．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６ （４．８） ３９０ （５．６） １５．３ （２．４３） ３５ （３．１） －２．７４ （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０９） ３．６２ （０．０９）
中国香港 ５５０ （４．５） ５７５ （４．８） ６．５ （１．３４） ３１ （２．９） －２．０２ （０．０４） ０．６８ （０．０６） ２．７０ （０．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０ （３．９） ３８７ （５．９） ７．０ （１．６９） ２１ （２．６） －２．８３ （０．０６） ０．５２ （０．０６） ３．３５ （０．０７）
拉脱维亚 ４８３ （３．７） ４８０ （３．４） １０．５ （１．３２） ３８ （２．３） －１．０８ （０．０３） １．３１ （０．０５） ２．３８ （０．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６ （４．１） ５３６ （４．４） ２０．６ （３．５９） ５５ （５．９） －１．２８ （０．０９） １．２８ （０．０９） ２．５６ （０．１２）
中国澳门 ５２７ （２．９） ５４０ （３．９） １．９ （０．９２） １４ （３．３） －２．４０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０６） ２．７７ （０．１５）
俄罗斯 ４６８ （４．２） ４７２ （３．８） １０．０ （１．０９） ３９ （２．３） －１．２０ （０．０３） １．１８ （０．０３） ２．３７ （０．０５）
塞尔维亚 ４３７ （３．８） ４４５ （３．２） １４．１ （１．４９） ３６ （２．０） －１．５４ （０．０３） １．３３ （０．０４） ２．８６ （０．０４）
泰国 ４１７ （３．０） ４４９ （４．６） １１．４ （１．９５） ２７ （２．６） －２．４６ （０．０１） ０．８９ （０．０５） ３．３５ （０．０５）
突尼斯 ３５９ （２．５） ３９１ （４．７） １３．０ （２．４７） ２４ （２．４） －３．２１ （０．０２） ０．８６ （０．０６） ４．０７ （０．０６）
乌拉圭 ４２２ （３．３） ４３６ （２．９） １５．９ （１．６９） ３８ （２．１） －２．０２ （０．０３） １．３６ （０．０５） ３．３７ （０．０５）

英国３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６）

ＥＳＣＳ平均

（７）

ＥＳＣＳ中的变异

（８）

曲线性指数２

（９）

ＥＳＣＳ的分布

偏态指数

（１０）

处于ＥＳＣＳ分布最低

１５％的学生百分比

指数均值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ＥＳＣＳ指数的平方每

变化一个单位的分

数差异

标准误 指数

根据 ＰＩＳＡ经济、社

会和文化地位指数

小于－１进行估计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１） ４．０２ （１．８０） －０．２９ ６．６ （０．４）
奥地利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８５ （０．０１） －０．８３ （１．３３） ０．１５ ９．０ （０．７）
比利时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９４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８７） －０．３８ １０．４ （０．６）
加拿大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１） ０．６４ （１．０６） －０．１０ ３．９ （０．２）
捷克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８０ （０．０１） －７．１７ （１．４８） ０．２４ ５．７ （０．５）
丹麦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８６ （０．０２） ０．９０ （１．１７） －０．２８ ６．９ （０．５）
芬兰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５２） －０．１６ ６．７ （０．４）
法国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２） －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２７ １５．３ （０．９）
德国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０１） ２．０３ （１．０２） －０．２７ ９．７ （０．６）
希腊 －０．１５ （０．０５） １．０１ （０．０２） ２．１８ （１．４５） ０．０９ ２０．７ （１．２）
匈牙利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８９ （０．０１） －３．５２ （１．４６） ０．１６ １３．３ （０．７）
冰岛 ０．６９ （０．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１） ０．６２ （１．６２） －０．３４ ２．３ （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８９ （０．０２） －１．１３ （１．２５） －０．０９ １４．６ （０．８）
意大利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０２ （０．０１） －５．２５ （１．３１） ０．１２ ２１．９ （０．８）
日本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７３ （０．０１） －２．５１ （２．６０） －０．０４ ９．３ （０．５）
韩国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８５ （０．０２） １．７５ （１．９２） －０．１９ １４．６ （０．７）
卢森堡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０９ （０．０１） ４．００ （０．９６） －０．４３ １６．１ （０．５）
墨西哥 －１．１３ （０．０５） １．２０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９９） ０．１９ ５７．３ （１．８）
荷兰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８６ （０．０２） ２．２４ （１．２８） －０．２９ ８．８ （０．７）
新西兰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９１ （０．０１） ４．０４ （１．１１） －０．５０ ８．８ （０．５）
挪威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７８ （０．０１） －０．６３ （１．５７） －０．１８ １．９ （０．２）
波兰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８２ （０．０１） －１．５１ （１．４３） ０．３５ １５．３ （０．９）
葡萄牙 －０．６３ （０．０４） １．２７ （０．０２） １．７６ （０．８４） ０．２４ ４２．１ （１．４）
斯洛伐克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８３ （０．０２） －３．６５ （１．８２） ０．０８ １０．５ （１．１）
西班牙 －０．３０ （０．０４） 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８ （１．０３） －０．０６ ２５．７ （１．１）
瑞典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３８ ７．３ （０．６）
瑞士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８５ （０．０１） －１．７７ （１．２８） －０．１５ １２．８ （０．７）
土耳其 －０．９８ （０．０６） １．１０ （０．０３） ９．４５ （２．５４） ０．４４ ５４．１ （２．３）
美国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９１ （０．０２） ４．４２ （１．１６） －０．４１ ８．０ （０．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６ （０．０１） １．０４ （０．０１） －２．１８ （０．４５） －０．２７ １７．２ （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２５ （０．２８） －０．３１ １５．１ （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９５ （０．０５） １．１２ （０．０２） ８．１５ （１．６３） ０．０４ ４８．１ （１．８）
中国香港 －０．７６ （０．０３） ０．８１ （０．０２） －０．４５ （２．０６） ０．２２ ４０．０ （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１．２６ （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０１） ７．３１ （１．１８） ０．２５ ６２．８ （１．４）
拉脱维亚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７５ （０．０１） －３．４４ （２．８０） －０．０１ ６．４ （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８２ （０．０３） ５．８１ （６．５５） －０．２２ １１．３ （１．８）
中国澳门 －０．９０ （０．０２） ０．８５ （０．０２） １．１０ （２．６８） －０．０６ ４４．８ （１．５）
俄罗斯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７５ （０．０１） ０．２２ （２．４１） ０．２１ ９．９ （０．６）
塞尔维亚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８８ （０．０１） ０．３２ （１．３４） ０．２４ １８．９ （１．０）
泰国 －１．１８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６．４１ （１．３０） ０．７４ ６４．２ （１．２）
突尼斯 －１．３４ （０．０４） １．２３ （０．０２） ５．７６ （０．９６） ０．２９ ６３．１ （１．５）
乌拉圭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１） ５．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０ ２９．２ （１．１）

英国３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或者效应值大于等于０．２（参见附录Ａ４）。

１．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单水平二元回归，斜率是ＥＳＣＳ的回归系数。

２．在学生水平上的ＥＳＣＳ和ＥＳＣＳ平方值对数学成绩的回归，曲线性是平方值的回归系数。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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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０学生数学成绩与犘犐犛犃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犈犛犆犛）指数的关系

国家（地区）

（１）

未调整的平均分

（２）

假定所有ＯＥＣＤ成员

ＥＳＣＳ均值相等时的平均分

（３）

学生成绩与ＥＳＣＳ
之间的紧密程度

（４）

社会经济梯度１斜率

（５）

ＥＳＣＳ平均

（６）

曲线性指数２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对学生成绩

变异的解释

百分比

标准误
ＥＳＣＳ每变化

一个单位时

分数的差异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ＥＳＣＳ指数

的平方每变

化一个单位

的分数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３３ （３．５） ５２６ （２．７） １７．１ （１．８７） ４４ （２．６） ０．１７ （０．０３） ２．５１ （２．２２）

奥地利 ５１５ （２．５） ５１５ （２．４） １２．４ （１．６４） ３６ （２．６） ０．０１ （０．０２） －６．２８ （２．２２）

比利时 ５２０ （３．９） ５２３ （３．２） １９．３ （１．７７） ４９ （２．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４．６４ （１．６３）

加拿大 ５３３ （１．４） ５２１ （１．３） ９．８ （０．７５） ３０ （１．２） 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４０ （０．９２）

捷克 ４９８ （２．８） ５０１ （２．３） ２１．３ （１．９５） ５９ （２．８） －０．０４ （０．０２） －５．８９ （１．８２）

丹麦 ５１４ （２．４） ５０９ （２．０） １４．４ （１．８２） ３６ （２．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３．９６ （１．８３）

芬兰 ５３６ （２．１） ５３５ （２．０） ８．７ （１．０８） ２６ （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７８ （１．７６）

法国 ５１７ （２．７） ５２５ （２．１） １５．５ （１．９４） ３８ （２．４）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２３ （１．３８）

德国 ４９０ （２．５） ４８２ （２．３） ２２．８ （２．３８） ５４ （２．８） ０．１６ （０．０２） －３．６８ （２．１８）

希腊 ４４７ （５．６） ４４９ （４．８） １３．３ （２．３５） ３７ （３．４） －０．０８ （０．０４） ５．２７ （２．４６）

匈牙利 ４８８ （４．０） ４９２ （２．８） ２６．２ （２．３６） ６０ （３．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２．８５ （２．４２）

冰岛 ５１４ （２．３） ５０２ （２．９） ６．７ （１．４４） ２４ （２．６） 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７８ （１．８５）

爱尔兰 ５０３ （２．７） ５０７ （２．１） １３．４ （１．３７） ３２ （１．８） －０．０９ （０．０４） ２．９３ （１．８０）

意大利 ４５７ （２．９） ４６２ （２．９） ７．４ （１．３０） ２５ （２．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２．０１ （１．８６）

日本 ５５７ （５．５）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韩国 ５４７ （２．８） ５５２ （２．４） １１．０ （１．５４） ３２ （２．４） －０．１７ （０．０３） －２．４２ （１．８２）

卢森堡 ４４６ （２．０） ４５５ （２．０） １７．１ （１．８４） ３２ （１．９）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１．５９）

墨西哥 ３８７ （３．４） ４１９ （３．７） １７．８ （２．５６） ３０ （２．２） －１．０７ （０．０５） ３．６８ （１．３１）

新西兰 ５３７ （３．１） ５２６ （３．０） １６．１ （１．８３） ４２ （２．６） ０．３０ （０．０２） １．９７ （１．４５）

挪威 ４９９ （２．８） ４８４ （３．２） １０．６ （１．５０） ３４ （２．７） ０．４９ （０．０２） ２．９４ （１．７１）

波兰 ４７０ （５．５） ４８５ （４．９） １４．０ （１．９６） ４４ （３．６）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２６ （２．５８）

葡萄牙 ４５４ （４．１） ４７４ （３．１） １６．７ （２．１６） ３４ （２．１） －０．５８ （０．０４） －１．２０ （１．４６）

西班牙 ４７６ （３．１） ４９０ （２．６） １４．６ （１．６６） ３３ （２．０） －０．３９ （０．０４） －１．２５ （１．５４）

瑞典 ５１０ （２．５） ４９８ （２．１） １２．１ （１．３４） ３８ （２．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６．２４ （１．７７）

瑞士 ５２９ （４．４） ５３１ （３．５） １７．１ （１．８４） ４４ （２．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４．２１ （１．６８）

英国 ５２９ （２．５） ５２５ （２．１） １８．８ （１．７６） ４２ （２．０） ０．１６ （０．０２） １．５９ （１．８５）

美国 ４９３ （７．６） ４９０ （４．５） ２３．８ （２．３０） ５０ （２．８） ０．２９ （０．０６） ４．０７ （２．０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９８ （２．１） ４９５ （１．３） ２２．９ （０．９４） ４７ （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２） －３．２２ （０．６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０ （０．７） ５００ （０．６） １７．９ （０．４３） ４２ （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１） －３．２２ （０．３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３４ （３．７） ３７１ （５．１） １６．７ （２．７７） ３５ （３．０） －１．０４ （０．０４） ５．９４ （１．７４）

中国香港 ５６０ ３．２５９ ５８１ （４．０） ５．７ （１．５７） ２７ （３．３） －０．７５ （０．０３） －０．３１ （２．０３）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７ （４．５） ３９１ （７．３） ５．５ （２．０７） ２０ （４．０） －０．１９ （０．０４） ２．７７ （２．０２）

拉脱维亚 ４６３ （４．５） ４６３ （４．３） ５．６ （１．３３） ３１ （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２．２８ （３．６４）

列支敦士登 ５１４ （７．０） ５２０ （６．９） １０．５ （４．７３） ３３ （８．６） －０．１１ （０．０５） ６．６２ （４．３７）

俄罗斯 ４７８ （５．５） ４８０ （４．７） ７．２ （１．５２） ３８ （４．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２．７８ （３．５２）

泰国 ４３２ （３．６） ４６９ （５．６） ８．６ （１．９０） ２６ （３．０） －１．３７ （０．０４） ７．２５ （１．４６）

荷兰３ ５６４ （３．６） ５６５ （３．３） １３．９ （２．８３） ３６ （３．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２．６７ （３．２４）

注：粗体字表示统计上高于或低于ＯＥＣＥ数据的平均值（参见附录Ａ４）。

１．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单水平二元回归，斜率是ＥＳＣＳ的回归系数。

２．在学生水平上的ＥＳＣＳ和ＥＳＣＳ平方值对数学成绩的回归，曲线性是平方值的回归系数。

３．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ＯＥＣＤ２００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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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
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犈犛犆犛）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 依各国／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８５ （０．０１）－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５３ （０．００） １．２６ （０．０１） ４７９ （４．１） ５１３ （２．３） ５３７ （２．７） ５７２ （２．９）
奥地利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２）－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２） ４６２ （４．４） ４９２ （３．６） ５２０ （３．１） ５５６ （４．２）
比利时 ０．１５ ０．０２ －１．０７ （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００） １．３１ （０．０１） ４６５ （３．８） ５１９ （３．０） ５５５ （２．６） ５９９ （２．７）
加拿大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６２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００） １．５１ （０．０１） ５００ （２．２） ５２７ （２．２） ５４４ （２．１） ５７４ （２．７）
捷克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８０ （０．０１）－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１） １．２５ （０．０１） ４６８ （３．４） ５１１ （３．５） ５３７ （３．７） ５７５ （４．３）
丹麦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８９ （０．０２）－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４９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０２） ４６４ （３．５） ５０５ （３．３） ５２６ （３．２） ５６５ （３．６）
芬兰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８２ （０．０１）－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１） ５０９ （２．７） ５３８ （２．３） ５５３ （２．６） ５７９ （３．０）
法国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２７ （０．０２）－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１．０９ （０．０２） ４５８ （４．５） ５０２ （３．４） ５２７ （３．０） ５６２ （３．６）
德国 ０．１６ ０．０２ －１．０８ （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１） ４５２ （４．１） ４９４ （３．５） ５３３ （３．７） ５７２ （３．７）
希腊 －０．１５ ０．０５ －１．４１ （０．０１）－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２） ４０１ （４．３） ４３０ （４．１） ４５２ （３．９） ４９７ （４．８）
匈牙利 －０．０７ ０．０２ －１．１４ （０．０２）－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１４ （０．０１） ４２７ （４．４） ４７４ （３．２） ５０５ （３．４） ５５４ （４．０）
冰岛 ０．６９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１） １．０２ （０．０１） １．６９ （０．０１） ４８５ （３．０） ５１３ （２．７） ５１８ （３．０） ５４７ （２．３）
爱尔兰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２０ （０．０２）－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０６ （０．０２） ４５８ （３．８） ４９４ （２．９） ５１７ （２．９） ５４４ （３．７）
意大利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４１ （０．０１）－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４１７ （４．４） ４５７ （４．０） ４８２ （３．５） ５０７ （４．２）
日本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０１）－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８８ （０．０１） ４８７ （５．３） ５２４ （４．４） ５４９ （４．８） ５７６ （６．１）
韩国 －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１）－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９６ （０．０２） ４９７ （４．２） ５３３ （３．７） ５５３ （３．７） ５８７ （６．２）
卢森堡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２）－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１） ４４５ （２．３） ４７９ （３．１） ５０６ （２．７） ５４６ （２．９）
墨西哥 －１．１３ ０．０５ －２．６１ （０．０２）－１．６３ （０．０１）－０．７７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０２） ３４２ （４．４） ３７０ （３．６） ３９７ （３．７） ４３３ （４．６）
荷兰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０３）－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１） ４９６ （５．１） ５２９ （４．０） ５５４ （３．４） ５９５ （３．７）
新西兰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９８ （０．０２）－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４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１） ４７３ （３．６） ５１５ （３．１） ５３５ （３．２） ５７８ （２．７）
挪威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１） １．６１ （０．０１） ４５１ （３．０） ４８５ （３．４） ５０８ （３．５） ５４０ （３．４）
波兰 －０．２０ ０．０２ －１．１６ （０．０１）－０．５３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０２） ４４４ （４．０） ４７６ （３．０） ５０１ （３．２） ５３９ （２．９）
葡萄牙 －０．６３ ０．０４ －２．２０ （０．０１）－１．１５ （０．０１）－０．２４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３） ４２５ （４．３） ４５３ （３．７） ４７０ （４．０） ５１９ （３．５）
斯洛伐克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０７ （０．０３）－０．４２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０１） ４３８ （５．２） ４８６ （２．９） ５１７ （３．２） ５５４ （４．１）
西班牙 －０．３０ ０．０４ －１．６０ （０．０１）－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９９ （０．０２） ４４５ （３．４） ４７０ （３．２） ４９７ （２．７） ５２９ （２．８）
瑞典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０２）－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７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１） ４６５ （３．６） ４９５ （３．１） ５２２ （３．１） ５５７ （４．１）
瑞士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２）－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０１） ４７２ （３．８） ５２１ （３．４） ５３９ （３．４） ５７６ （４．５）
土耳其 －０．９８ ０．０６ －２．２５ （０．０２）－１．４５ （０．０１）－０．７３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０４） ３８０ （４．５） ３９７ （４．５） ４２２ （７．０） ４９６ （１２．１）
美国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８９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１） ４３１ （３．２） ４６８ （３．６） ４９８ （３．１） ５３９ （３．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６ 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１）－０．３６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 ４２３ （１．５） ４８１ （１．２） ５１０ （１．２） ５４６ （１．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３０ （０．０１）－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 ４４０ （１．０） ４９１ （０．７） ５１９ （０．６） ５５４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９５ ０．０５ －２．３９ （０．０２）－１．３６ （０．０１）－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４９ （０．０３） ３１９ （５．１） ３３９ （５．４） ３５３ （５．５） ４１７ （７．９）
中国香港 －０．７６ ０．０３ －１．７５ （０．０２）－１．０４ （０．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２） ５１８ （５．９） ５４４ （４．９） ５６０ （４．７） ５８２ （６．１）
印度尼西亚 －１．２６ ０．０４ －２．４６ （０．０１）－１．６７ （０．０１）－０．９９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２） ３４１ （３．６） ３５０ （３．４） ３５７ （４．４） ３９３ （６．７）
拉脱维亚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１）－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１） ４４８ （４．３） ４７４ （４．３） ４９５ （４．３） ５１９ （５．４）
列支敦士登 ０．０１ ０．０４ －１．０３ （０．０５）－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２） １．０５ （０．０３） ４８１ （９．１） ５２０ （１１．６） ５４４ （９．５） ６０２ （８．９）
中国澳门 －０．９０ ０．０２ －２．００ （０．０３）－１．１４ （０．０１）－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３） ５０７ （５．６） ５３３ （７．０） ５２６ （６．１） ５４４ （５．６）
俄罗斯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０１）－０．４４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０１） ４３５ （４．６） ４５７ （４．４） ４７３ （４．９） ５０９ （４．６）
塞尔维亚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２８ （０．０１）－０．５７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５ （０．０２） ３９８ （３．６） ４２６ （４．３） ４４４ （４．１） ４８０ （４．７）
泰国 －１．１８ ０．０３ －２．２７ （０．０２）－１．６９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２） ３９６ （３．６） ３９８ （３．７） ４１２ （３．７） ４６２ （５．８）
突尼斯 －１．３４ ０．０４ －２．８３ （０．０１）－１．８５ （０．０１）－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３） ３３３ （３．１） ３４０ （２．９） ３５８ （３．０） ４０４ （６．３）
乌拉圭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７１ （０．０１）－０．７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０２ （０．０２） ３７９ （４．５） ４０２ （４．０） ４２８ （４．２） ４８１ （４．２）

英国１ ０．１２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１）－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０１） １．３０ （０．０１） ４６１ （３．１） ４９２ （２．７） ５１７ （３．３） ５６６ （３．６）

国家（地区）

社会、经济和文化指数每变化一个单位
导致数学成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的学生倾向于在数学
得分上也处于最低１／４的可能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２．４ （２．１５） ２．３ （０．１１） １３．７ （１．１９）
奥地利 ４３．３ （２．３０） ２．２ （０．１５） １６．０ （１．５７）
比利时 ５５．２ （１．７２） ３．０ （０．１３） ２４．１ （１．３２）
加拿大 ３４．２ （１．４３） ２．１ （０．０８） １０．５ （０．８２）
捷克 ５１．３ （２．１５） ２．５ （０．１４） １９．５ （１．４４）
丹麦 ４４．４ （１．９６） ２．４ （０．１４） １７．６ （１．４１）
芬兰 ３３．１ （１．６３） ２．０ （０．０８） １０．８ （１．０５）
法国 ４３．１ （２．２０） ２．６ （０．１５） １９．６ （１．７８）
德国 ４６．６ （１．７１） ２．８ （０．１７） ２２．８ （１．４７）
希腊 ３７．０ （２．１９） ２．０ （０．１４） １５．９ （１．９１）
匈牙利 ５４．８ （２．２７） ２．９ （０．２０） ２７．０ （１．８１）
冰岛 ２８．２ （１．７４） １．７ （０．１０） ６．５ （０．８３）
爱尔兰 ３８．６ （１．９６） ２．４ （０．１５） １６．２ （１．５５）
意大利 ３４．５ （１．９６） ２．２ （０．１０） １３．６ （１．３４）
日本 ４６．３ （４．１４） ２．０ （０．１４） １１．６ （１．６９）
韩国 ４０．９ （３．０８） ２．１ （０．１２） １４．２ （１．９５）
卢森堡 ３４．８ （１．２３） ２．２ （０．１１） １７．１ （１．０１）
墨西哥 ２９．３ （１．８７） ２．２ （０．１９） １７．１ （２．０６）
荷兰 ４４．７ （２．３６） ２．３ （０．１７） １８．６ （１．７１）
新西兰 ４３．７ （１．６２） ２．４ （０．１４） １６．８ （１．２０）
挪威 ４４．０ （１．７２） ２．１ （０．１２） １４．１ （１．０９）
波兰 ４４．８ （１．８１） ２．２ （０．１２） １６．７ （１．２１）
葡萄牙 ２８．９ （１．２１） ２．２ （０．１６） １７．５ （１．５０）
斯洛伐克 ５３．２ （２．５６） ２．９ （０．１４） ２２．３ （１．８５）
西班牙 ３２．９ （１．６７） ２．２ （０．１１） １４．０ （１．３３）
瑞典 ４２．１ （２．０６） ２．１ （０．１０） １５．３ （１．３２）
瑞士 ４７．５ （２．１４） ２．５ （０．１３） １６．８ （１．２７）
土耳其 ４５．１ （４．８２） １．８ （０．１６） ２２．３ （３．７０）
美国 ４５．３ （１．５８） ２．６ （０．１４） １９．０ （１．２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７．１ （０．６９） ２．９ （０．０７） ２２．２ （０．６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４．８ （０．４４） ２．７ （０．０３） ２０．３ （０．３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０ （３．１４） １．７ （０．１２） １５．３ （２．３９）
中国香港 ３１．２ （２．９４） １．８ （０．１５） ６．５ （１．２７）
印度尼西亚 ２１．３ （２．６３） １．３ （０．０８） ７．０ （１．６１）
拉脱维亚 ３７．９ （２．２７） ２．１ （０．１４） １０．５ （１．２８）
列支敦士登 ５５．０ （５．８６） ３．０ （０．４７） ２０．６ （３．７１）
中国澳门 １４．０ （３．２５） １．３ （０．１５） １．９ （０．８９）
俄罗斯 ３９．０ （２．２８） １．８ （０．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８）
塞尔维亚 ３６．１ （１．９６） ２．１ （０．１５） １４．１ （１．４５）
泰国 ２７．０ （２．５７） １．３ （０．１１） １１．４ （１．９４）
突尼斯 ２４．０ （２．３８） １．４ （０．１１） １３．０ （２．４３）
乌拉圭 ３７．６ （２．０９） １．９ （０．１２） １５．９ （１．６４）

英国１ ４５．３ （１．７９） ２．３ （０．１４） １９．７ （１．４９）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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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５
对犘犐犛犃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犈犛犆犛）指数梯度进行校间和校内成分的分解１

国家（地区）

ＥＳＣＳ的总效用２ ＥＳＣＳ的在学校内的效用３ 学生的ＥＳＣＳ分布变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ＳＣＳ变化

一个单位

对应的分

值差异

标准误

学生水平上

ＥＳＣＳ变化

一个单位对

应学生分差

标准误
解释的

校内方差
标准误

学生ＥＳＣＳ
分布第２５
个百分位

的值

标准误

学生ＥＳＣＳ
分布第７５
个百分位

的值

标准误

学生水平上

ＥＳＣＳ分布的

两个百分位

之间的距离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２ （２．２） ２７ （１．０） ５．２ （０．６）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８１ （０．０１） １．１４ （０．０２）

奥地利 ４３ （２．３） １０ （１．４） ０．９ （０．４） －０．５２ （０．０４） ０．６３ （０．０４） １．１５ （０．０３）

比利时 ５５ （１．７） ２５ （１．０） ６．５ （０．９）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８６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０３）

加拿大 ３４ （１．４） ２５ （０．６） ５．９ （０．７） －０．１４ （０．０３） １．０６ （０．０２） １．２０ （０．０３）

捷克 ５１ （２．１） ２２ （１．３） ４．７ （０．７） －０．３８ （０．０４） ０．７０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４）

丹麦 ４４ （２．０） ３７ （１．６） １１．６ （１．４）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８０ （０．０３） １．１８ （０．０２）

芬兰 ３３ （１．６） ３３ （１．３） １０．２ （１．２）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２３ （０．０３）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７ （１．７） １７ （１．２） ４．２ （１．２） －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４） １．２９ （０．０４）

希腊 ３７ （２．２） １７ （１．３） ３．４ （１．０） －０．８７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８） １．４４ （０．０６）

匈牙利 ５５ （２．３） １４ （１．４） １．４ （０．８） －０．６９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６） １．２４ （０．０５）

冰岛 ２８ （１．７） ２８ （２．０） ５．１ （０．９）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１．２１ （０．０３）

爱尔兰 ３９ （２．０） ２９ （１．６） ８．６ （１．２） －０．６９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４） １．２０ （０．０３）

意大利 ３４ （２．０） ９ （０．７） １．３ （０．４） －０．９０ （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３） １．４８ （０．０３）

日本 ４６ （４．１） ４ （１．６） ０．２ （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３）

韩国 ４１ （３．１） １３ （１．３） １．８ （０．６） －０．６４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６） １．１２ （０．０５）

卢森堡 ３５ （１．２） １７ （１．３） ４．３ （０．７）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９８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３）

墨西哥 ２９ （１．９） ６ （０．４） ０．９ （０．３） －２．０２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０９） １．７９ （０．０７）

荷兰 ４５ （２．４） １４ （１．２） ３．３ （０．９）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７３ （０．０３） １．２２ （０．０４）

新西兰 ４４ （１．６） ３３ （１．５） ９．６ （１．２）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８６ （０．０２） １．２０ （０．０２）

挪威 ４４ （１．７） ４２ （１．８） １２．１ （１．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１８ （０．０２） １．１２ （０．０３）

波兰 ４５ （１．８） ３８ （１．７） １０．８ （１．４） －０．７７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４） １．０３ （０．０３）

葡萄牙 ２９ （１．２） １８ （０．９） ７．９ （１．０） －１．６１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０６） １．８７ （０．０５）

斯洛伐克 ５３ （２．６） ２４ （１．２） ５．１ （１．１） －０．６４ （０．０３） ０．５０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３）

西班牙 ３３ （１．７） ２２ （０．９） ５．９ （０．９） －１．０３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０５） １．４７ （０．０４）

瑞典 ４２ （２．１） ３８ （１．５） １２．１ （１．５） －０．３２ （０．０４） ０．８９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３）

瑞士 ４７ （２．１） ２８ （１．１） ７．３ （１．０） －０．６０ （０．０３） ０．５１ （０．０４） １．１１ （０．０３）

土耳其 ４５ （４．８） ９ （１．２） １．１ （０．４） －１．７８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８） １．４７ （０．０６）

美国 ４５ （１．６） ３１ （１．４） ９．２ （１．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０４） １．２８ （０．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７ （０．７） － － － － －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２） １．３７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５ （０．４） － － － － －０．６４ （０．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０） １．３５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 ３．１４１ ６ （１．３） ０．５ （０．４） －１．８０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０６） １．６４ （０．０５）

中国香港 ３１ （２．９） ５ （１．５） ０．２ （０．３） －１．２８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５） １．０２ （０．０４）

印度尼西亚 ２１ （２．６） １ （０．７） ０．０ （０．１） －１．９８ （０．０５） －０．５７ （０．０５） １．４０ （０．０５）

拉脱维亚 ３８ （２．３） ２９ （１．７） ６．３ （１．２）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７１ （０．０４） １．１５ （０．０４）

列支敦士登 ５５ （５．９） １６ （５．４） ２．４ （２．４）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６３ （０．０６） １．１１ （０．０７）

中国澳门 １４ （３．３） ６ （３．０） ０．２ （０．６） －１．４６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０４） １．１２ （０．０７）

俄罗斯 ３９ （２．３） ２３ （１．５） ３．７ （０．６） －０．６８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３）

塞尔维亚 ３６ （２．０） １６ （１．４） ３．１ （０．７） －０．８３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０４） １．１８ （０．０４）

泰国 ２７ （２．６） ８ （１．２） ０．９ （０．４） －１．９４ （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７） １．３４ （０．０７）

突尼斯 ２４ （２．４） ７ （０．９） １．４ （０．５） －２．２３ （０．０５） －０．４９ （０．０６） １．７４ （０．０５）

乌拉圭 ３８ （２．１） １３ （１．２） ２．２ （０．７） －１．１６ （０．０４） ０．４６ （０．０５） １．６２ （０．０５）

英国７ ４５ （１．８） ３１ （１．０） １０．２ （１．０）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４） １．２７ （０．０４）

１．在一些国家，抽取的是学校内的亚组而非学校，这可能会影响学校间的变异成分。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和日本，拥有多

于一类课程的学校依照这些课程分为亚组。在荷兰，把那些包括初等中学和高等中学的学校分为各种课程水平的单位。在乌拉圭

和墨西哥，那些课程轮换的学校分为相应的单位。在比利时的弗莱德语区，对于多校区的学校，根据校园来抽样；但是在法语语区，

对于多校区学校抽取的是较大的单位。在斯洛伐克，对于同时将斯洛伐克语和匈牙利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学校，将其根据教授语言

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单位。

２．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单一水平二元回归，斜率是ＥＳＣＳ的回归系数。

３．学生ＥＳＣＳ和学校平均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两水平回归：ＥＳＣＳ校内斜率和该模型学生水平的方差解释量。

４．学生ＥＳＣＳ和学校平均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两水平回归：ＥＳＣＳ校间斜率和该模型学校水平的方差解释量。

５．学校ＥＳＣＳ均值的分布，在学生水平上计算百分位数。

６．全纳指数是根据ＥＳＣＳ的班级内相关系数计算的（１－ρ）。

７．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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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５（续）
对犘犐犛犃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犈犛犆犛）指数梯度进行校间和校内成分的分解１

国家（地区）

ＥＳＣＳ的学校间变化４ 学校的ＥＳＣＳ分布变异５ 全纳指数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学校的ＥＳＣＳ
均值变化一

个单位对应

的学校分差

标准误
解释的

校间变异
标准误

学校ＥＳＣＳ
均值分布

的第２５个

百分位值

标准误

学校ＥＳＣＳ
均值分布

的第７５个

百分位值

标准误

学校ＥＳＣＳ
均值分布在

两个百分位

之间的距离

标准误

校内部分

占ＥＳＣＳ
方差的比例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７ （３．７） ６９．７ （２．６）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３） ０．６４ （０．０３） ０．７４ （０．０１）

奥地利 ９２ （６．５） ６３．２ （３．５）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８） ０．７７ （０．０８） ０．６８ （０．０２）

比利时 ９７ （４．８） ７４．１ （１．４）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５８ （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０５） ０．６８ （０．０１）

加拿大 ３９ （２．７） ４６．７ （２．６）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７２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２） ０．８２ （０．０１）

捷克 ９８ （５．２） ７３．０ （２．３）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４） ０．５６ （０．０４） ０．７０ （０．０２）

丹麦 ３１ （４．６） ７０．９ （８．８）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３９ （０．０４） ０．４２ （０．０６） ０．８１ （０．０２）

芬兰 －２ （５．２） ２１．８ （１１．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８９ （０．０１）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０ （４．５） ７７．５ （２．６）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６６ （０．０４） ０．９４ （０．０６） ０．７０ （０．０２）

希腊 ６０ （５．５） ６４．４ （４．８） －０．６６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８６ （０．１１） ０．７１ （０．０１）

匈牙利 ８７ （４．２） ８０．４ （３．６） －０．５０ （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８４ （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０２）

冰岛 －１ （６．１） ３５．２ （１５．５） 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０３）

爱尔兰 ４２ （４．３） ８１．９ （７．１） －０．３０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７９ （０．０２）

意大利 ７８ （４．５） ５３．５ （２．０） －０．５６ （０．０７） ０．３１ （０．０７） ０．８７ （０．０９） ０．７０ （０．０１）

日本 １４５ （９．２） ６７．４ （１．４） －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６） ０．７３ （０．０１）

韩国 ８８ （６．５） ６５．９ （２．５） －０．４９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７０ （０．０９） ０．７０ （０．０１）

卢森堡 ７５ （６．８） ８８．９ （２．１） －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６２ （０．００） ０．９２ （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０１）

墨西哥 ４９ （１．７） ５６．９ （１．６） －１．６５ （０．０６） －０．６８ （０．０９） ０．９７ （０．１０） ０．６６ （０．０１）

荷兰 １２１ （６．９） ７４．４ （１．４）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０５） ０．７７ （０．０２）

新西兰 ５５ （５．２） ７５．４ （５．４）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０５） ０．８３ （０．０１）

挪威 １４ （６．２） ４４．１ （１１．０） 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７９ （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８８ （０．０１）

波兰 ２６ （４．８） ６７．７ （５．８）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６６ （０．０８） ０．７７ （０．０２）

葡萄牙 ３９ （４．５） ５６．３ （４．０） －１．０７ （０．０８）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７８ （０．０９） ０．７６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８４ （４．３） ７５．６ （２．８） －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６１ （０．０５） ０．６８ （０．０２）

西班牙 ３６ （３．２） ５６．９ （３．０） －０．７０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７９ （０．０９） ０．７５ （０．０１）

瑞典 ２９ （６．０） ５２．７ （８．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７） ０．４０ （０．０７） ０．８８ （０．０１）

瑞士 ７４ （５．６） ５２．２ （２．０） －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５７ （０．０７） ０．８１ （０．０１）

土耳其 ８５ （５．３） ７１．１ （３．２） －１．４５ （０．０４） －０．６１ （０．０８） ０．８４ （０．０８） ０．６３ （０．０２）

美国 ５５ （４．４） ６９．０ （３．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５９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４） ０．７７ （０．０２）

　犗犈犆犇总体 － － － －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８１ （０．０２） － －

　犗犈犆犇平均 － － － － －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０１） － －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６６ （４．６） ５７．９ （２．０） －１．４１ （０．０６） －０．７３ （０．０８） ０．６８ （０．０８） ０．６３ （０．０１）

中国香港 １０２ （１０．８） ４２．６ （２．６） －１．０６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５） ０．４９ （０．０６） ０．７７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５９ （４．２） ４１．３ （１．３） －１．６８ （０．０５） －０．９５ （０．０６） ０．７３ （０．０６） ０．７１ （０．０１）

拉脱维亚 ４６ （８．４） ３８．４ （５．０）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０６） ０．４７ （０．０８） ０．８１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１２３ （２９．０） ７１．１ （９．１）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００） ０．９３ （０．００） ０．７９ （０．０４）

中国澳门 ３７ （１３．９） ２４．２ （６．３） －１．１９ （０．０４） －０．７２ （０．００） ０．４７ （０．０４） ０．７７ （０．０３）

俄罗斯 ５７ （７．９） ３９．７ （５．５） －０．３４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８０ （０．０２）

塞尔维亚 ６７ （５．８） ６３．５ （２．３）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６７ （０．０８） ０．７３ （０．０１）

泰国 ４５ （４．１） ５３．７ （２．９） －１．６２ （０．０４） －０．８２ （０．０９） ０．８０ （０．１０） ０．５５ （０．０２）

突尼斯 ４７ （４．３） ５４．７ （２．６） －１．８８ （０．０７） －０．９３ （０．１１） ０．９４ （０．１３） ０．６７ （０．０１）

乌拉圭 ７１ （４．０） ７１．３ （２．５）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７３ （０．０８） ０．６４ （０．０１）

英国７ ５８ （３．８） ７２．２ （２．９） －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６） ０．５８ （０．０６） ０．８２ （０．０１）

１．在一些国家，抽取的是学校内的亚组而非学校，这可能会影响学校间的变异成分。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和日本，拥有多

于一类课程的学校依照这些课程分为亚组。在荷兰，把那些包括初等中学和高等中学的学校分为各种课程水平的单位。在乌拉圭

和墨西哥，那些课程轮换的学校分为相应的单位。在比利时的弗莱德语区，对于多校区的学校，根据校园来抽样；但是在法语语区，

对于多校区学校抽取的是较大的单位。在斯洛伐克，对于同时将斯洛伐克语和匈牙利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学校，将其根据教授语言

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单位。

２．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单一水平二元回归，斜率是ＥＳＣＳ的回归系数。

３．学生ＥＳＣＳ和学校平均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两水平回归：ＥＳＣＳ校内斜率和该模型学生水平的方差解释量。

４．学生ＥＳＣＳ和学校平均ＥＳＣＳ对数学成绩的两水平回归：ＥＳＣＳ校间斜率和该模型学校水平的方差解释量。

５．学校ＥＳＣＳ均值的分布，在学生水平上计算百分位数。

６．全纳指数是根据ＥＳＣＳ的班级内相关系数计算的（１－ρ）。

７．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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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
父母受教育年限和数学成绩之间的关系

国家（地区）

未调整的数学平均分
假定所有ＯＥＣＤ国家母亲和父亲

最高教育年限相同时的平均分

受教育年限

（父亲和母亲的最高值）

对学生成绩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父母受教育年限

每变化一个单位

对应的成绩变化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４ （２．１） ５２６ （２．０） ８．１ （０．９） ４．２ （０．８０）

奥地利 ５０６ （３．３） ５０７ （２．９） ７．４ （０．８） ４．９ （１．００）

比利时 ５２９ （２．３） ５３４ （２．０） ９．７ （０．５） ８．３ （０．９０）

加拿大 ５３２ （１．８） ５２６ （１．５） ６．８ （０．４） ３．９ （０．５０）

捷克 ５１６ （３．５） ５１２ （２．８） １５．２ （０．９） １１．９ （１．４０）

丹麦 ５１４ （２．７） ５０８ （２．３） ８．８ （０．７） ７．２ （１．００）

芬兰 ５４４ （１．９） ５４１ （１．８） ６．５ （０．５） ３．５ （０．６０）

法国 ５１１ （２．５） ５２３ （２．２） ８．６ （０．６） ８．１ （１．１０）

德国 ５０３ （３．３） ５１６ （３．０） ８．２ （０．５） １１．３ （１．３０）

希腊 ４４５ （３．９） ４４５ （３．３） ６．８ （０．７） ６．４ （１．１０）

匈牙利 ４９０ （２．８） ４９６ （２．４） １５．６ （０．８） １８．７ （１．６０）

冰岛 ５１５ （１．４） ５０６ （１．６） ６．６ （０．５） ３．６ （０．６０）

爱尔兰 ５０３ （２．４） ５０８ （２．１） ８．３ （０．６） ７．２ （１．００）

意大利 ４６６ （３．１） ４６９ （３．０） ６．２ （０．５） ５．８ （０．９０）

日本 ５３４ （４．０） ５２７ （４．１） １０．０ （１．６） ５．７ （１．６０）

韩国 ５４２ （３．２） ５４６ （３．３） ７．０ （０．７） ６．６ （１．２０）

卢森堡 ４９３ （１．０） ４９６ （１．２） ５．４ （０．３） ７．６ （０．８０）

墨西哥 ３８５ （３．６） ４０３ （３．８） ５．１ （０．５） ８．９ （１．４０）

荷兰 ５３８ （３．１） ５４８ （２．７） ８．１ （０．７） ６．４ （１．２０）

新西兰 ５２３ （２．３） ５２７ （２．１） ６．９ （０．５） ５．７ （０．９０）

挪威 ４９５ （２．４） ４８４ （２．４） ８．４ （０．７） ３．６ （０．６０）

波兰 ４９０ （２．５） ４９７ （２．１） １２．１ （０．９） ８．０ （１．００）

葡萄牙 ４６６ （３．４） ４８３ （３．４） ４．２ （０．３） ７．７ （１．２０）

斯洛伐克 ４９８ （３．３） ４９４ （２．９） １２．９ （１．０） １０．８ （１．４０）

西班牙 ４８５ （２．４） ４９８ （２．３） ５．８ （０．４） ６．７ （０．９０）

瑞典 ５０９ （２．６） ５１０ （２．３） ６．９ （０．６） ４．１ （０．７０）

瑞士 ５２７ （３．４） ５３７ （３．２） １０．５ （０．６） ９．０ （０．９０）

土耳其 ４２３ （６．７） ４６２ （９．５） ９．３ （１．２） １４．１ （２．８０）

美国 ４８３ （２．９） ４８０ （２．５） ８．９ （０．５） ６．１ （０．８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０ （０．６） ５０５ （０．６） ９．１ （０．１） １０．３ （０．３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９ （０．７） ４９５ （０．９） １０．１ （０．２） １２．１ （０．５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６ （４．８） ３６７ （５．１） ４．０ （０．５） ４．２ （１．００）

中国香港 ５５０ （４．５） ５６４ （５．４） ３．８ （０．８） １．７ （０．６０）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０ （３．９） ３６９ （５．１） ２．７ （０．６） ２．１ （０．８０）

拉脱维亚 ４８３ （３．７） ４７７ （３．７） ５．３ （０．９） １．７ （０．５０）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６ （４．１） ５４８ （４．６） １１．１ （１．７） ９．５ （３．２０）

中国澳门 ５２７ （２．９） ５３３ （３．５） １．７ （０．８） ０．７ （０．６０）

俄罗斯 ４６８ （４．２） ４６６ （４．０） １２．４ （１．１） ４．３ （０．７０）

塞尔维亚 ４３７ （３．８） ４３９ （３．５） ７．８ （０．７） ５．０ （０．９０）

泰国 ４１７ （３．０） ４４１ （４．５） ５．８ （０．７） ７．３ （１．５０）

突尼斯 ３５９ （２．５） ３７４ （４．０） ３．８ （０．６） ５．３ （１．４０）

乌拉圭 ４２２ （３．３） ４２９ （３．１） ７．１ （０．６） ７．５ （１．２０）

英国１ ５０８ （２．４） ５１２ （２．５） ９．２ （０．７） ７．３ （１．１０）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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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ａ
教师在数学课上的支持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教师在数学课上的支持指数

所有学生 男 女 性别差异（男—女）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５４ （０．００） １．５２ （０．０１）
奥地利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５３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４） －１．７１ （０．０２） －０．６６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０２）
比利时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１．３６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１６ （０．００） １．１６ （０．０１）
加拿大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０） １．５１ （０．０１）
捷克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３０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２）
丹麦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８８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２４ （０．０２）
芬兰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１）
法国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１．４２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０５ （０．０２）
德国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３） －１．６２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０ （０．０２）
希腊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１．１９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０） １．０９ （０．０２）
匈牙利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３４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２）
冰岛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２）
爱尔兰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５） －１．４２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２）
意大利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４） －１．４７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２）
日本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１．３９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０２）
韩国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０８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６９ （０．０２）
卢森堡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１．７５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６ （０．０２）
墨西哥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４５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０１） １．８５ （０．０１）
荷兰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１．３８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２）
新西兰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２）
挪威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９８ （０．０２）
波兰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３１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２）
葡萄牙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１） １．５９ （０．０２）
斯洛伐克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４） －１．２８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１２ （０．０２）
西班牙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３４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２）
瑞典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３７ （０．０２）
瑞士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１．２０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０） １．１９ （０．０２）
土耳其 ０．４１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４） ０．４８ （０．０４）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８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６６ （０．０１） １．８０ （０．０１）
美国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１） １．７０ （０．０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０） １．４０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２４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６５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０１） １．８２ （０．０１）
中国香港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０） １．１４ （０．０２）
印度尼西亚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２）
拉脱维亚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９４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２）
列支敦士登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２５ （０．０８） ０．３４ （０．１０） －１．３４ （０．０８）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２） １．１１ （０．０６）
中国澳门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９８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９５ （０．０４）
俄罗斯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７９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１）
塞尔维亚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２２ （０．０５） －１．５５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３０ （０．０２）
泰国 ０．６７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３）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９３ （０．０１） １．９０ （０．０１）
突尼斯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１） １．５６ （０．０１）
乌拉圭 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６４ （０．０１） １．６５ （０．０１）

英国１ 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０１） １．４８ （０．０１）

国家（地区）

依各国（地区）教师支持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１２ （３．２） ５１８ （３．２４） ５３５ （２．５６） ５３９ （２．８）
奥地利 ５１６ （３．４） ５１４ （４．５７） ５０６ （４．５３） ４９５ （５．２）
比利时 ５４４ （３．５） ５４０ （２．９３） ５４０ （３．５２） ５３１ （３．７）
加拿大 ５２６ （２．５） ５３５ （２．２５） ５４１ （２．３０） ５４３ （２．９）
捷克 ５２５ （４．２） ５２７ （４．３８） ５２３ （４．２３） ５１７ （４．５）
丹麦 ５０４ （４．２） ５１７ （３．４２） ５２４ （３．９９） ５２１ （４．１）
芬兰 ５３８ （３．１） ５４３ （３．６０） ５４７ （３．５１） ５５０ （３．２）
法国 ５１５ （３．６） ５１８ （３．４９） ５１３ （３．７２） ５０７ （４．３）
德国 ５２３ （４．６） ５２３ （４．３６） ５１１ （５．０１） ４９７ （４．６）
希腊 ４５８ （４．６） ４４４ （４．６３） ４４４ （４．９４） ４４２ （４．８）
匈牙利 ４９２ （３．７） ４８８ （４．２０） ４９３ （４．５３） ４９１ （４．７）
冰岛 ５０１ （３．１） ５１５ （３．３７） ５２１ （３．０７） ５２８ （３．１）
爱尔兰 ５０４ （３．５） ５０７ （３．８６） ５０９ （３．０３） ４９５ （４．１）
意大利 ４８４ （３．８） ４７７ （３．６６） ４６４ （４．２０） ４４１ （５．１）
日本 ５１５ （５．９） ５４０ （４．５２） ５４２ （５．４９） ５４４ （５．８）
韩国 ５３２ （３．９） ５４５ （３．７４） ５４６ （４．１４） ５４７ （４．９）
卢森堡 ５０７ （２．３） ４９９ （２．９２） ４９６ （３．１６） ４７８ （３．３）
墨西哥 ３９１ （３．９） ３８５ （４．００） ３８８ （５．３３） ３８８ （４．４）
荷兰 ５４３ （４．１） ５５０ （３．７３） ５４０ （４．８０） ５４７ （４．２）
新西兰 ５１８ （３．９） ５２３ （３．５４） ５３３ （３．７９） ５２８ （３．４）
挪威 ４７８ （３．６） ４９４ （４．１９） ５０７ （３．９９） ５１２ （３．３）
波兰 ４９２ （３．５） ４９３ （３．７６） ４９１ （３．２５） ４８８ （３．８）
葡萄牙 ４７５ （３．９） ４６２ （５．８２） ４７０ （４．６８） ４５９ （４．１）
斯洛伐克 ５１７ （４．２） ５０７ （４．４０） ４９４ （３．７１） ４７７ （４．４）
西班牙 ４８７ （３．５） ４８７ （３．７２） ４９０ （３．３９） ４８３ （３．６）
瑞典 ５０２ （３．６） ５１０ （３．８４） ５１３ （３．４２） ５１７ （４．５）
瑞士 ５４１ （６．７） ５３１ （４．４３） ５２５ （３．８４） ５１５ （４．１）
土耳其 ４１７ （８．４） ４２７ （７．２１） ４３２ （８．１３） ４２８ （９．２）
美国 ４７２ （４．１） ４７８ （３．７９） ４９８ （３．９４） ４９２ （３．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９６ （１．３） ４９８ （１．３５） ４９２ （１．５５） ４８１ （１．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５ （０．８） ５０６ （０．７１） ５０３ （０．８７） ４９６ （１．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７３ （５．７） ３６７ （６．３６） ３５７ （５．３３） ３４２ （５．５）
中国香港 ５３３ （５．６） ５５０ （４．７０） ５５６ （６．１６） ５６４ （５．３）
印度尼西亚 ３７４ （５．９） ３６０ （４．２２） ３６０ （４．７６） ３５１ （３．４）
拉脱维亚 ４８６ （４．６） ４８４ （４．５８） ４８６ （５．０８） ４７９ （５．１）
列支敦士登 ５４６ （１０．４） ５２１ （１０．４４） ５３２ （１０．２３） ５４３ （９．８）
中国澳门 ５２７ （７．１） ５３０ （７．６７） ５２７ （６．６５） ５２６ （６．２）
俄罗斯 ４６４ （５．０） ４６９ （５．１０） ４７３ （５．１９） ４７３ （４．８）
塞尔维亚 ４５７ （４．８） ４５１ （４．１５） ４３８ （４．３１） ４１３ （４．８）
泰国 ４１３ （４．０） ４１２ （３．６９） ４２１ （４．１１） ４２３ （３．６）
突尼斯 ３７３ （３．４） ３５８ （３．４１） ３５４ （３．３８） ３５９ （３．９）
乌拉圭 ４４０ （４．９） ４２８ （４．１９） ４２８ （４．７９） ４０７ （４．２）

英国１ ４９６ （３．７） ５００ （３．４３） ５１８ （３．５１） ５２０ （４．１）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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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ａ（续）
教师在数学课上的支持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教师支持指数每变化一个
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学生
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数学成绩

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０．８ （１．４３） １．３ （０．０６） １．３ （０．３５）
奥地利 －８．４ （１．９１） ０．７ （０．０７） ０．９ （０．３９）
比利时 －６．０ （１．６１） ０．９ （０．０６） ０．３ （０．１９）
加拿大 ６．３ （１．０８） １．２ （０．０５） ０．５ （０．１７）
捷克 －５．１ （２．１１） ０．９ （０．０７） ０．３ （０．２１）
丹麦 ６．７ （２．０５） １．２ （０．０８） ０．４ （０．２５）
芬兰 ４．４ （１．８３） １．１ （０．０６） ０．２ （０．１９）
法国 －５．２ （１．９３） ０．９ （０．０８） ０．３ （０．２６）
德国 －１０．９ （１．９３） ０．７ （０．０６） １．４ （０．５１）
希腊 －６．４ （２．０７） ０．８ （０．０６） ０．４ （０．２７）
匈牙利 －０．３ （２．１４） ０．９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５）
冰岛 ９．５ （１．８７） １．４ （０．０９） ０．９ （０．３７）
爱尔兰 －２．９ （１．８１） ０．９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７）
意大利 －１６．３ （１．６７） ０．６ （０．０５） ３．３ （０．６１）
日本 １２．９ （３．２７） １．４ （０．１０） １．２ （０．５９）
韩国 ７．５ （２．５６） １．２ （０．０７） ０．４ （０．２４）
卢森堡 －９．８ （１．３０） ０．７ （０．０５） １．５ （０．３９）
墨西哥 －１．６ （１．４１） １．０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７）
荷兰 ０．３ （２．２１） １．０ （０．０９） ０．０ （０．０４）
新西兰 ３．９ （１．６２） １．１ （０．０８） ０．２ （０．１４）
挪威 １４．０ （１．９３） １．４ （０．０９） １．９ （０．５２）
波兰 －２．９ （１．８６） １．０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２）
葡萄牙 －５．５ （１．７６） ０．８ （０．０７） ０．４ （０．２６）
斯洛伐克 －１６．０ （１．８３） ０．７ （０．０７） ２．７ （０．５９）
西班牙 －１．１ （１．５５） ０．９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７）
瑞典 ４．５ （１．８１） １．２ （０．０８） ０．２ （０．１６）
瑞士 －１０．３ （２．９７） ０．７ （０．０６） １．０ （０．５７）
土耳其 ３．８ （３．５４） １．１ （０．０９） ０．１ （０．２６）
美国 ７．９ （１．２７） １．２ （０．０６） ０．８ （０．２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９ （０．５８） ０．９ （０．０２） ０．４ （０．０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２ （０．３６） ０．９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２．２ （２．３６） ０．８ （０．０６） １．４ （０．５４）
中国香港 １２．０ （２．２９） １．４ （０．０８） １．１ （０．４０）
印度尼西亚 －１０．７ （２．３５） ０．９ （０．０７） １．０ （０．４５）
拉脱维亚 －３．８ （２．３９） ０．９ （０．０６） ０．１ （０．１７）
列支敦士登 －６．５ （４．５７） ０．６ （０．１８） ０．４ （０．６３）
中国澳门 －４．１ （４．４５） ０．９ （０．１２） ０．２ （０．３２）
俄罗斯 ３．９ （１．９８） １．１ （０．０８） ０．１ （０．１５）
塞尔维亚 －１５．６ （１．７４） ０．７ （０．０６） ４．４ （０．９１）
泰国 ４．４ （１．６５） １．２ （０．０８） ０．２ （０．１８）
突尼斯 －５．２ （１．６４） ０．７ （０．０６） ０．４ （０．２９）
乌拉圭 －１１．４ （１．７８） ０．７ （０．０６） １．５ （０．４５）

英国１ ９．７ （１．４１） １．２ （０．０８） １．２ （０．３６）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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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数学）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语文）的教师支持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教师在数学课和语文课上的支持

报告下述情况在每节或多数课堂上发生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教师表现出对每个学生学习的兴趣
学生需要时教师
给予额外的帮助

教师帮助学生学习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６３．７ （０．６） ７２．５ （０．９） ７８．４ （０．６） ８４．９ （０．４） ７７．６ （０．８）
奥地利 ４９．１ （１．１） ４９．５ （１．２） ５８．６ （１．３） ４５．１ （１．３） ３２．８ （１．１）
比利时 ４９．０ （０．８） ４３．６ （１．０） ６４．６ （０．８） ６６．３ （０．８） ３８．６ （１．０）
加拿大 ６２．９ （０．６） ６９．３ （０．６） ８０．１ （０．５） ８６．４ （０．４） ７５．８ （０．５）
捷克 ４７．１ （１．２） ４７．９ （１．０） ７５．４ （１．２） ５９．４ （１．２） ２４．７ （１．１）
丹麦 ５７．３ （１．０） ６３．２ （１．０） ６８．５ （１．０） ８４．６ （０．７） ６９．０ （１．０）
芬兰 ５４．３ （０．９） ５２．９ （１．１） ７７．３ （０．８） ８６．５ （０．７） ６７．０ （０．９）
法国 ４７．７ （０．８） ５６．３ （１．２） ６２．６ （０．９） ６６．４ （０．８） ４３．４ （１．０）
德国 ４３．５ （１．０） ４１．５ （１．０） ５９．３ （１．２） ５９．１ （１．１） ３４．７ （０．８）
希腊 ４３．３ （１．４） ７０．７ （０．９） ６２．２ （１．３） ７３．６ （１．１） ７０．８ （０．９）
匈牙利 ５３．６ （１．２） ５９．４ （１．０） ６３．８ （１．１） ７１．８ （１．１） ５２．３ （０．９）
冰岛 ６５．７ （０．８） ５３．８ （０．７） ６９．２ （０．６） ８９．４ （０．５） ７５．５ （０．７）
爱尔兰 ６１．５ （１．２） ７０．５ （１．１） ６１．８ （１．２） ７５．４ （０．８） ６１．８ （１．２）
意大利 ５６．５ （０．９） ｍ ｍ ４８．８ （０．９） ６９．９ （０．８） ｍ ｍ
日本 ４９．６ （１．０） ５１．８ （１．３） ６２．３ （０．９） ７３．２ （０．８） ５４．５ （１．５）
韩国 ５７．９ （０．９） ３１．２ （１．１） ５５．８ （１．０） ７８．５ （０．７） ４１．３ （１．１）
卢森堡 ５３．４ （０．７） ４７．０ （０．９） ６０．９ （０．７） ４８．７ （０．７） ３３．２ （０．８）
墨西哥 ８０．８ （０．６） ７２．４ （１．３） ６７．９ （０．９） ７８．０ （０．８） ６３．５ （１．１）
荷兰 ４８．６ （１．１） ３８．０ （１．１） ６６．３ （１．１） ４９．１ （１．１） ３９．２ （１．４）
新西兰 ６３．１ （１．０） ６９．９ （１．０） ７６．６ （０．８） ８３．９ （０．７） ７７．１ （０．９）
挪威 ５４．６ （１．０） ４９．６ （１．１） ５９．７ （１．０） ８０．７ （０．８） ７１．０ （１．０）
波兰 ５１．３ （１．１） ３９．９ （１．２） ６１．４ （１．１） ６１．７ （１．０） ３７．１ （１．１）
葡萄牙 ６７．１ （１．２） ８３．７ （０．８） ７３．４ （１．１） ８２．０ （０．９） ７９．８ （０．８）
斯洛伐克 ５７．４ （０．９） ａ ａ ５８．０ （１．１） ６４．９ （１．０） ａ ａ
西班牙 ６４．７ （０．８） ６２．８ （１．０） ４８．２ （１．０） ７１．９ （０．８） ６３．５ （１．３）
瑞典 ６８．９ （０．８） ６５．３ （１．０） ７０．２ （０．９） ８７．４ （０．６） ７７．５ （０．８）
瑞士 ５４．６ （１．０） ５７．７ （１．２） ７２．９ （０．７） ６６．６ （０．８） ４７．７ （１．１）
土耳其 ７７．２ （１．１） ａ ａ ７４．２ （１．１） ８２．３ （０．９） ａ ａ
美国 ６９．３ （０．８） ７０．０ （１．５） ７８．０ （０．８） ８４．２ （０．８） ７３．９ （１．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６１．１ （０．３） ５８．２ （０．５） ６７．９ （０．３） ７５．６ （０．３） ５９．１ （０．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７．９ （０．２） ５６．７ （０．２） ６６．３ （０．２） ７３．２ （０．１） ５７．４ （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８０．９ （０．８） ７４．８ （０．９） ７０．８ （０．９） ８６．４ （０．８） ７７．０ （１．０）
中国香港 ６２．２ （０．９） ５７．４ （０．９） ６６．６ （０．９） ７４．１ （０．７） ５７．５ （０．９）
印度尼西亚 ６３．７ （０．８） ５５．２ （０．８） ６６．３ （０．８） ８１．０ （０．６） ６８．０ （０．９）
拉脱维亚 ５０．５ （１．８） ４０．６ （１．３） ７１．５ （１．１） ８２．５ （０．９） ５４．１ （１．５）
列支敦士登 ５４．８ （２．７） ５２．９ （２．８） ７１．９ （２．４） ６２．８ （２．８） ４２．７ （２．５）
中国澳门 ６０．３ （１．６） ａ ａ ５７．５ （１．５） ６８．２ （１．６） ａ ａ
俄罗斯 ６７．１ （０．９） ５７．０ （０．９） ７３．８ （０．８） ８０．１ （０．７） ７２．４ （０．８）
塞尔维亚 ５３．５ （１．１） ａ ａ ４８．９ （１．１） ５４．１ （１．０） ａ ａ
泰国 ８４．７ （０．８） ７６．４ （１．２） ７７．４ （０．８） ８８．２ （０．６） ６７．４ （０．９）
突尼斯 ７０．８ （０．９） ａ ａ ６１．６ （０．９） ７７．２ （０．８） ａ ａ
乌拉圭 ７６．８ （１．１） ａ ａ ５１．３ （１．３） ８０．９ （１．０）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教师在数学课和语文课上的支持

报告下述情况在每节或多数课堂上发生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教师一直教授到所有学生都理解 教师给学生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７１．８ （０．８） ７２．３ （０．９） ６２．９ （０．６） ７８．１ （０．９）
奥地利 ５０．６ （１．３） ５７．６ （１．３） ５２．１ （１．２） ６８．７ （１．２）
比利时 ６３．６ （０．９） ５９．４ （０．８） ５２．９ （０．７） ５７．８ （１．０）
加拿大 ７１．２ （０．５） ６８．８ （０．５） ６２．３ （０．６） ７４．２ （０．５）
捷克 ５１．２ （１．２） ４１．８ （１．１） ５７．１ （１．３） ５８．０ （１．２）
丹麦 ７２．５ （１．０） ６８．２ （１．１） ６９．０ （０．９） ７７．９ （０．９）
芬兰 ６１．０ （０．８） ５９．９ （１．０） ６１．７ （０．９） ７２．８ （１．１）
法国 ６２．２ （１．０） ５７．９ （１．０） ５０．０ （０．９） ６２．２ （１．１）
德国 ５４．０ （１．１） ５３．６ （０．９） ５３．４ （１．１） ６３．１ （１．０）
希腊 ５８．６ （１．１） ６３．４ （１．０） ７１．３ （０．９） ７９．６ （０．８）
匈牙利 ５４．９ （１．２） ５９．８ （１．０） ６１．７ （１．２） ７２．１ （０．９）
冰岛 ７７．８ （０．８） ７２．０ （０．６） ５９．１ （０．８） ５１．２ （０．９）
爱尔兰 ６８．１ （１．０） ６４．７ （１．０） ４９．６ （１．１） ６７．１ （１．０）
意大利 ６１．０ （０．９） ６３．０ （１．１） ６１．４ （０．８） ７２．６ （０．９）
日本 ４９．８ （１．０） ５０．７ （１．５） ４６．６ （１．２） ６１．３ （１．３）
韩国 ３９．５ （０．９） ４０．９ （１．２） ４９．１ （０．９） ４３．６ （１．２）
卢森堡 ５７．１ （０．７） ５８．２ （０．８） ５８．８ （０．７） ５９．６ （０．８）
墨西哥 ６９．７ （０．９） ６４．６ （１．２） ７３．１ （０．７） ７９．９ （１．０）
荷兰 ６０．４ （１．２） ６５．２ （１．４） ５３．６ （１．１） ５７．６ （１．３）
新西兰 ６７．９ （０．９） ６７．９ （１．０） ５９．０ （１．０） ７４．１ （１．０）
挪威 ６０．４ （１．０） ６０．４ （１．１） ５７．７ （１．１） ６３．３ （１．４）
波兰 ５４．８ （１．１） ４４．９ （１．４） ５４．６ （１．０） ６２．６ （１．５）
葡萄牙 ７１．２ （１．０） ６９．２ （０．９） ６７．５ （１．１） ７８．１ （０．８）
斯洛伐克 ５２．３ （１．２） ａ ａ ５９．９ （１．０） ａ ａ
西班牙 ６４．７ （１．０） ６６．４ （１．２） ５９．７ （０．８） ６４．０ （１．２）
瑞典 ７０．８ （０．９） ６９．４ （１．０） ６１．７ （０．９） ７１．９ （０．９）
瑞士 ６０．５ （１．５） ６６．９ （１．２） ６８．７ （０．８） ６９．０ （０．９）
土耳其 ６８．０ （１．３） ａ ａ ６９．９ （１．１） ａ ａ
美国 ７１．４ （０．９） ６７．６ （１．２） ６３．０ （０．８） ７０．５ （１．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６３．１ （０．３） ６０．９ （０．４） ５９．０ （０．３） ６７．５ （０．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６２．３ （０．２） ６１．９ （０．２） ５９．５ （０．２） ６７．４ （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８１．０ （０．７） ７０．８ （１．２） ７５．８ （１．０） ７１．９ （１．０）
中国香港 ６８．５ （０．９） ５３．０ （０．８） ６０．３ （１．０） ６２．１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７８．０ （０．７） ６４．５ （１．１） ８１．０ （０．９） ７７．３ （０．９）
拉脱维亚 ６３．２ （１．０） ５５．１ （１．５） ６４．３ （１．２） ６１．２ （１．６）
列支敦士登 ５９．８ （２．６） ７１．２ （２．７） ６５．５ （２．４） ７０．０ （２．１）
中国澳门 ６３．６ （１．８） ａ ａ ５６．９ （１．７） ａ ａ
俄罗斯 ６６．６ （１．０） ６２．４ （１．１） ７０．６ （０．８） ７０．２ （０．９）
塞尔维亚 ５１．０ （１．２） ａ ａ ５５．３ （１．０） ａ ａ
泰国 ８２．６ （０．８） ５９．５ （１．３） ７８．９ （１．０） ７９．２ （０．９）
突尼斯 ７０．０ （０．９） ａ ａ ６２．５ （１．１） ａ ａ
乌拉圭 ７４．８ （１．０） ａ ａ ７２．６ （０．９）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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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ａ
校长对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的认识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指数 依该国（地区）影响校风学生因素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２ （０．０５）－１．１０ （０．０４）－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２） １．２５ （０．０９） ５００ （４．３） ５０７ （５．３） ５３５ （４．５） ５５５ （６．３）
奥地利 －０．０２ （０．０６）－１．１０ （０．０６）－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７） ４９１ （１０．３） ５０３ （９．４） ５１２ （８．５） ５１４ （８．９）
比利时 ０．３７ （０．０６）－１．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７６ （０．０２） １．７７ （０．０５） ４６１ （８．９） ５２１ （６．５） ５５５ （６．９） ５８１ （６．１）
加拿大 －０．４２ （０．０４）－１．４５ （０．０５）－０．７０ （０．０１）－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４） ５１７ （３．５） ５３３ （３．８） ５３１ （３．６） ５４８ （３．１）
捷克 ０．１９ （０．０４）－０．６９ （０．０４）－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４） ４９７ （７．６） ５１４ （８．９） ５２６ （６．４） ５２８ （８．５）
丹麦 ０．２６ （０．０５）－０．６０ （０．０４）－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７） ５０１ （６．０） ５１７ （５．２） ５１９ （４．６） ５２０ （５．３）
芬兰 －０．１０ （０．０５）－０．９０ （０．０４）－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６２ （０．０５） ５３６ （３．２） ５４１ （４．１） ５５２ （２．９） ５４８ （３．７）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０８ （０．０６）－１．３３ （０．０９）－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１．１０ （０．０７） ４３９ （８．７） ５０１ （９．２） ５３１ （７．２） ５４１ （７．８）
希腊 －０．３６ （０．１８）－２．３５ （０．１０）－０．８８ （０．０７） ０．３９ （０．０５） １．３９ （０．１２） ４３５ （１１．７） ４３８ （１１．６） ４４６ （７．６） ４５９ （１０．３）
匈牙利 ０．３２ （０．０８）－１．１６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７８ （０．０３） １．６２ （０．０８） ４５５ （９．５） ４７３ （８．７） ５０２ （６．９） ５３２ （６．６）
冰岛 ０．０６ （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０） １．２７ （０．０１） ５１０ （３．２） ５１２ （３．５） ５１９ （３．２） ５２２ （３．２）
爱尔兰 －０．２９ （０．０９）－１．３９ （０．１１）－０．５４ （０．０２）－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８５ （０．１０） ４８７ （７．２） ４９８ （５．３） ５１４ （５．８） ５１６ （４．９）
意大利 ０．００ （０．０６）－１．１８ （０．０４）－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２５ （０．０２） １．２５ （０．０６） ４３５ （６．８） ４６１ （７．１） ４７３ （７．５） ４９６ （９．５）
日本 ０．４７ （０．０７）－０．７８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７３ （０．０３） １．７６ （０．０８） ４６８ （７．９） ５２２ （１０．１） ５５４ （８．１） ５９２ （８．３）
韩国 ０．９５ （０．１３）－１．１０ （０．１８） ０．６９ （０．０４） １．６３ （０．０４） ２．５８ （０．０１） ５０６ （９．５） ５２８ （９．２） ５６０ （８．１） ５７５ （８．２）
卢森堡 －０．１４ （０．００）－０．８８ （０．０１）－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７４ （０．０１） ４８６ （２．３） ４７８ （２．５） ４９１ （２．４） ５１８ （２．６）
墨西哥 ０．２３ （０．０７）－１．０９ （０．０５）－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０２） １．５４ （０．０６） ３７０ （５．５） ３８４ （６．３） ３９１ （９．０） ３９８ （７．４）
荷兰 －０．１９ （０．０７）－１．１７ （０．０７）－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８０ （０．１１） ４８７ （８．８） ５２７ （９．９） ５６８ （９．７） ５６４ （１１．２）
新西兰 －０．３８ （０．０４）－１．３５ （０．０６）－０．６２ （０．０２）－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５） ５０５ （５．７） ５１６ （５．５） ５３２ （５．４） ５４６ （４．７）
挪威 －０．１５ （０．０５）－０．９９ （０．０５）－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６９ （０．０５） ４９３ （４．６） ４９４ （４．６） ４９１ （３．８） ４９９ （５．７）
波兰 －０．０４ （０．０６）－１．１０ （０．０７）－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６） ４８７ （５．５） ４９０ （４．５） ４９１ （５．６） ４９２ （５．０）
葡萄牙 －０．１２ （０．０７）－１．１５ （０．０８）－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８９ （０．０８） ４４６ （１０．３） ４８０ （５．９） ４６４ （６．２） ４７３ （６．５）
斯洛伐克 ０．３２ （０．０５）－０．７６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２） １．３０ （０．０６） ４７７ （８．５） ４９０ （６．９） ５０６ （８．３） ５２０ （５．６）
西班牙 －０．０１ （０．０７）－１．２９ （０．０７）－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０９） ４６８ （５．１） ４７５ （６．６） ４８２ （４．２） ５１６ （４．９）
瑞典 －０．０８ （０．０５）－１．００ （０．０６）－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０５） ４９９ （５．８） ５０８ （３．５） ５１２ （６．２） ５１７ （５．３）
瑞士 ０．００ （０．０８）－０．９４ （０．０５）－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１．１０ （０．０９） ５２２ （９．６） ５２３ （７．８） ５２７ （８．３） ５３４ （９．０）
土耳其 －０．３５ （０．１４）－２．２７ （０．１０）－０．８８ （０．０８） ０．３４ （０．０５） １．４１ （０．１０） ４１７ （１２．１） ４０９ （１１．３） ４１６ （１２．６） ４５３ （１８．３）
美国 －０．２６ （０．０６）－１．３１ （０．０６）－０．５０ （０．０２）－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８４ （０．０８） ４７１ （７．７） ４８２ （６．１） ４８３ （５．７） ５０５ （６．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１ （０．０２）－１．２８ （０．０２）－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１）１．３６ （０．０３） ４５９ （２．９） ４８３ （２．５） ４９６ （２．７） ５１７ （２．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２３ （０．０２）－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１．２７ （０．０２） ４７５ （１．９） ４９６ （１．３） ５０９ （１．６） ５１９ （１．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１７ （０．１０）－１．８３ （０．０８）－０．６６ （０．０５）　０．３３ （０．０３） １．４７ （０．０６） ３４１ （８．８） ３５１ （１０．４） ３４９ （９．９） ３８７ （１１．９）
中国香港 ０．３７ （０．１３）－２．０６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０５） １．１０ （０．０４） ２．３３ （０．０６） ５４０ （９．７） ５１９ （１０．０） ５４６ （１３．４） ５９４ （７．５）
印度尼西亚 －１．７６ （０．１３）－３．４１ （０．０４）－２．５９ （０．０３）－１．６４ （０．０６） ０．５９ （０．１０） ３６３ （８．８） ３５８ （７．１） ３４９ （７．８） ３７１ （７．９）
拉脱维亚 －０．１２ （０．０８）－１．３３ （０．１２）－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７） ４８３ （６．６） ４７５ （５．４） ４８９ （７．５） ４８７ （８．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０．５６ （０．０１）－２．５９ （０．０１）－１．３４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１．７１ （０．０１） ５３２ （５．２） ５２０ （８．４） ５１８ （４．８） ５３８ （４．６）
俄罗斯 －１．０５ （０．１１）－２．９２ （０．０９）－１．４６ （０．０６）－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７） ４４７ （９．１） ４６８ （６．５） ４６６ （８．１） ４９２ （７．２）
塞尔维亚 －０．６３ （０．０９）－１．８０ （０．０８）－０．９１ （０．０２）－０．３７ （０．０３） ０．５４ （０．０７） ４２３ （６．４） ４３０ （８．３） ４４４ （９．０） ４５０ （９．５）
泰国 ０．３０ （０．０７）－０．６７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５６ （０．０２） １．２６ （０．０７） ４１２ （６．２） ４２４ （６．３） ４１８ （６．３） ４１３ （７．２）
突尼斯 －１．２１ （０．１１）－２．９２ （０．０８）－１．７６ （０．０４）－０．７４ （０．０６） ０．５９ （０．０９） ３７０ （７．５） ３５９ （８．２） ３６０ （７．０） ３４８ （７．３）
乌拉圭 ０．５２ （０．０７）－０．８５ （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８１ （０．０６） ３９８ （８．１） ４２３ （１０．３） ４１８ （７．６） ４５０ （７．２）

英国１ －０．２０ （０．０５）－１．２８ （０．０５）－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９０ （０．１０） ４６８ （５．２） ５０２ （４．１） ５２４ （５．０） ５４２ （５．８）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指数
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应的

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
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变异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２．５ （３．０８） １．５ （０．１２） ４．９ （１．２０）
奥地利 １０．７ （４．９５） １．２ （０．２０） １．０ （１．０４）
比利时 ４２．１ （３．３４） ２．７ （０．２８） １７．７ （２．６２）
加拿大 １４．３ （１．９０） １．４ （０．０８） ２．０ （０．５７）
捷克 １９．１ （６．４４） １．４ （０．２０） ２．０ （１．３７）
丹麦 ９．８ （４．４０） １．３ （０．１３） ０．７ （０．５９）
芬兰 ８．８ （２．８０） １．２ （０．０８） ０．４ （０．２７）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０．４ （４．３７） ２．８ （０．３４） １４．７ （３．０６）
希腊 ７．０ （４．２３） １．２ （０．２３） １．２ （１．４８）
匈牙利 ２１．２ （５．６２） １．８ （０．２７） ６．４ （３．０２）
冰岛 ５．１ （１．７９） １．２ （０．０８） ０．３ （０．１９）
爱尔兰 １１．８ （３．３３） １．３ （０．１９） １．６ （０．９２）
意大利 ２５．５ （３．９１） １．７ （０．２１） ６．３ （１．９３）
日本 ４８．１ （４．０６） ２．８ （０．３６） ２２．４ （３．４８）
韩国 １８．７ （３．４４） １．９ （０．３１） ８．７ （３．１０）
卢森堡 １６．９ （１．６１） １．２ （０．０８） １．４ （０．２７）
墨西哥 ９．９ （３．８６） １．３ （０．１２） １．４ （１．０９）
荷兰 ３９．６ （７．２７） ２．５ （０．４２） １２．０ （４．０８）
新西兰 １９．２ （３．６８） １．４ （０．１３） ２．２ （０．８６）
挪威 ２．２ （４．０８） １．１ （０．１０） ０．０ （０．１２）
波兰 ２．９ （３．３５） １．０ （０．１０） ０．１ （０．１７）
葡萄牙 ８．０ （５．７３） １．６ （０．２７） ０．６ （０．８１）
斯洛伐克 １９．５ （５．２１） １．４ （０．１９） ３．１ （１．５７）
西班牙 １７．５ （２．５８） １．４ （０．１３） ４．６ （１．６２）
瑞典 ９．４ （４．１３） １．２ （０．１１） ０．５ （０．４６）
瑞士 ８．４ （５．７０） １．１ （０．１４） ０．５ （０．６５）
土耳其 １０．３ （６．２７） １．０ （０．１８） ２．０ （２．３８）
美国 １７．９ （３．８９） １．３ （０．１７） ２．７ （１．２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２．９ （１．３２） １．５ （０．０７） ５．３ （０．６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８．９ （０．９９） １．５ （０．０４） ３．６ （０．３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３．０ （４．５３） １．２ （０．１８） ２．８ （１．９５）
中国香港 ９．６ （３．２５） １．２ （０．２０） ２．８ （１．７９）
印度尼西亚 ２．０ （２．６５） １．０ （０．１４） ０．２ （０．５１）
拉脱维亚 ２．２ （３．８８） １．０ （０．１０） ０．１ （０．２２）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２．５ （１．４５） １．０ （０．１０） ０．３ （０．２８）
俄罗斯 １０．６ （３．１６） １．５ （０．２１） ２．５ （１．４８）
塞尔维亚 １３．２ （４．９９） １．３ （０．１７） ２．１ （１．５２）
泰国 １．３ （５．００） １．０ （０．１２） ０．０ （０．２７）
突尼斯 －４．１ （２．９７） ０．８ （０．１２） ０．５ （０．７２）
乌拉圭 １７．４ （３．６９） １．５ （０．１９） ３．４ （１．３７）

英国１ ３３．４ （３．５０） ２．０ （０．１６） １０．３ （１．９６）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量表已经过反转，因此正值和比较高的值表示与学生有关的学校风

气比较积极。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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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中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

其校长报告下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十分妨碍学生学习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学生缺席 学生扰乱课堂 学生逃课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１．８ （２．８） ４１．８ （３．４） ３７．１ （３．０） ３６．４ （３．６） １９．８ （２．２） ２０．３ （３．０）
奥地利 ５３．０ （４．０） ５７．８ （３．８） ３８．４ （４．２） ４５．１ （４．１） ４２．５ （３．８） ４６．３ （４．１）
比利时 ３３．８ （２．７） ２５．８ （２．６） ２６．３ （２．４） ３４．８ （３．２） ２１．２ （２．４） ２２．３ （２．７）
加拿大 ６５．５ （２．６） ５６．９ （１．８） ３４．０ （２．７） ２８．４ （１．８） ５７．６ （２．４） ４５．０ （１．８）
捷克 ６４．７ （３．２） ５４．３ （３．７） ３６．２ （２．９） ２７．６ （２．９） ２４．２ （２．８） ２２．０ （２．８）
丹麦 ３９．４ （３．７） １９．７ （２．５） ４１．７ （３．２） ２０．７ （３．２） １４．４ （２．３） ６．８ （１．７）
芬兰 ５６．１ （３．７） ７２．９ （３．９） ３８．５ （３．８） ６０．０ （４．４） ３４．１ （３．８） ５８．４ （３．９）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３４．６ （３．０） ３４．７ （３．１） ５０．７ （３．５） ５５．３ （３．５） ２５．４ （３．１） ２６．１ （２．８）
希腊 ６５．７ （５．６） ８３．４ （３．５） ５２．１ （５．９） ５５．３ （４．８） ４６．５ （５．２） ６５．９ （３．９）
匈牙利 ５６．３ （３．３） ６０．４ （３．７） ４１．６ （３．８） ４５．７ （３．７） ２６．０ （３．９） ３０．６ （３．７）
冰岛 ３８．２ （０．２） ４８．３ （０．２） ６２．０ （０．２） ５７．５ （０．２） ２７．８ （０．２） ４０．０ （０．２）
爱尔兰 ６３．１ （４．４） ６８．２ （４．４） ４６．８ （４．２） ４６．０ （３．９） ２１．４ （３．８） ２３．３ （３．７）
意大利 ６７．８ （３．３） ６５．２ （３．９） ４０．８ （３．３） ４１．７ （３．９） ６３．３ （３．２） ６２．６ （３．６）
日本 ３８．５ （３．８） ３９．０ （４．３） １２．６ （２．６） ８．８ （２．４） ２２．５ （３．０） １８．０ （３．１）
韩国 １７．４ （３．０） １９．７ （２．７） １７．８ （３．１） １６．７ （２．９） １２．９ （２．９） １４．２ （２．７）
卢森堡 ３９．２ （０．１） ４１．３ （０．２） ４５．２ （０．１） ６８．０ （０．０） ２５．１ （０．１） ２４．７ （０．０）
墨西哥 ４４．４ （２．９） ５３．１ （４．２） ２６．７ （３．３） ３０．３ （４．２） ３２．３ （３．４） ３２．６ （３．４）
荷兰 ４３．２ （４．３） ２９．９ （４．５） ４３．３ （４．３） ３４．１ （５．４） ３０．１ （４．０） ２１．６ （４．１）
新西兰 ６３．４ （２．９） ５０．６ （３．２） ４１．３ （３．０） ３１．３ （３．５） ３８．０ （２．９） ２８．２ （３．２）
挪威 ３７．０ （３．７） ３５．７ （３．５） ７３．８ （３．６） ６９．０ （３．３） ２０．３ （３．０） ２１．１ （３．３）
波兰 ４６．９ （３．６） ６０．０ （５．０） ３９．９ （４．２） ２３．１ （３．５） ４４．６ （３．６） ５５．４ （４．９）
葡萄牙 ６１．２ （４．１） ６２．１ （４．０） ３４．６ （４．１） ６２．４ （４．３） ５０．０ （４．０） ７０．１ （３．７）
斯洛伐克 ６１．４ （３．３） ａ ａ ３９．９ （３．６）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西班牙 ４４．２ （３．２） ３７．０ （３．３） ５９．３ （２．９） ６３．６ （３．８） ３８．４ （３．２） ３７．２ （３．４）
瑞典 ４８．５ （４．１） ４２．９ （４．２） ５０．４ （３．８） ４６．８ （４．１） ２８．２ （３．３） ２８．６ （３．８）
瑞士 ２７．２ （４．２） ２５．６ （３．３） ５１．７ （４．２） ４８．５ （３．９） １０．７ （２．０） １４．５ （２．７）
土耳其 ６９．９ （４．６） ａ ａ ４５．７ （４．９） ａ ａ ４４．６ （４．６） ａ ａ
美国 ６９．０ （３．１） ５８．２ （４．２） ２７．２ （２．７） １９．２ （４．０） ３５．７ （３．２） ３１．２ （４．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９ （０．９） ４８．０ （１．３） ３１．４ （０．９） ３０．１ （１．２） ３０．６ （０．９） ３０．３ （１．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８．４ （０．６） ４７．７ （０．７） ４０．０ （０．６） ４１．３ （０．８） ３０．３ （０．６） ３２．４ （０．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０．８ （３．６） ５６．０ （３．４） ４４．５ （３．６） ４７．７ （３．６） ４５．０ （３．９） ５１．８ （３．６）
中国香港 ２７．３ （３．５） ２５．６ （３．７） ３１．３ （３．７） ２９．２ （３．９） ２０．８ （３．４） ８．４ （２．５）
印度尼西亚 ７９．９ （３．２） ４４．２ （４．８） ７８．９ （３．６） ２１．０ （４．１） ７２．２ （３．６） ３６．４ （３．９）
拉脱维亚 ７９．１ （３．４） ６６．５ （４．７） ２４．４ （３．８） ２４．２ （３．９） ５７．２ （４．２） ６８．６ （４．２）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６１．９ （０．３） ａ ａ ５４．５ （０．３） ａ ａ ５１．２ （０．３） ａ ａ
俄罗斯 ９０．５ （２．２） ８６．５ （２．０） ４１．４ （３．７） ４３．２ （３．５） ８５．９ （２．５） ８６．４ （２．６）
塞尔维亚 ９０．２ （２．７） ａ ａ ４５．３ （４．０） ａ ａ ８１．６ （３．６） ａ ａ
泰国 ４５．４ （３．８） ５８．６ （４．１） １８．８ （２．５） ２８．５ （３．９） １８．８ （３．３） ２９．９ （３．８）
突尼斯 ８３．９ （３．２） ａ ａ ７８．２ （３．３） ａ ａ ６６．９ （４．０） ａ ａ
乌拉圭 ５７．６ （３．４） ａ ａ １２．１ （２．５） ａ ａ ４２．０ （４．１）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

其校长报告下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十分妨碍学生学习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学生不尊重老师 学生喝酒或吸毒 学生威胁或欺负其他同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１．８ （２．４） ２６．３ （３．７） ５．８ （１．３） ３．８ （１．３） ２３．８ （２．６） ２１．０ （３．０）
奥地利 １７．１ （３．１） １７．４ （３．２） ８．６ （２．２） ４．５ （１．５） １４．８ （２．５） １６．５ （３．０）
比利时 １７．６ （２．３） ２５．７ （３．２） ７．３ （１．９） ７．０ （１．７） １４．１ （２．４） １３．４ （２．０）
加拿大 ２４．８ （２．４） １９．６ （１．４） ３２．０ （２．１） ２１．７ （１．８） １８．１ （２．０） １１．１ （１．１）
捷克 １６．４ （２．４） １３．９ （２．４） １．９ （０．９） １．６ （０．９） ２．１ （０．９） ａ ａ
丹麦 １２．５ （２．３） ６．４ （１．９） ０．８ （０．６） ０．７ （０．５） ６．９ （１．７） ３．１ （１．２）
芬兰 １２．４ （２．５） ２４．６ （３．７） ３．８ （１．６） ５．４ （１．９） ７．４ （２．０） １３．９ （２．５）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２２．２ （３．２） ２０．４ （２．４） ９．０ （１．８） ４．１ （１．８） ２４．０ （２．９） １６．１ （２．５）
希腊 ４７．３ （５．４） ６２．５ （４．３） ３１．３ （５．７） ５７．５ （４．６） ２３．４ （５．３） ４５．７ （５．０）
匈牙利 １４．０ （３．２） １８．７ （２．６） ５．７ （２．０） ５．６ （１．７） ８．２ （２．３） ７．８ （１．８）
冰岛 ２２．１ （０．２） ２５．７ （０．２） ５．２ （０．１） １５．０ （０．１） ２４．６ （０．１） ２３．０ （０．１）
爱尔兰 ２２．８ （４．２） ３１．３ （４．０） ２４．１ （４．０） ９．６ （２．７） ２０．８ （３．６） １６．５ （３．５）
意大利 １７．０ （２．８） １９．０ （３．０） ０．７ （０．３） １．１ （０．８） ７．８ （１．７） ４．１ （１．６）
日本 ３１．７ （３．２） ２９．１ （４．２） ０．７ （０．７） ａ ａ ７．３ （２．３） ４．９ （１．８）
韩国 ２３．４ （３．６） ２８．７ （４．４） １３．１ （３．２） １．７ （１．２） １３．５ （３．２） ３．５ （１．５）
卢森堡 １５．８ （０．１） １７．０ （０．０） ８．７ （０．０） １１．６ （０．０） １５．２ （０．０） ２７．２ （０．０）
墨西哥 １３．５ （１．８） １５．８ （２．５） ７．８ （１．１） １１．１ （２．６） ２４．０ （３．２） １８．８ （３．３）
荷兰 ２８．４ （４．３） ２７．６ （４．８） ７．１ （２．９） ７．０ （２．３） ２１．８ （３．９） ２７．０ （４．８）
新西兰 ２４．４ （３．１） １８．７ （２．７） ２０．１ （２．４） １５．１ （２．５） １５．０ （２．６） １０．２ （２．４）
挪威 ３５．５ （３．８） ４２．９ （３．５） ３．４ （１．４） ３．０ （１．５） １２．２ （２．７） １９．０ （３．２）
波兰 ２０．８ （３．２） １１．１ （３．１） ９．６ （２．３） １３．５ （３．３） ７．５ （２．２） ８．６ （２．８）
葡萄牙 １６．０ （３．０） ３２．７ （４．４） ２．７ （１．３） ３．２ （１．７） ９．３ （２．６） １０．８ （２．９）
斯洛伐克 １２．４ （１．９） ａ ａ ３．９ （１．８） ａ ａ ５．１ （１．３） ａ ａ
西班牙 ３３．８ （３．４） ２８．１ （３．４） ４．７ （１．４） ４．９ （１．９） １３．２ （２．４） １７．６ （３．８）
瑞典 ２５．２ （３．４） ２６．６ （３．６） ４．６ （１．６） ２．４ （１．２） １６．６ （２．６） ９．３ （２．４）
瑞士 １７．４ （３．６） １６．６ （２．８） １９．３ （２．８） １０．８ （２．３） ２４．４ （３．９） ２４．０ （３．５）
土耳其 ３７．１ （５．０） ａ ａ ２２．３ （３．９） ａ ａ ３２．０ （４．７） ａ ａ
美国 ２２．１ （２．８） ２６．４ （４．３） ２１．３ （３．１） １７．３ （３．３） １４．２ （２．４） ７．３ （２．４）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２．５ （０．８） ２３．９ （１．３） １１．４ （０．８） ９．０ （０．８） １４．９ （０．８） １０．３ （０．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２．０ （０．６） ２４．１ （０．６） ９．９ （０．４） ８．８ （０．４） １４．８ （０．４） １４．１ （０．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９．７ （３．５） ３２．２ （３．４） ２０．８ （３．１） １４．６ （２．５） ２６．０ （３．９） ２４．５ （３．１）
中国香港 ２７．８ （３．５） ２２．１ （３．５） １７．８ （３．３） １．６ （１．１） ２４．８ （３．３） ９．８ （２．７）
印度尼西亚 ６８．５ （３．５） ２９．７ （４．０） ６７．４ （４．０） ２２．６ （４．４） ６３．８ （３．８） １７．８ （３．４）
拉脱维亚 １４．２ （３．１） １３．４ （３．２） １０．７ （２．７） １．４ （１．２） ７．５ （２．３） ０．２ （０．２）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５６．２ （０．２） ａ ａ ３９．２ （０．３） ａ ａ ３１．８ （０．３） ａ ａ
俄罗斯 ４８．８ （４．０） ５４．６ （３．６） ４１．３ （４．３） ３５．４ （３．０） ４０．７ （４．０） ３２．７ （３．４）
塞尔维亚 ３３．７ （４．０） ａ ａ ２４．３ （３．７） ａ ａ １２．１ （２．８） ａ ａ
泰国 ８．０ （２．２） １１．９ （２．７） １．８ （１．０） ６．８ （２．０） ４．１ （１．５） １０．８ （３．８）
突尼斯 ５８．１ （４．２） ａ ａ ４５．１ （３．８） ａ ａ ４２．６ （４．０） ａ ａ
乌拉圭 １６．７ （２．５） ａ ａ ７．４ （２．０） ａ ａ １１．５ （２．０）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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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ａ

数学课纪律风气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数学课纪律风气指数 依该国（地区）纪律风气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１ （０．０２）－１．２９ （０．０１）－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０） １．３２ （０．０１） ４９８ （２．６） ５１４ （２．７７） ５３２ （２．８２） ５６０ （３．１）
奥地利 ０．２１ （０．０３）－１．２１ （０．０２）－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５５ （０．０１） １．７４ （０．０２） ４８０ （４．９） ４９２ （４．１２） ５２０ （４．０４） ５４０ （４．９）
比利时 ０．０４ （０．０２）－１．２６ （０．０１）－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２） ５０８ （３．７） ５２６ （３．７６） ５４９ （２．８３） ５７３ （３．２）
加拿大 ０．０２ （０．０１）－１．１８ （０．０１）－０．２７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０） １．２７ （０．０１） ５１５ （２．５） ５２８ （２．３１） ５４２ （２．２６） ５６０ （２．４）
捷克 －０．０１ （０．０３）－１．２７ （０．０２）－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２４ （０．０２） ５０２ （５．０） ５１４ （４．１２） ５２８ （４．０４） ５４８ （４．６）
丹麦 －０．０８ （０．０２）－１．１８ （０．０２）－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２） ５０５ （３．８） ５０９ （３．８９） ５２１ （４．０２） ５３２ （４．０）
芬兰 －０．１５ （０．０２）－１．２５ （０．０１）－０．４３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２） ５３３ （３．０） ５３９ （３．３３） ５４６ （２．５０） ５６１ （２．８）
法国 －０．１３ （０．０３）－１．４８ （０．０２）－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３２ （０．０２） ４９８ （４．１） ５０５ （３．８１） ５１７ （４．２９） ５３５ （４．１）
德国 ０．３０ （０．０３）－１．１４ （０．０２）－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１） １．７９ （０．０２） ４８３ （５．２） ５０３ （４．７６） ５３１ （４．０８） ５３９ （４．１）
希腊 －０．２２ （０．０３）－１．２１ （０．０１）－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２） ４３６ （４．１） ４３５ （４．０４） ４５０ （５．００） ４６７ （５．６）
匈牙利 ０．１７ （０．０３）－１．０６ （０．０２）－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１） １．４２ （０．０２） ４７０ （４．３） ４７５ （４．１７） ４９７ （４．２５） ５２２ （４．５）
冰岛 －０．１５ （０．０１）－１．２２ （０．０２）－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９０ （０．０２） ５０１ （３．２） ５１２ （３．３０） ５２３ （２．５９） ５２９ （２．９）
爱尔兰 ０．２７ （０．０３）－１．２２ （０．０２）－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６７ （０．０１） １．７０ （０．０２） ４８２ （４．０） ４９８ （３．９９） ５０９ （３．５２） ５２６ （４．０）
意大利 －０．１０ （０．０３）－１．４０ （０．０２）－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４５２ （４．６） ４５５ （４．２２） ４７１ （４．１７） ４８７ （４．４）
日本 ０．４４ （０．０３）－０．７２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７５ （０．０１） １．６０ （０．０２） ４８９ （５．７） ５３０ （５．３６） ５５１ （５．００） ５７２ （５．１）
韩国 ０．１２ （０．０２）－０．８９ （０．０１）－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１） ５２１ （４．３） ５４０ （３．８０） ５５４ （４．２２） ５５４ （４．３）
卢森堡 －０．２１ （０．０２）－１．４９ （０．０２）－０．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４７７ （２．８） ４８５ （３．１５） ５０３ （２．６９） ５１６ （３．０）
墨西哥 ０．００ （０．０２）－１．１１ （０．０２）－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０） １．１５ （０．０１） ３６５ （４．４） ３８６ （４．２７） ３９８ （４．２８） ４１１ （４．５）
荷兰 －０．１３ （０．０３）－１．２６ （０．０３）－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０３ （０．０２） ５３２ （４．２） ５３５ （５．１５） ５４７ （４．５０） ５６６ （４．０）
新西兰 －０．１７ （０．０２）－１．４３ （０．０２）－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１２ （０．０２） ５０１ （３．９） ５１８ （３．２７） ５３０ （３．４５） ５５５ （３．６）
挪威 －０．２４ （０．０２）－１．２６ （０．０２）－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７ （０．０２） ４８３ （３．７） ４９３ （３．５１） ５０７ （４．０８） ５０９ （３．９）
波兰 ０．１０ （０．０４）－１．１５ （０．０２）－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３８ （０．０２） ４７９ （４．３） ４８０ （４．３２） ４９１ （３．５５） ５１４ （３．４）
葡萄牙 ０．０１ （０．０２）－１．０９ （０．０２）－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２） ４３７ （５．０） ４５９ （５．２８） ４７８ （３．９９） ４９３ （３．８）
斯洛伐克 －０．１０ （０．０２）－１．２５ （０．０２）－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１．０７ （０．０２） ４８４ （４．６） ４９６ （４．５８） ５００ （４．１７） ５１７ （３．５）
西班牙 －０．０４ （０．０３）－１．２２ （０．０２）－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０２） ４６５ （３．８） ４７８ （３．４６） ４９３ （２．８３） ５１１ （３．７）
瑞典 －０．０５ （０．０３）－１．１３ （０．０２）－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３） ４９１ （４．１） ５０７ （２．９８） ５１６ （３．１４） ５２７ （４．３）
瑞士 ０．１０ （０．０３）－１．１７ （０．０２）－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２） ５０２ （６．５） ５１６ （４．２０） ５４２ （４．２０） ５５２ （４．１）
土耳其 －０．１２ （０．０３）－１．２６ （０．０２）－０．３７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１．０２ （０．０２） ３９７ （６．１） ４１３ （５．８９） ４３３ （７．０５） ４７０ （１１．１）
美国 ０．１２ （０．０２）－１．１４ （０．０２）－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１） １．４４ （０．０２） ４４５ （３．９） ４７８ （３．５９） ４９９ （３．８１） ５１８ （３．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９ （０．０１）－１．１７ （０．０１）－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０）　１．３８ （０．０１） ４６１ （１．６） ４８２ （１．４３） ５００ （１．２６） ５２６ （１．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２３ （０．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０）　１．２８ （０．００） ４８０ （０．９） ４９３ （０．８４） ５０８ （０．７７） ５３０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３５ （０．０２）－１．２７ （０．０１）－０．５９ （０．０１）－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６２ （０．０２） ３３６ （５．３） ３５２ （４．７９） ３７１ （５．５０） ３８７ （７．０）
中国香港 ０．１５ （０．０３）－０．９７ （０．０３）－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２） ５２３ （６．８） ５４３ （４．７７） ５５３ （４．６３） ５８５ （４．３）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７ （０．０２）－１．０５ （０．０１）－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２６ （０．０１） １．３０ （０．０２） ３４１ （５．０） ３６４ （４．７８） ３７９ （４．９３） ３６７ （４．１）
拉脱维亚 ０．３０ （０．０４）－０．９１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０１） １．６０ （０．０２） ４６６ （６．１） ４７６ （４．６６） ４８８ （４．０６） ５０６ （５．０）
列支敦士登 ０．２３ （０．０５）－１．１８ （０．０６）－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２） １．７９ （０．０５） ４９９ （１０．１） ５１２ （１０．７６） ５５０ （１０．６１） ５８１ （１０．０）
中国澳门 ０．０９ （０．０２）－０．８２ （０．０３）－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０３） ５１７ （６．１） ５１８ （７．１８） ５１９ （５．９６） ５５６ （６．８）
俄罗斯 ０．５０ （０．０４）－０．８１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８２ （０．０１） １．８５ （０．０２） ４３９ （５．０） ４６１ （５．１３） ４７７ （４．５７） ５０２ （４．６）
塞尔维亚 －０．０９ （０．０２）－１．２７ （０．０２）－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０２） ４２０ （４．０） ４３６ （４．８０） ４４５ （４．３９） ４６２ （４．４）
泰国 ０．００ （０．０３）－１．０４ （０．０２）－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０） １．０８ （０．０４） ３９０ （３．７） ４１０ （３．８９） ４２６ （４．０７） ４４３ （３．９）
突尼斯 －０．０８ （０．０３）－１．２２ （０．０１）－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３４７ （３．５） ３５５ （３．２９） ３６９ （３．４０） ３７３ （５．１）
乌拉圭 －０．０３ （０．０２）－１．２３ （０．０２）－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２） ４０４ （４．６） ４１７ （４．５５） ４４０ （４．３２） ４５１ （４．９）

英国１ －０．０１ （０．０３）－１．４２ （０．０２）－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４１ （０．０２） ４７５ （３．６） ４９３ （３．４５） ５１８ （３．２１） ５４９ （４．４）

国家（地区）

纪律风气指数每变化一个
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学生
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数学成绩

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１．０ （１．０７） １．６ （０．０６） ５．３ （０．４９）
奥地利 １９．３ （２．０３） １．６ （０．１１） ５．９ （１．２３）
比利时 ２３．５ （１．５７） １．６ （０．０９） ５．９ （０．７１）
加拿大 １７．３ （０．９２） １．５ （０．０６） ３．７ （０．４０）
捷克 １６．７ （２．０５） １．６ （０．１０） ３．３ （０．７９）
丹麦 １０．４ （２．０７） １．２ （０．０８） １．１ （０．４３）
芬兰 １０．４ （１．５０） １．３ （０．０６） １．３ （０．３６）
法国 １２．１ （１．８３） １．３ （０．０９） ２．２ （０．６２）
德国 １８．６ （１．７３） １．８ （０．１３） ５．０ （０．８９）
希腊 １４．１ （２．９５） １．１ （０．０７） １．５ （０．６２）
匈牙利 ２０．３ （２．３０） １．４ （０．０９） ４．６ （０．９８）
冰岛 １２．６ （１．７１） １．４ （０．０９） １．５ （０．４０）
爱尔兰 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６ （０．１１） ４．５ （０．９１）
意大利 １２．５ （１．７９） １．２ （０．０８） １．８ （０．５０）
日本 ３２．７ （２．９１） ２．２ （０．１６） ９．３ （１．７２）
韩国 １４．７ （２．１７） １．５ （０．０９） １．８ （０．４７）
卢森堡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 （０．０８） ２．８ （０．５４）
墨西哥 １８．９ （２．０５） １．６ （０．０９） ４．１ （０．８１）
荷兰 １２．４ （２．３６） １．３ （０．０９） １．７ （０．６１）
新西兰 １７．９ （１．６０） １．６ （０．１０） ３．５ （０．６１）
挪威 １１．８ （１．８５） １．４ （０．０８） １．２ （０．３８）
波兰 １３．５ （１．９８） １．３ （０．０８） ２．３ （０．６７）
葡萄牙 ２３．７ （２．０８） １．８ （０．１０） ５．８ （０．８９）
斯洛伐克 １３．６ （１．５９） １．３ （０．０８） １．８ （０．３９）
西班牙 １６．９ （１．６７） １．５ （０．０９） ３．６ （０．７５）
瑞典 １５．４ （２．０９） １．４ （０．０９） ２．２ （０．６０）
瑞士 １７．３ （２．５６） １．６ （０．１３） ３．５ （１．０９）
土耳其 ３０．０ （４．３７） １．５ （０．１０） ７．１ （１．６０）
美国 ２５．８ （１．４０） １．９ （０．１０） ７．９ （０．８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３．４ （０．６５） １．７ （０．０４） ５．４ （０．２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８．３ （０．３８） １．５ （０．０２） ３．４ （０．１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３．９ （３．１９） １．５ （０．０９） ３．５ （０．９０）
中国香港 ２３．１ （２．２６） １．７ （０．１０） ４．７ （０．８４）
印度尼西亚 １０．７ （１．９４） １．５ （０．０８） １．６ （０．５５）
拉脱维亚 １５．２ （２．２５） １．４ （０．１０） ２．９ （０．８２）
列支敦士登 ２７．４ （４．７０） ２．２ （０．３３） １０．３ （３．４３）
中国澳门 １８．７ （４．２８） １．５ （０．１８） ２．５ （１．１０）
俄罗斯 ２１．７ （２．０２） １．７ （０．１２） ６．２ （１．０５）
塞尔维亚 １６．９ （１．８５） １．６ （０．０９） ３．７ （０．７７）
泰国 ２２．６ （１．９４） １．７ （０．１０） ５．６ （０．９９）
突尼斯 １０．２ （２．３６） １．５ （０．０８） １．５ （０．６８）
乌拉圭 １８．６ （２．０２） １．５ （０．０９） ３．４ （０．７１）

英国１ ２４．７ （１．４８） １．８ （０．１１） ９．１ （１．０６）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量表已经过反转，因此正值和比较高的值表示学生感受到的纪律风

气比较积极。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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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数学）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语文）的纪律风气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家（地区）

数学课和语文课的纪律风气１

报告下述现象每节或大多数课堂上发生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学生不听老师的话 课堂嘈杂无序 教师等待学生安静下来要很长时间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３．５ （０．７） ２１．３ （０．９） ４１．８ （０．８） ３３．５ （０．７） ３１．９ （０．７） ３１．４ （１．０）
奥地利 ３０．９ （１．０） ２１．０ （０．８） ２７．２ （１．１） ３０．９ （１．０） ３３．０ （１．２） ３２．０ （１．３）
比利时 ２７．６ （０．７） ２４．１ （０．９） ３７．４ （０．９） ２７．６ （０．７） ３４．１ （０．８） ３５．４ （１．３）
加拿大 ２８．９ （０．５） ２２．９ （０．４） ３８．８ （０．７） ２８．９ （０．５） ２７．８ （０．６） ３５．２ （０．６）
捷克 ３６．０ （１．２） ２６．１ （１．０） ３３．７ （１．４） ３６．０ （１．２） ３３．６ （１．４） ３２．３ （１．４）
丹麦 ３２．１ （０．９） １９．７ （０．９） ４３．２ （１．３） ３２．１ （０．９） ２７．６ （１．２） ２７．７ （１．２）
芬兰 ３６．２ （０．９） ３０．０ （０．９） ４８．２ （１．１） ３６．２ （０．９） ３４．８ （１．１） ３９．５ （１．２）
法国 ３３．１ （０．８） ２７．９ （０．９） ４５．５ （１．１） ３３．１ （０．８） ３８．０ （１．１） ３５．６ （１．１）
德国 ２２．２ （０．８） ２４．１ （０．８） ２５．３ （１．０） ２２．２ （０．８） ３１．５ （１．１） ３６．２ （１．１）
希腊 ３５．０ （１．３） ２９．７ （１．０） ４３．０ （１．４） ３５．０ （１．３） ３５．３ （１．３） ４３．２ （１．２）
匈牙利 ２７．７ （１．１） ２２．５ （１．１） ２８．５ （１．１） ２７．７ （１．１） ２９．８ （１．３） ３４．３ （１．５）
冰岛 ３０．６ （０．７） ２０．０ （０．７） ４０．８ （０．８） ３０．６ （０．７） ３６．１ （０．８） ３３．８ （０．７）
爱尔兰 ３２．２ （０．９） ２５．１ （０．９） ３１．６ （１．２） ３２．２ （０．９） ２５．４ （１．０） ２９．２ （１．２）
意大利 ３６．７ （１．０） ３５．５ （１．１） ４１．７ （１．３） ３６．７ （１．０） ３８．６ （１．２） ４８．６ （１．３）
日本 １９．１ （０．９） １７．４ （１．２） １６．９ （１．０） １９．１ （０．９） １３．７ （０．８） ９．５ （０．９）
韩国 ２７．３ （０．９） ３２．１ （１．１） ａ ａ ２７．３ （０．９） １８．９ （０．７） １７．５ （０．９）
卢森堡 ３５．２ （０．７） ２５．６ （０．８） ４８．４ （０．８） ３５．２ （０．７） ４２．８ （０．８） ３１．６ （０．７）
墨西哥 ２８．５ （０．７） １９．６ （０．８） ２６．８ （０．８） ２８．５ （０．７） ２６．３ （１．０） ２９．０ （１．１）
荷兰 ２７．２ （１．０） ２０．８ （１．１） ４１．６ （１．３） ２７．２ （１．０） ３６．３ （１．３） ３９．０ （１．７）
新西兰 ３８．４ （０．７） ２３．６ （０．９） ４７．４ （０．９） ３８．４ （０．７） ３７．１ （０．９） ３３．５ （１．０）
挪威 ３４．０ （０．９） ２７．６ （１．０） ４１．２ （１．２） ３４．０ （０．９） ３５．９ （１．１） ４２．２ （１．６）
波兰 ３３．１ （１．２） ２０．２ （１．０） ２６．９ （１．３） ３３．１ （１．２） ３０．４ （１．３） ２６．７ （１．４）
葡萄牙 ２８．１ （０．８） ２０．６ （０．７） ３５．１ （１．１） ２８．１ （０．８） ３０．２ （１．０） ２５．２ （０．９）
斯洛伐克 ３９．１ （０．９） ａ ａ ３４．２ （０．９） ３９．１ （０．９） ３４．１ （０．９） ａ ａ
西班牙 ２９．６ （１．０） ２５．０ （０．９） ３５．１ （１．２） ２９．６ （１．０） ３５．７ （１．２） ４０．８ （１．５）
瑞典 ２５．９ （０．９） ２９．２ （０．９） ３５．９ （１．２） ２５．９ （０．９） ３２．７ （１．１） ４３．４ （１．３）
瑞士 ２７．６ （０．９） １８．４ （０．８） ３２．７ （１．１） ２７．６ （０．９） ３２．４ （１．０） ２７．７ （１．１）
土耳其 ２３．９ （１．１） ａ ａ ３２．８ （１．１） ２３．９ （１．１） ３５．５ （１．１） ａ ａ
美国 ３２．０ （０．８） ２６．２ （１．１） ３４．０ （０．９） ３２．０ （０．８） ２６．１ （０．８） ２７．５ （１．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９．３ （０．３） ２４．２ （０．４） ３２．７ （０．４） ２９．３ （０．３） ２８．４ （０．３） ２８．８ （０．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０．９ （０．２） ２４．２ （０．２） ３６．５ （０．２） ３０．９ （０．２） ３２．０ （０．２） ３２．９ （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４．６ （１．１） ２９．５ （０．９） ３８．０ （１．１） ３４．６ （１．１） ３８．２ （１．０） ３６．８ （１．４）
中国香港 ２０．５ （０．８） ２７．８ （１．０） １７．３ （０．８） ２０．５ （０．８） １８．９ （０．９） ２１．０ （０．８）
印度尼西亚 ２５．２ （０．８） １５．７ （０．９） ３２．３ （０．９） ２５．２ （０．８） ３７．５ （１．０） ５１．３ （１．１）
拉脱维亚 ２６．７ （１．０） １９．０ （１．０） ２０．０ （１．２） ２６．７ （１．０） ２０．４ （１．１） １９．４ （１．１）
列支敦士登 ２６．２ （２．５） １４．９ （２．０） ２７．８ （２．１） ２６．２ （２．５） ３３．０ （２．５） ２５．４ （１．９）
中国澳门 １８．４ （１．３） ａ ａ １５．５ （１．１） １８．４ （１．３） １７．５ （１．１） ａ ａ
俄罗斯 ２１．９ （０．９） １６．３ （０．６） １６．０ （０．９） ２１．９ （０．９） １８．５ （１．０） １９．２ （０．９）
塞尔维亚 ３３．４ （０．９） ａ ａ ３２．０ （１．１） ３３．４ （０．９） ２８．５ （１．２） ａ ａ
泰国 ２２．２ （０．９） １２．８ （０．６） ２６．７ （０．９） ２２．２ （０．９） ３１．８ （１．０） １９．５ （０．９）
突尼斯 ２５．７ （０．７） ａ ａ ３６．７ （１．１） ２５．７ （０．７） ３６．４ （１．２） ａ ａ
乌拉圭 ３２．１ （１．０） ａ ａ ３７．４ （１．３） ３２．１ （１．０） ３２．０ （１．０）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数学课和语文课的纪律风气１

报告下述现象每节或大多数课堂上发生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学生学不好 上课很久后学生才开始学习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数学）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语文）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９．７ （０．７） １８．４ （１．０） ２６．７ （０．６） ２５．９ （０．９）
奥地利 ２６．７ （１．０） ２０．５ （０．８） ３０．４ （０．９） ３０．０ （１．１）
比利时 １９．４ （０．６） １５．０ （０．７） ３３．１ （０．８） ３１．２ （０．９）
加拿大 １７．７ （０．４） １６．７ （０．３） ３１．０ （０．６） ２９．６ （０．５）
捷克 ２４．７ （０．９） １７．３ （０．７） ２４．９ （１．０） ２１．２ （０．８）
丹麦 １９．７ （０．９） １７．２ （０．８） ２６．９ （０．９） ２２．８ （１．０）
芬兰 １８．８ （０．７） １５．２ （０．６） ３２．０ （０．９） ２１．８ （０．８）
法国 ２４．９ （０．９） １５．２ （０．６） ４１．９ （０．９） ３７．４ （０．９）
德国 ２５．５ （０．８） ２３．７ （０．７） ２５．６ （０．９） ２７．６ （０．８）
希腊 ２８．７ （１．２） ４０．１ （１．０） ３９．３ （１．１） ３４．８ （０．８）
匈牙利 ２２．３ （０．８） ２５．７ （１．１） １８．８ （０．９） １６．７ （０．９）
冰岛 ２５．２ （０．７） １６．４ （０．７） ２６．１ （０．７） ２０．０ （０．７）
爱尔兰 １９．２ （０．９） １６．６ （０．９） ２１．２ （０．８） ２５．２ （０．９）
意大利 ２４．９ （１．０） ２２．２ （０．８） ３２．５ （１．０） ２９．３ （０．９）
日本 ２４．８ （１．０） ２１．４ （１．１） １５．５ （１．０） １７．９ （１．２）
韩国 １７．９ （０．７） ２１．３ （０．９） ２０．９ （０．８） ２２．９ （０．９）
卢森堡 ３９．３ （０．８） ２２．１ （０．７） ３５．３ （０．８） ２７．７ （０．７）
墨西哥 ２４．０ （０．７） １７．６ （０．７） ３４．３ （１．０） １９．５ （０．８）
荷兰 １９．１ （０．９） １６．６ （１．０） ３８．５ （１．１） ３６．９ （１．５）
新西兰 ２２．８ （０．７） ２２．２ （０．８） ３１．３ （０．８） ２６．４ （０．９）
挪威 ２８．３ （１．０） ２３．３ （０．９） ３６．１ （１．０） ３３．５ （１．２）
波兰 ２１．４ （１．０） １３．９ （０．８） ２２．３ （０．９） ２０．２ （１．１）
葡萄牙 ２２．４ （０．９） １９．９ （０．８） ２７．２ （１．１） ２４．９ （０．８）
斯洛伐克 ２５．１ （０．７） ａ ａ ２８．４ （０．７） ａ ａ
西班牙 ２３．９ （１．０） １８．６ （０．８） ３４．５ （１．１） ３５．４ （１．０）
瑞典 １９．９ （０．９） ２２．９ （０．９） ２８．４ （１．２） ３１．５ （１．１）
瑞士 ２５．９ （０．９） １８．７ （０．７） ３１．１ （０．９） ２３．２ （１．０）
土耳其 ３０．９ （１．３） ａ ａ ３１．０ （１．３） ａ ａ
美国 １８．９ （０．７） １８．５ （１．０） ２６．９ （０．８） ２５．１ （１．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２．３ （０．３） １９．３ （０．３） ２７．９ （０．３） ２５．３ （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３．５ （０．２） １９．８ （０．１） ２９．３ （０．２） ２６．５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９．７ （０．８） ２４．８ （０．８） ６３．０ （１．０） ３９．７ （１．２）
中国香港 １９．５ （０．８） ２９．０ （０．９） １９．８ （０．８） ３４．０ （０．９）
印度尼西亚 ２１．６ （０．７） １４．３ （０．８） ２９．６ （０．８） ２０．５ （０．９）
拉脱维亚 １８．３ （１．０） １７．０ （０．９） ２０．６ （１．１） １６．３ （１．０）
列支敦士登 ２８．２ （２．４） ２１．１ （２．３） ２５．０ （２．１） １５．２ （１．９）
中国澳门 ２０．６ （１．５） ａ ａ １９．７ （１．２） ａ ａ
俄罗斯 １８．８ （０．８） １７．０ （０．７） １５．１ （０．８） １３．７ （０．８）
塞尔维亚 ２７．３ （０．９） ａ ａ ２８．５ （０．９） ａ ａ
泰国 ２３．４ （０．９） １４．９ （０．８） ２７．９ （１．０） １０．８ （０．８）
突尼斯 ３２．６ （０．９） ａ ａ ５１．６ （１．０） ａ ａ
乌拉圭 ２４．０ （１．０） ａ ａ ３１．１ （１．０）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量表已经过反转，因此正值和比较高的值表示学生感受到的纪律风

气比较积极。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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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ａ
校长对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的认识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指数 依该国（地区）影响校风教师因素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６ （０．０５）－１．１５ （０．０４）－０．４５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９９ （０．０８） ５０２ （４．６） ５１６ （５．６） ５３３ （５．２） ５４７ （５．２）
奥地利 ０．２４ （０．０７）－０．８８ （０．０５）－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５１ （０．０２） １．４１ （０．０９） ５０８ （８．８） ５０２ （９．２） ５０７ （８．０） ５０３ （８．９）
比利时 ０．３０ （０．０５）－０．８０ （０．０４）－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２） １．５０ （０．０７） ５１２ （９．０） ５２３ （８．７） ５３８ （７．７） ５４５ （７．７）
加拿大 ０．０３ （０．０５）－０．９８ （０．０３）－０．２５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５） ５２４ （３．４） ５３１ （３．６） ５３３ （４．０） ５４１ （３．５）
捷克 ０．１９ （０．０４）－０．６８ （０．０４）－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２） １．２０ （０．０６） ５１９ （６．５） ５１５ （７．６） ５２７ （９．６） ５０２ （８．１）
丹麦 ０．４２ （０．０６）－０．５３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５８ （０．０３） １．６０ （０．０８） ５０８ （５．１） ５１１ （６．７） ５１８ （４．１） ５２２ （４．８）
芬兰 ０．０８ （０．０５）－０．８０ （０．０６）－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６） ５４１ （３．５） ５４４ （３．８） ５４８ （３．６） ５４４ （３．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０３ （０．０６）－０．８４ （０．０４）－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８４ （０．０６） ４９５ （８．６） ５０７ （１０．０） ５２７ （１０．２） ４８４ （９．３）
希腊 －０．３２ （０．２１）－２．７４ （０．１７）－０．７８ （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０４） １．７７ （０．１２） ４４１ （１１．１） ４３２ （１２．３） ４４７ （８．０） ４５９ （１１．１）
匈牙利 ０．３９ （０．０９）－０．９４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６９ （０．０２） １．６２ （０．０８） ４８５ （１０．０） ５０９ （８．９） ４７９ （９．０） ４８９ （９．７）
冰岛 ０．３４ （０．００）－０．６７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１） １．４０ （０．０１） ５１１ （３．６） ５２３ （３．８） ５１３ （３．２） ５１４ （３．８）
爱尔兰 －０．１５ （０．０８）－１．１９ （０．０７）－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９４ （０．１１） ４８８ （６．６） ５０２ （６．２） ５１５ （５．２） ５０９ （６．７）
意大利 ０．０５ （０．０７）－１．２１ （０．０９）－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４３ （０．０９） ４６９ （６．３） ４６７ （８．０） ４７２ （８．８） ４５８ （９．７）
日本 －０．２１ （０．０７）－１．２７ （０．０４）－０．５１ （０．０２）－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１３） ４９１ （８．５） ５２１ （１０．４） ５３６ （１１．６） ５８８ （８．２）
韩国 ０．３６ （０．１０）－１．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６５ （０．０２） １．８５ （０．０８） ５３３ （９．１） ５２９ （９．２） ５５０ （６．８） ５５７ （８．８）
卢森堡 －０．３２ （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０１） ４９９ （３．０） ５０９ （２．９） ４８７ （３．６） ４７８ （２．２）
墨西哥 －０．２７ （０．０９）－１．８２ （０．０６）－０．７６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４２ （０．０９） ３７８ （６．０） ３８０ （５．２） ３９１ （７．２） ３９４ （９．２）
荷兰 －０．６９ （０．０６）－１．５２ （０．０７）－０．９３ （０．０２）－０．５１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７） ５１２ （１０．７） ５４７ （１０．１） ５５２ （１０．２） ５３５ （１２．０）
新西兰 －０．１６ （０．０５）－１．１５ （０．０５）－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７） ５００ （６．５） ５２５ （５．１） ５３２ （５．７） ５４１ （５．５）
挪威 －０．３４ （０．０６）－１．１５ （０．０６）－０．６０ （０．０１）－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６） ４９８ （４．６） ４９２ （３．８） ４９３ （４．７） ４９４ （５．５）
波兰 ０．３８ （０．０８）－０．７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２） １．６０ （０．０８） ４９０ （５．６） ４９６ （５．０） ４９４ （５．８） ４８０ （５．８）
葡萄牙 －０．３６ （０．０６）－１．２４ （０．０４）－０．６０ （０．０２）－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６） ４６４ （７．２） ４５６ （８．３） ４７０ （７．９） ４７４ （７．１）
斯洛伐克 ０．５１ （０．０５）－０．５６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７４ （０．０２） １．５９ （０．０６） ４９６ （８．４） ５１３ （７．６） ４８７ （６．５） ４９７ （１０．４）
西班牙 ０．２９ （０．０８）－０．９３ （０．０４）－０．１４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３） １．６９ （０．０９） ４７８ （７．４） ４８７ （５．９） ４８２ （４．０） ４９４ （６．１）
瑞典 ０．１３ （０．０６）－０．８３ （０．０７）－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１） １．１６ （０．１０） ５０５ （５．０） ５０２ （４．８） ５１６ （６．７） ５１４ （４．４）
瑞士 ０．３９ （０．０５）－０．５４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０３） １．４８ （０．０９） ５４３ （６．７） ５３２ （７．５） ５２１ （６．７） ５０９ （８．７）
土耳其 －０．８４ （０．１３）－２．４３ （０．１３）－１．３９ （０．０５）－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９０ （０．１６） ４２４ （１３．２） ４１４ （９．８） ４２６ （１４．３） ４３０ （２０．４）
美国 －０．０３ （０．０６）－１．０３ （０．０４）－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２） １．０２ （０．０７） ４７０ （６．５） ４８７ （６．４） ４８３ （８．５） ５０１ （６．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７ （０．０２）－１．２８ （０．０２）－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０１）１．２０ （０．０３） ４６３ （３．０） ４９２ （２．８） ４９９ （２．８） ５００ （２．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２１ （０．０２）－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１）１．２６ （０．０２） ４８３ （１．７） ５０２ （１．６） ５１０ （１．４） ５０５ （１．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１８ （０．１０）－１．５９ （０．０７）－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６２ （０．０４） １．８６ （０．０８） ３４８ （１０．３） ３５３ （１０．７） ３６７ （１３．６） ３６１ （１０．８）
中国香港 －０．３５ （０．１０）－２．２８ （０．１４）－０．５４ （０．０６） ０．２９ （０．０２） １．１２ （０．０８） ５４６ （９．３） ５３９ （１１．８） ５４５ （１２．７） ５６８ （９．４）
印度尼西亚 －２．１１ （０．１１）－３．８４ （０．０５）－２．７５ （０．０２）－１．９８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１３） ３６９ （９．０） ３５７ （６．２） ３５０ （８．５） ３６４ （８．０）
拉脱维亚 ０．２７ （０．０８）－０．８２ （０．０９）－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０９） ４８０ （６．２） ４８３ （７．３） ４８５ （７．４） ４８６ （８．４）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０．８８ （０．０１）－２．４１ （０．０１）－１．６９ （０．０１）－０．５３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１） ５２５ （６．５） ５２９ （９．０） ５２４ （４．８） ５３２ （３．８）
俄罗斯 －０．６７ （０．０９）－２．１８ （０．０５）－１．１１ （０．０４）－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１１） ４５８ （８．０） ４５２ （７．９） ４７８ （６．８） ４８５ （９．４）
塞尔维亚 －０．２６ （０．０８）－１．４４ （０．０５）－０．６７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９８ （０．０９） ４２９ （７．２） ４４１ （１０．４） ４２６ （６．１） ４５１ （８．８）
泰国 ０．０１ （０．０９）－１．０７ （０．０６）－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１．２５ （０．１１） ４０５ （６．１） ４１２ （５．３） ４２２ （６．９） ４２９ （８．８）
突尼斯 －１．３６ （０．０８）－２．５３ （０．０６）－１．７８ （０．０３）－１．０７ （０．０３）－０．０４ （０．０８） ３６３ （７．９） ３６４ （７．６） ３５３ （７．１） ３５６ （８．２）
乌拉圭 －０．４７ （０．１０）－１．９１ （０．０８）－０．９８ （０．０４）－０．０９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８） ４２７ （９．４） ４１２ （１０．５） ４１３ （８．３） ４３６ （７．７）

英国１ －０．２０ （０．０６）－１．２４ （０．０４）－０．５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９４ （０．１０） ４８８ （５．５） ４９６ （５．６） ５１７ （５．６） ５３５ （６．９）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指数
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应的

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
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９．１ （２．９４） １．５ （０．１２） ２．９ （０．９０）
奥地利 －０．８ （４．７２） １．０ （０．１４） ０．０ （０．１６）
比利时 １４．６ （４．９１） １．３ （０．１９） １．５ （１．０５）
加拿大 ８．３ （１．９７） １．２ （０．０８） ０．７ （０．３２）
捷克 －８．２ （５．５３） ０．９ （０．１３） ０．４ （０．７０）
丹麦 ５．１ （３．４１） １．２ （０．１１） ０．２ （０．３３）
芬兰 １．７ （３．１０） １．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９）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３．４ （８．８１） １．１ （０．１７） ０．１ （０．４０）
希腊 ４．７ （３．７９） １．１ （０．２１） ０．８ （１．２７）
匈牙利 －３．６ （５．９５） １．１ （０．２０） ０．２ （０．５９）
冰岛 ２．４ （１．８８） １．１ （０．０８） ０．１ （０．０８）
爱尔兰 １０．３ （４．２３） １．４ （０．１７） １．１ （０．９４）
意大利 －６．１ （４．９８） ０．９ （０．１４） ０．４ （０．７８）
日本 ３９．５ （４．４７） １．９ （０．２５） １３．３ （２．７２）
韩国 ９．８ （４．８３） １．１ （０．２１） １．５ （１．４２）
卢森堡 －６．３ （１．５７） ０．９ （０．０６） ０．２ （０．１０）
墨西哥 ６．８ （３．３２） １．０ （０．１２） １．０ （０．９２）
荷兰 １６．４ （９．３５） １．６ （０．３２） １．６ （１．８６）
新西兰 １９．７ （３．７８） １．６ （０．１７） ２．６ （０．９８）
挪威 －１．３ （３．８４） ０．９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９）
波兰 －３．０ （３．９２） １．０ （０．０９） ０．１ （０．２６）
葡萄牙 ５．８ （５．３６） １．１ （０．１７） ０．２ （０．４４）
斯洛伐克 －５．０ （４．９７） １．０ （０．１５） ０．２ （０．４５）
西班牙 ５．２ （３．４０） １．２ （０．１４） ０．４ （０．５１）
瑞典 ４．６ （３．５５） １．１ （０．１１） ０．２ （０．２６）
瑞士 －１７．２ （４．３８） ０．８ （０．０９） ２．０ （１．０９）
土耳其 ４．３ （７．３９） １．０ （０．１９） ０．３ （１．２０）
美国 １５．５ （３．９４） １．３ （０．１５） １．８ （０．９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４．７ （１．６７） １．５ （０．０７） ３．６ （０．５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９．５ （１．０３） １．４ （０．０４） ０．９ （０．１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６ （４．７８） １．１ （０．１９） ０．６ （１．０４）
中国香港 ４．７ （３．８８） １．１ （０．２０） ０．４ （０．７３）
印度尼西亚 －１．０ （２．５０） ０．９ （０．１３） ０．０ （０．２０）
拉脱维亚 ３．６ （３．７６） １．０ （０．１１） ０．１ （０．２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０ （１．７０） １．０ （０．１３） ０．２ （０．２８）
俄罗斯 １０．５ （３．５６） １．３ （０．１４） １．９ （１．２８）
塞尔维亚 ５．９ （４．３７） １．２ （０．１７） ０．５ （０．６８）
泰国 ７．０ （４．２３） １．２ （０．１３） ０．６ （０．８４）
突尼斯 －３．４ （４．７２） １．０ （０．１４） ０．２ （０．４８）
乌拉圭 ４．０ （３．５６） ０．９ （０．１７） ０．２ （０．４１）

英国１ ２０．３ （４．２８） １．４ （０．１３） ３．７ （１．５２）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量表已经过反转，因此正值和比较高的值表示学生感受到的纪律纪

律风气比较积极。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３７５　　

　
附
　
录

　
Ｂ１

表５．４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中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

其校长报告下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十分妨碍学生学习的学生所占百分比

教师对学生期望值低 师生关系差 教师无法满足个别学生的需求 教师缺课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１．４ （２．８） ２７．０ （３．７） １４．６ （１．９） １０．０ （２．２） ４８．１ （３．３） ４５．１ ４．０ １５．８ （２．２） ８．０ （２．４）
奥地利 １５．７ （３．５） １１．９ （２．３） ９．４ （２．３） ５．６ （１．６） ２１．４ （２．９） １８．９ ２．９ １４．０ （２．９） ９．７ （２．３）
比利时 ８．２ （１．６） １０．０ （１．９） ９．０ （１．７） １３．２ （２．２） ２１．８ （３．０） ２６．８ ２．８ ２２．３ （２．６） ２４．４ （３．２）
加拿大 １０．８ （１．６） １０．０ （１．１） １２．２ （１．６） ７．９ （０．９） ３２．８ （２．５） ２２．６ １．５ ８．０ （１．４） ６．３ （０．７）
捷克 ８．８ （１．９） ３．９ （１．３） ７．０ （１．３） ３．３ （１．１） １３．１ （２．１） ５．６ １．５ ２２．７ （２．５） ６．８ （１．７）
丹麦 ９．１ （２．０） ４．２ （１．９） ４．９ （１．７） ０．７ （０．５） １８．９ （２．７） ７．７ ２．１ １４．０ （２．６） ５．３ （１．７）
芬兰 ６．７ （１．８） １１．１ （２．７） １４．０ （２．６） １１．３ （２．３） ３４．６ （３．５） ３４．１ ４．２ ２０．４ （３．２） １６．６ （３．１）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５ （２．１） １５．１ （２．６） １３．９ （２．６） １１．１ （２．３） ３１．１ （３．４） ２９．０ ３．６ ２３．２ （３．３） ２５．９ （３．４）
希腊 ４５．２ （５．１） ４７．５ （４．７） ４０．８ （５．６） ６２．３ （４．３） ４３．０ （６．０） ６６．９ ４．１ ３９．９ （５．６） ６７．２ （４．０）
匈牙利 ９．１ （２．６） １０．４ （２．３） １６．５ （３．４） １２．０ （３．０） ２３．０ （３．６） １９．３ ３．１ ２１．４ （３．５） １７．２ （２．８）
冰岛 １４．４ （０．１） １５．９ （０．１） ８．２ （０．１） ９．８ （０．１） ３９．５ （０．２） ２７．２ ０．１ ３２．２ （０．２） １４．５ （０．１）
爱尔兰 ２９．５ （４．０） ３１．４ （３．９） １５．５ （３．５） １３．１ （２．８） ４７．４ （４．８） ３１．４ ４．０ ２９．８ （４．０） ２７．０ （３．７）
意大利 １２．４ （２．３） ２０．０ （３．０） ３４．３ （３．２） ２６．９ （３．７） ２７．９ （３．３） ２２．８ ３．６ １０．４ （２．３） １２．０ （２．５）
日本 ３１．７ （３．６） ２２．５ （３．５） ２３．４ （３．４） １４．８ （３．０） ３３．９ （４．１） ２０．４ ３．７ ３．７ （１．６） ４．１ （１．８）
韩国 ３１．９ （４．０） ２７．２ （４．２） １４．１ （３．２） ８．４ （２．４） ２８．０ （３．２） ２６．４ ４．３ １０．９ （２．９） ４．６ （１．９）
卢森堡 ８．８ （０．０） ８．８ （０．０） ２８．９ （０．１） ２１．６ （０．２） ５６．２ （０．１） ４９．７ ０．０ ５．０ （０．０） １４．５ （０．２）
墨西哥 ４０．７ （３．６） ３９．８ （４．４） ２３．７ （２．９） １６．６ （３．２） ３５．２ （３．１） ２８．９ ３．８ ２６．６ （３．１） ３２．１ （３．７）
荷兰 ３８．９ （４．８） ２８．４ （４．１） ２０．１ （３．５） １３．４ （３．５） ５５．９ （４．８） ５０．６ ５．５ ４５．６ （３．９） ４５．４ （５．４）
新西兰 ３９．７ （３．２） ２８．８ （３．２） １７．６ （２．９） ７．１ （２．１） ４６．１ （３．４） ３５．２ ３．５ ７．９ （１．８） ３．５ （１．２）
挪威 ２０．４ （３．３） １４．５ （３．２） ２２．３ （３．４） ２１．５ （３．４） ７１．５ （３．９） ６６．３ ４．０ ２４．５ （３．５） ２０．０ （３．４）
波兰 １２．１ （２．７） １５．７ （３．７） １０．３ （２．５） ４．７ （２．３） １８．９ （３．１） ２３．０ ４．４ １０．３ （２．５） １１．７ （３．６）
葡萄牙 ４４．５ （４．６） ２８．６ （３．８） １５．９ （３．０） １４．５ （３．３） ４４．６ （４．５） ４８．２ ３．８ ２９．５ （４．１） ２５．７ （４．２）
斯洛伐克 １７．０ （２．８） ａ ａ ６．９ （２．１） ａ ａ １０．２ （１．８） ａ ａ １８．８ （２．９） ａ ａ
西班牙 ２１．１ （３．０） １６．５ （２．６） ９．７ （２．４） ７．４ （２．１） ２０．６ （３．３） ３０．６ ３．６ １２．８ （２．６） ８．１ （２．２）
瑞典 １１．５ （２．６） ７．０ （２．１） １０．９ （２．２） １０．４ （２．７） ３２．６ （３．４） ３８．３ ４．４ １５．７ （２．８） ２１．２ （３．２）
瑞士 ７．８ （１．８） ７．５ （２．２） １０．８ （２．０） １１．６ （２．２） ２０．５ （２．８） ２１．７ ３．１ ４．８ （１．４） ３．９ （１．５）
土耳其 ６０．８ （４．７） ａ ａ ５８．１ （４．８） ａ ａ ４６．３ （４．１） ａ ａ ３７．４ （３．９） ａ ａ
美国 ２４．３ （３．３） １８．９ （４．３） １４．１ （２．５） ９．８ （３．２） ３２．１ （３．０） ２４．５ ４．０ １３．３ （２．３） １３．１ （３．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５．１ （０．９） ２１．２ （１．３） １７．５ （１．０） １２．５ （０．９） ３１．０ （１．０） ２８．４ １．１ １６．１ （０．８） １４．７ （１．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２．１ （０．５） １８．７ （０．５） １６．７ （０．６） １３．２ （０．５） ３３．３ （０．６） ３２．２ ０．７ １８．９ （０．６） １６．９ （０．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７．５ （３．３） １９．３ （３．２） １９．０ （３．２） ７．４ （１．９） ２６．９ （３．５） ２０．４ ２．９ ２７．０ （３．５） ２５．７ （３．２）
中国香港 ４３．４ （３．９） ２８．７ （３．９） ２３．７ （３．２） １６．０ （３．１） ４３．７ （３．８） ３０．３ ３．７ ２１．０ （３．５） ８．９ （２．６）
印度尼西亚 ７５．１ （２．８） ２４．０ （３．９） ７３．３ （３．９） ２４．１ （５．３） ７５．６ （３．２） ３５．８ ４．１ ７８．４ （３．１） ３２．１ （４．１）
拉脱维亚 １２．７ （２．７） ８．５ （２．５） １５．３ （３．５） ７．５ （２．６） ２４．５ （４．０） １６．３ ３．２ ６．８ （１．７） ３．７ （１．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５９．２ （０．３） ａ ａ ４４．１ （０．３） ａ ａ ６０．３ （０．２） ａ ａ ３７．４ （０．３） ａ ａ
俄罗斯 ５２．３ （４．４） ５０．５ （３．９） ４４．９ （３．９） ４０．９ （４．３） ３９．８ （３．５） ４９．６ ３．６ ５１．２ （４．２） ４３．８ （３．９）
塞尔维亚 ３２．９ （４．０） ａ ａ ２０．６ （３．７） ａ ａ ４５．１ （４．０） ａ ａ ２０．３ （３．７） ａ ａ
泰国 ３８．０ （４．０） ３３．８ （４．２） １３．０ （２．７） １６．３ （２．９） ３６．５ （４．０） ４７．７ ４．３ １１．８ （２．９） １３．８ （２．４）
突尼斯 ８３．９ （３．１） ａ ａ ６６．２ （４．０） ａ ａ ７４．６ （３．７） ａ ａ ７３．７ （３．４） ａ ａ
乌拉圭 ４９．７ （４．３） ａ ａ ２１．８ （３．６） ａ ａ ３３．５ （４．２） ａ ａ ６４．１ （３．２）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

其校长报告下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十分妨碍学生学习的学生所占百分比

教师反对变革 教师对学生要求过严 未能鼓励学生充分发挥其潜能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４．１ （３．０） ３７．８ （３．７） ７．５ （１．６） ２．１ （１．０） １８．６ （２．３） ２５．２ （３．５）
奥地利 １６．５ （２．９） １４．９ （２．４） ７．２ （２．０） ６．６ （２．１） ２２．０ （３．６） １９．３ （３．４）
比利时 ２６．６ （２．６） ３２．８ （２．４） ３．１ （１．２） ５．２ （１．６） １５．０ （２．３） ２０．５ （２．８）
加拿大 ３２．８ （２．２） ３０．７ （１．９） ８．４ （１．４） ４．２ （０．８） １５．９ （１．８） １４．３ （１．３）
捷克 １０．２ （２．２） ７．５ （２．１） ９．９ （２．０） ４．２ （１．４） ２０．３ （２．７） １８．８ （２．８）
丹麦 １６．１ （２．８） ９．４ （２．２） ２．６ （１．１） ０．５ （０．５） ６．９ （２．０） ４．９ （１．６）
芬兰 １３．４ （２．４） １８．５ （３．５） ５．８ （１．７） ａ ａ １６．３ （３．２） １９．９ （３．１）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２４．６ （３．２） ２２．４ （２．７） ２．９ （１．２） ４．９ （１．６） ２３．０ （３．３） １９．０ （３．１）
希腊 ３１．５ （４．９） ４８．０ （４．４） ２３．４ （５．１） ４２．５ （４．６） ２９．１ （５．４） ６０．８ （４．７）
匈牙利 ４．５ （１．２） １０．８ （２．５） １２．０ （２．８） １６．２ （２．９） ２２．６ （３．８） ３６．６ （３．９）
冰岛 １２．９ （０．１） １９．８ （０．１） １．３ （０．１） ０．６ （０．０） １１．３ （０．１） １２．８ （０．１）
爱尔兰 ２７．８ （３．９） １９．３ （３．４） ８．７ （２．５） １０．８ （３．０） ２１．０ （３．８） １５．９ （３．０）
意大利 ３６．７ （３．５） ４１．９ （３．６） １３．３ （２．５） １４．１ （２．９） ２４．７ （３．３） ３１．７ （４．０）
日本 ４１．５ （４．４） １９．４ （３．４） ２０．６ （３．６） ３．５ （１．８） ３７．１ （３．９） ３０．２ （４．０）
韩国 １７．３ （３．２） ７．５ （２．５） ７．７ （２．３） １．３ （０．９） ２７．０ （４．０） １７．５ （３．５）
卢森堡 １８．９ （０．１） ２６．９ （０．２） １３．８ （０．０） ６．９ （０．０） ３６．８ （０．１） ５７．５ （０．２）
墨西哥 ４０．４ （３．４） ４７．０ （３．９） ２７．４ （３．１） １８．７ （３．１） ４５．７ （３．６） ５４．１ （４．０）
荷兰 ６０．１ （４．６） ５７．３ （５．６） １８．２ （３．６） ８．１ （３．１） ４０．４ （４．３） ３４．４ （５．３）
新西兰 ２３．４ （３．３） ２３．９ （３．１） ６．２ （１．８） ４．６ （１．６） ２３．８ （２．８） ２１．４ （２．９）
挪威 ３５．１ （３．６） ２７．７ （３．７） ３．５ （１．５） １．４ （１．０） ２３．７ （３．５） １７．２ （３．１）
波兰 １０．０ （２．４） １８．１ （４．２） ４．９ （１．７） １２．０ （３．４） １８．５ （３．４） ３３．１ （４．３）
葡萄牙 ４３．６ （４．７） ４３．７ （４．６） ２．０ （１．２） ２．１ （１．２） ３５．０ （４．３） ３０．６ （４．０）
斯洛伐克 ７．５ （１．６） ａ ａ ５．８ （１．２） ａ ａ １２．１ （２．２） ａ ａ
西班牙 ２６．６ （３．４） ２９．６ （３．５） ６．９ （２．１） ４．１ （１．４） ２１．１ （２．６） ２６．８ （３．０）
瑞典 ３１．４ （３．４） ３７．９ （３．６） ２．２ （１．１） ０．６ （０．９） １６．０ （３．０） ２８．５ （４．１）
瑞士 ２２．６ （３．１） ２２．５ （３．４） ２．８ （１．０） １．２ （０．６） １１．５ （２．１） １４．５ （２．５）
土耳其 ４６．４ （４．７） ａ ａ ３４．３ （４．５） ａ ａ ６２．５ （４．７） ａ ａ
美国 ３４．０ （３．４） ２３．９ （５．３） ５．０ （１．５） １．７ （１．０） １３．５ （２．５） １５．５ （３．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９．７ （１．１） ２７．１ （１．６） １０．５ （０．７） ６．４ （０．５） ２４．２ （１．０） ２６．１ （１．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５．７ （０．５） ２７．０ （０．７） ９．１ （０．４） ６．８ （０．４） ２３．２ （０．６） ２６．１ （０．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４．１ （３．２） １６．８ （２．７） １２．８ （２．６） ７．２ （２．０） ２７．８ （３．４） ２８．９ （３．３）
中国香港 ３１．１ （３．５） １５．８ （３．１） １９．６ （３．４） ５．１ （１．７） ３９．９ （３．５） ２２．９ （３．６）
印度尼西亚 ６１．０ （３．６） １６．６ （３．８） ７１．８ （３．６） ２３．７ （４．２） ７４．２ （３．０） ２９．６ （４．４）
拉脱维亚 １２．２ （２．９） ５．２ （１．９） ６．５ （２．２） ５．５ （２．０） ２４．１ （４．０） ９．２ （２．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４７．９ （０．３） ａ ａ ４５．１ （０．２） ａ ａ ５６．０ （０．３） ａ ａ
俄罗斯 ３８．５ （３．７） ３０．０ （４．１） ５５．５ （３．４） ５５．２ （３．８） ４１．６ （３．７） ４７．１ （３．４）
塞尔维亚 ４１．３ （４．０） ａ ａ ２０．５ （３．７） ａ ａ ４４．５ （４．４） ａ ａ
泰国 ９．８ （２．３） ８．６ （２．２） ２５．８ （３．８） ２５．２ （３．６） １７．１ （３．１） ２２．１ （３．２）
突尼斯 ４５．５ （４．０） ａ ａ ４５．１ （４．４） ａ ａ ５９．７ （３．６） ａ ａ
乌拉圭 ４０．８ （３．８） ａ ａ ２０．６ （４．０） ａ ａ ４６．８ （４．８）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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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５ａ
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依该国（地区）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指数

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８ （０．０６）－０．８９ （０．０６）－０．３８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０２） １．５１ （０．０３） ５１０ （５．２） ５１４ （４．７１） ５２９ （５．０８） ５４５ （４．６）
奥地利 ０．４９ （０．０７）－０．７４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９０ （０．０２） １．６３ （０．０１） ５１３ （９．０） ４９９ （７．８２） ５０８ （８．９７） ５００ （９．３）
比利时 －０．３９ （０．０５）－１．４３ （０．０４）－０．５８ （０．００）－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６） ４８８ （８．７） ５２１ （５．９７） ５４３ （４．７３） ５６６ （５．９）
加拿大 ０．１３ （０．０５）－０．９９ （０．０５）－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０２） １．４４ （０．０３） ５２６ （３．６） ５２８ （３．１８） ５４０ （３．１４） ５３７ （４．３）
捷克 －０．１７ （０．０５）－１．０６ （０．０５）－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２４ （０．００） ０．７２ （０．０５） ５２１ （６．９） ５１４ （８．０３） ５１７ （８．１８） ５１２ （８．９）
丹麦 ０．３１ （０．０６）－０．６４ （０．０４）－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６７ （０．０２） １．３８ （０．０４） ５１４ （４．８） ５１０ （５．３９） ５１３ （４．４９） ５２２ （４．６）
芬兰 ０．３０ （０．０６）－０．７９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５） ５４１ （３．３） ５４２ （３．６２） ５４４ （３．０８） ５５０ （３．９）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０４ （０．０６）－１．０７ （０．０７）－０．３７ （０．０４） ０．４１ （０．０３） １．１８ （０．０５） ４８８ （９．０） ５０４ （８．２１） ５１７ （９．２８） ５０４ （９．７）
希腊 ０．０９ （０．１２）－１．４７ （０．０７）－０．２６ （０．０６） ０．６５ （０．０２） １．４５ （０．０６） ４２４ （７．４） ４２３ （９．６７） ４６６ （６．９６） ４６６ （９．３）
匈牙利 ０．１０ （０．０８）－１．０４ （０．０７）－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５０ （０．０２） １．１４ （０．０５） ４７７ （９．４） ４９３ （５．７７） ４９５ （６．９２） ５００ （９．４）
冰岛 ０．６２ （０．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１） １．６５ （０．００） ５１０ （３．６） ５１１ （４．０３） ５２０ （３．０９） ５２１ （３．６）
爱尔兰 ０．２５ （０．０９）－０．９８ （０．０７）－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６５ （０．０４） １．６５ （０．００） ４９４ （６．４） ５０３ （５．２８） ５１４ （５．４９） ５０４ （４．６）
意大利 －０．６１ （０．０５）－１．８４ （０．０４）－０．６４ （０．０１）－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６） ４７２ （６．３） ４５６ （６．５９） ４５９ （６．４５） ４７８ （９．５）
日本 －０．３９ （０．０９）－１．７９ （０．０７）－０．７８ （０．０４）－０．１５ （０．０６） １．１７ （０．０６） ４８９ （８．６） ５１７ （７．９８） ５３９ （９．１０） ５９２ （８．５）
韩国 －０．４２ （０．０８）－１．８０ （０．０７）－０．６２ （０．０１）－０．２６ （０．０６） ０．９９ （０．０７） ５１１ （９．４） ５４０ （６．４３） ５４５ （６．８４） ５７３ （８．７）
卢森堡 －０．３９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０１）－０．５７ （０．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０） ４８９ （３．１） ４９３ （４．０１） ４９０ （３．３１） ５００ （２．３）
墨西哥 －０．０２ （０．０７）－１．４７ （０．０９）－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３） １．５１ （０．０３） ３７８ （６．８） ３７６ （５．８７） ３８６ （８．１１） ３９８ （８．９）
荷兰 －０．１８ （０．０６）－０．８１ （０．０７）－０．５７ （０．００）－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８２ （０．０８） ５２１ （８．４） ５３１ （６．７２） ５４４ （８．５２） ５５２ （１０．３）
新西兰 ０．１７ （０．０７）－０．８９ （０．０８）－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０２） １．３７ （０．０４） ５１５ （５．４） ５２２ （４．４５） ５２７ （５．０３） ５３３ （６．６）
挪威 ０．０５ （０．０７）－０．９５ （０．０７）－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２） １．３１ （０．０５） ４９５ （５．０） ４９５ （４．５９） ４９６ （３．７９） ４９１ （５．９）
波兰 ０．０８ （０．０７）－１．０５ （０．０７）－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４７ （０．０２） １．１０ （０．０５） ４８３ （４．５） ４９３ （４．１７） ４９５ （５．３７） ４８９ （５．９）
葡萄牙 －０．４２ （０．０８）－１．５４ （０．０５）－０．５８ （０．００）－０．２２ （０．０５） ０．６６ （０．０５） ４７０ （６．８） ４５８ （８．５６） ４６０ （６．１５） ４７５ （６．５）
斯洛伐克 －０．１７ （０．０６）－１．１９ （０．０４）－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９９ （０．０６） ４９２ （６．４） ４９８ （６．７６） ５０９ （６．３８） ４９４ （９．４）
西班牙 －０．３５ （０．０６）－１．４２ （０．０６）－０．５７ （０．００）－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８１ （０．０６） ４６７ （７．１） ４８２ （４．８６） ４９３ （３．６１） ５００ （６．５）
瑞典 ０．４９ （０．０６）－０．５９ （０．０４）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０２） １．５０ （０．０３） ５０７ （４．６） ５００ （４．６２） ５１０ （５．１３） ５１９ （５．３）
瑞士 ０．２１ （０．０７）－０．９２ （０．０５）－０．２０ （０．０５） ０．６４ （０．０２） １．３１ （０．０５） ５２９ （７．２） ５３０ （５．９５） ５１９ （１０．１６） ５２８ （７．５）
土耳其 －０．３７ （０．１１）－１．９７ （０．０９）－０．７４ （０．０４）－０．０２ （０．０６） １．２４ （０．０７） ３９９ （７．９） ４２８ （９．７４） ４３４ （１４．４４） ４３３ （１７．６）
美国 ０．２３ （０．０７）－１．０５ （０．０８）－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６５ （０．０２） １．５５ （０．０２） ４７５ （６．０） ４８２ （５．８７） ４８４ （８．０３） ４９８ （６．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３ （０．０２）－１．３２ （０．０２）－０．５５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１）１．３４ （０．０２） ４７２ （２．７） ４８５ （２．４８） ４９６ （３．１７） ５０１ （２．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１７ （０．０２）－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１．２７ （０．０１） ４８４ （１．５） ４９８ （１．３６） ５０７ （１．４０） ５１０ （１．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１２ （０．０９）－１．４６ （０．１３）－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０２） １．２１ （０．０５） ３４０ （１０．３） ３５９ （９．１１） ３５８ （１１．６４） ３７２ （１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３７ （０．０７）－１．４８ （０．０８）－０．５７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８３ （０．０７） ５２２ （８．０） ５４３ （７．８２） ５６６ （７．６０） ５７１ （１５．５）
印度尼西亚 ０．５９ （０．０７）－０．８９ （０．０９） ０．３０ （０．０３） １．３０ （０．０３） １．６６ （０．００） ３６６ （７．６） ３５７ （７．８６） ３５７ （５．７７） ３６１ （５．９）
拉脱维亚 ０．１５ （０．０８）－０．７６ （０．０６）－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３９ （０．０３） １．２２ （０．０７） ４７９ （６．６） ４８３ （５．３７） ４８４ （６．７０） ４８７ （８．２）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０．６３ （０．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０．５８ （０．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４） ５０３ （５．３） ５３２ （７．４９） ５２９ （７．９３） ５４６ （６．０）
俄罗斯 －０．２１ （０．０６）－１．１９ （０．０５）－０．５７ （０．００）－０．１１ （０．０４） １．０２ （０．０７） ４５２ （５．５） ４６２ （７．１８） ４６７ （６．３１） ４９３ （７．４）
塞尔维亚 －０．５２ （０．０８）－１．７９ （０．０７）－０．８４ （０．０４）－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７７ （０．０７） ４４０ （７．３） ４２９ （５．５８） ４３２ （６．０８） ４４５ （８．９）
泰国 －０．１８ （０．１０）－１．４６ （０．０９）－０．５７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４） １．３６ （０．０６） ４０６ （４．２） ４１３ （５．３５） ４２０ （５．９３） ４３０ （８．０）
突尼斯 ０．０６ （０．０８）－１．２２ （０．０９）－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４８ （０．０４） １．５３ （０．０４） ３４２ （５．３） ３５２ （６．３４） ３７４ （９．１５） ３６６ （６．２）
乌拉圭 －０．１３ （０．０６）－１．０４ （０．０６）－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１．１０ （０．０６） ４１７ （６．３） ４２６ （６．３８） ４１６ （７．４１） ４３０ （７．１）

英国１ ０．２５ （０．０７）－０．９１ （０．０７）－０．２６ （０．０４） ０．６４ （０．０２） １．５５ （０．０２） ４９２ （４．６） ５０４ （４．２８） ５１１ （６．８６） ５２８ （７．５）

国家（地区）

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指数
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应的

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
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４．３ （３．１６） １．３ （０．１０） ２．１ （０．８５）
奥地利 －２．４ （５．７７） ０．９ （０．１５） ０．１ （０．３４）
比利时 ３３．４ （５．１８） ２．０ （０．２０） ７．２ （１．９９）
加拿大 ５．７ （２．１０） １．１ （０．０７） ０．４ （０．３１）
捷克 －４．３ （７．０３） ０．９ （０．１３） ０．１ （０．５５）
丹麦 ３．９ （２．８４） １．０ （０．１０） ０．１ （０．１８）
芬兰 ５．０ （２．４８） １．１ （０．０７） ０．３ （０．２５）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７．４ （５．８７） １．３ （０．１８） ０．４ （０．６９）
希腊 １６．２ （４．１１） １．３ （０．１９） ４．０ （１．９１）
匈牙利 ８．６ （７．０１） １．２ （０．２０） ０．７ （１．３５）
冰岛 ５．４ （２．０５） １．１ （０．０７） ０．３ （０．２２）
爱尔兰 ５．４ （３．１１） １．３ （０．１４） ０．４ （０．５５）
意大利 １．５ （４．５０） ０．９ （０．１２） ０．０ （０．１８）
日本 ３４．３ （４．１１） １．８ （０．２６） １５．６ （３．５５）
韩国 ２１．９ （４．４６） １．８ （０．２８） ６．３ （２．５０）
卢森堡 ４．９ （１．６４） １．１ （０．０７） ０．１ （０．１０）
墨西哥 ６．９ （３．４７） １．１ （０．１５） ０．９ （０．９１）
荷兰 １８．１ （８．９０） １．４ （０．２２） ２．０ （２．０５）
新西兰 ８．８ （３．６５） １．１ （０．１２） ０．７ （０．５７）
挪威 －１．５ （２．７５） １．０ （０．０８） ０．０ （０．１１）
波兰 ５．６ （３．２７） １．１ （０．１０） ０．３ （０．３７）
葡萄牙 ３．０ （４．６９） ０．８ （０．１６） ０．１ （０．３０）
斯洛伐克 １．８ （５．４３） １．１ （０．１２） ０．０ （０．３０）
西班牙 １４．１ （４．０４） １．４ （０．１７） ２．０ （１．１５）
瑞典 ６．５ （３．２４） １．１ （０．１０） ０．３ （０．３０）
瑞士 －０．７ （４．５２） １．０ （０．１０） ０．０ （０．１６）
土耳其 １０．５ （６．３４） １．４ （０．２１） １．６ （１．８２）
美国 ８．５ （３．０９） １．２ （０．１４） ０．９ （０．６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１．４ （１．４８） １．３ （０．０６） １．４ （０．３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１．１ （０．９４） １．３ （０．０３） １．２ （０．２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２．７ （５．７０） １．２ （０．１９） １．９ （１．８９）
中国香港 ２２．２ （７．５６） １．６ （０．２６） ４．３ （３．０１）
印度尼西亚 －１．０ （３．４３） ０．９ （０．１２） ０．０ （０．１７）
拉脱维亚 ５．２ （４．７３） １．１ （０．１４） ０．２ （０．４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犮 犮
中国澳门 ２１．１ （２．６１） １．４ （０．１６） ４．３ （１．０２）
俄罗斯 １８．３ （４．１７） １．２ （０．１２） ３．１ （１．４７）
塞尔维亚 ３．４ （４．３８） ０．９ （０．１４） ０．２ （０．５２）
泰国 ９．７ （３．１１） １．１ （０．１１） １．８ （１．１３）
突尼斯 ８．８ （２．８８） １．３ （０．１３） １．４ （０．９０）
乌拉圭 ４．９ （３．９９） １．１ （０．１３） ０．２ （０．３１）

英国１ １３．４ （２．９０） １．３ （０．１２） ２．１ （０．８７）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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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５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中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其校长认同或非常认同下述有关教师描述的学生百分比

该校教师士气高昂 教师工作有激情 教师为学校感到自豪 教师看重学业成绩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０．１ （１．８） ８５．７ （２．７） ９６．９ （１．６） ９５．５ （１．７） ９７．５ （１．０） ９５．６ （１．９） ９９．８ （０．２） ９８．７ （０．９）
奥地利 ９８．２ （１．０） ９８．５ （１．１） ９８．８ （０．９） ９８．１ （１．１） ９７．１ （１．６） ９９．２ （０．４） ９９．０ （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０）
比利时 ８７．４ （２．１） ８５．５ （２．６） ９３．４ （１．４） ９７．１ （１．１） ９５．０ （１．１） ９１．８ （２．３） ９０．５ （１．６） ９５．６ （１．７）
加拿大 ８７．７ （１．７） ７８．０ （１．９） ９５．３ （１．１） ９３．７ （１．０） ９７．５ （０．７） ９７．４ （０．６） ９９．０ （０．４） ９９．１ （０．３）
捷克 ９６．４ （１．２） ９３．７ （１．６） ８５．７ （２．５） ８１．４ （２．６） ９６．９ （１．１） ９１．６ （１．７） ９９．３ （０．５） ９９．３ （０．６）
丹麦 ９８．８ （０．９） ９７．９ （１．１）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４．８ （１．４） ９９．２ （０．５） ９４．３ （１．７） ９７．６ （０．７） ９８．０ （１．０）
芬兰 ９７．９ （１．１） ８９．２ （２．８） ９６．２ （１．２） ９５．７ （１．６） ９５．９ （１．３） ９１．８ （２．２） ９９．４ （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６．６ （１．４） ９５．４ （１．８） ９６．１ （１．２） ９３．８ （１．３） ８９．６ （２．０） ８３．９ （２．６） ９７．４ （１．２） ９８．１ （０．４）
希腊 ８７．１ （３．３） ９２．２ （３．５） ８３．７ （３．６） ８８．６ （３．６） ８７．３ （３．０） ９７．５ （１．３） ９９．３ （０．７） ９８．８ （１．２）
匈牙利 ９６．４ （１．８） ９２．８ （２．０） ８６．６ （３．０） ７８．９ （３．３） ９５．９ （１．６） ８８．７ （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２．９ （１．９）
冰岛 ９８．７ （０．０） ９６．０ （０．１） ９８．８ （０．０） ９５．３ （０．１） ９８．４ （０．０） ９４．９ （０．１） ９９．０ （０．０） ９７．１ （０．０）
爱尔兰 ８７．６ （２．６） ８８．２ （３．０） ９６．８ （１．６） ９７．０ （０．９） ９５．０ （１．８） ９６．０ （１．７） ９８．８ （０．９） ９９．３ （０．７）
意大利 ７５．４ （２．４） ５３．２ （４．１） ８１．２ （２．８） ６６．７ （３．７） ８７．４ （２．０） ９４．８ （１．６） ９４．０ （１．４） ９８．０ （１．１）
日本 ９０．１ （２．５） ８５．５ （３．１） ９３．６ （１．９） ９３．７ （２．２） ７９．７ （３．０） ８５．５ （２．８） ７５．４ （３．２） ９１．０ （２．６）
韩国 ８０．２ （３．４） ６１．６ （４．２） ９３．４ （２．０） ８５．３ （３．３） ８５．２ （３．１） ７７．０ （３．７） ８６．８ （２．７） ８７．０ （２．５）
卢森堡 ９２．２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２．２ （０．０） ９４．７ （０．０） ８５．６ （０．０） ８４．１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墨西哥 ９１．１ （１．９） ９１．３ （２．１） ８９．９ （１．９） ９３．７ （１．９） ８７．２ （２．７） ９３．９ （１．９） ９２．４ （１．９） ９５．４ （１．６）
荷兰 ９８．２ （１．０） ９２．５ （３．１）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６．７ （２．３） ９６．７ （１．６） ９１．３ （３．４） ９６．９ （１．５） ９８．７ （１．２）
新西兰 ９１．２ （２．０） ８７．６ （２．５） ９７．９ （１．１） ９５．８ （１．７） ９７．８ （１．１） ９８．０ （１．２） ９７．３ （１．２） ９８．６ （１．０）
挪威 ９８．２ （１．１） ９５．５ （２．０） ９４．８ （１．７） ９５．０ （１．７） ９１．１ （２．３） ８７．２ （２．９）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８ （０．９）
波兰 ８１．４ （３．１） ３３．５ （４．４） ９６．９ （１．１） ９２．７ （２．６） ９４．９ （１．８） ９４．０ （２．３） ９９．４ （０．６） ９５．３ （２．６）
葡萄牙 ７０．７ （４．１） ６４．９ （４．１） ８４．６ （３．３） ７６．０ （３．４） ９６．６ （１．３） ８６．３ （３．１） ９８．６ （１．０） ９５．１ （１．９）
斯洛伐克 ９８．０ （０．９） ａ ａ ８１．５ （２．４） ａ ａ ９４．５ （１．７） ａ ａ ９９．０ （０．６） ａ ａ
西班牙 ７９．０ （２．９） ７３．３ （３．１） ８９．８ （２．５） ８２．２ （２．９） ９３．４ （１．８） ９０．７ （２．４） ９７．０ （１．１） ９５．１ （１．２）
瑞典 ９９．５ （０．５） ９５．５ （１．７） ９９．５ （０．５） ９２．８ （２．１） ９５．９ （１．５） ９２．２ （２．１） ９９．０ （０．７） ９９．３ （０．７）
瑞士 ９４．２ （１．５） ９５．８ （１．３） ９９．３ （０．１） ９８．０ （１．２） ９３．９ （１．７） ８７．０ （２．８） ９８．２ （０．５） ９９．１ （０．９）
土耳其 ８１．６ （３．４） ａ ａ ８１．０ （３．９） ａ ａ ８４．５ （３．０） ａ ａ ８３．７ （３．４） ａ ａ
美国 ８８．５ （２．４） ８５．１ （３．２） ９５．３ （１．３） ９５．１ （３．０） ９６．５ （１．１） ９６．１ （２．３） ９９．４ （０．５） ９６．０ （２．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２．４ （０．７） ８０．４ （１．１） ８７．０ （０．５） ９１．９ （０．８） ８５．５ （０．６） ９１．３ （０．９） ８７．９ （０．５） ９５．４ （０．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７．２ （０．４） ８４．５ （０．６） ８９．７ （０．４） ９１．４ （０．４） ９０．０ （０．４） ９１．６ （０．５） ９３．１ （０．２） ９７．１ （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８９．９ （２．７） ６９．１ （３．６） ８３．２ （３．２） ８０．２ （３．０） ９３．７ （２．４） ９１．９ （２．４） ９４．１ （２．３） ９４．５ （２．１）
中国香港 ８５．９ （２．８） ８１．８ （３．６） ９４．８ （１．８） ９６．５ （１．６） ８７．１ （２．４） ８３．０ （３．４） ９４．９ （１．５） ９５．５ （１．５）
印度尼西亚 ９７．６ （１．１） ９６．８ （１．８） ９３．９ （１．６） ９６．８ （１．８） ９６．１ （１．５） ９６．４ （１．９） ９９．１ （０．６） ９５．８ （２．３）
拉脱维亚 ９８．９ （０．８） ５６．３ （５．０） ９７．９ （１．１） ８３．５ （４．１） ９８．２ （１．０） ９５．６ （１．８） ９５．８ （１．７） ９８．９ （０．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８２．４ （０．２） ａ ａ ９６．７ （０．１） ａ ａ ８３．４ （０．２） ａ ａ ９１．７ （０．１） ａ ａ
俄罗斯 ９３．４ （１．８） ９１．３ （１．８） ８６．８ （２．０） ８７．５ （２．６） ９７．４ （１．５） ９０．４ （２．３） ９８．１ （０．８） ９７．２ （１．０）
塞尔维亚 ８７．３ （２．９） ａ ａ ６５．０ （３．５） ａ ａ ８４．９ （２．９） ａ ａ ９５．１ （２．０） ａ ａ
泰国 ８８．８ （２．７） ８３．３ （３．２） ８６．８ （３．１） ８５．３ （３．４） ９２．４ （２．３） ９３．０ （２．５） ９１．０ （２．６） ９４．８ （１．８）
突尼斯 ９３．２ （２．１） ａ ａ ９０．３ （２．２） ａ ａ ９５．２ （１．５） ａ ａ ９１．７ （２．４） ａ ａ
乌拉圭 ９８．０ （０．７） ａ ａ ９１．３ （２．１） ａ ａ ９５．０ （１．４） ａ ａ ９８．０ （１．１）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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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６ａ
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校长对学生学业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指数
依该国（地区）校长对学生学业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指数

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４７ （０．０５）－０．７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６７ （０．０２） １．９３ （０．０７） ５００ （４．２） ５１１ （５．７） ５２３ （３．９） ５６２ （５．９）
奥地利 ０．１２ （０．０６）－１．２０ （０．０６）－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５４ （０．０２） １．２５ （０．０５） ４７５ （８．４） ５０８ （８．９） ５２０ （６．９） ５１９ （７．０）
比利时 －０．２６ （０．０４）－１．２６ （０．０３）－０．４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６７ （０．０５） ４７５ （９．０） ５３６ （７．６） ５５４ （６．４） ５５９ （７．１）
加拿大 ０．４３ （０．０５）－０．５８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９ （０．０１） １．６９ （０．０６） ５１７ （２．９） ５３０ （３．０） ５３３ （４．１） ５５１ （３．５）
捷克 －０．４０ （０．０５）－１．２１ （０．０３）－０．７７ （０．０２）－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４） ４９９ （８．０） ５１７ （５．７） ５１６ （８．７） ５３１ （７．６）
丹麦 ０．１６ （０．０６）－０．７９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８） ４９９ （５．４） ５１７ （４．１） ５１７ （４．７） ５２５ （６．４）
芬兰 ０．０３ （０．０６）－１．０３ （０．０６）－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８） ５３３ （４．１） ５４４ （３．４） ５４７ （３．０） ５５４ （３．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４６ （０．０７）－１．５６ （０．０５）－０．８９ （０．０２）－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８３ （０．０６） ４６１ （８．９） ５１６ （８．８） ５１７ （８．２） ５２０ （９．８）
希腊 ０．００ （０．１３）－１．４７ （０．１０）－０．４６ （０．０６） ０．４９ （０．０４） １．４３ （０．１４） ４２４ （９．０） ４３１ （７．７） ４５０ （８．０） ４７５ （９．２）
匈牙利 －０．４４ （０．０８）－１．５８ （０．０６）－０．９４ （０．０２）－０．２６ （０．０４） １．０３ （０．０６） ４５０ （６．５） ４８０ （６．２） ５１２ （９．４） ５２２ （９．６）
冰岛 ０．１８ （０．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１） ５０７ （３．２） ５１８ （３．１） ５２１ （３．９） ５１６ （３．１）
爱尔兰 ０．３３ （０．０７）－０．７３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６６ （０．０３） １．３５ （０．０６） ４８２ （５．０） ４９６ （６．１） ５２３ （５．０） ５１２ （５．１）
意大利 －０．０６ （０．０７）－１．３５ （０．０６）－０．３３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３） １．１５ （０．０７） ４３５ （６．２） ４６８ （７．３） ４７７ （７．８） ４８２ （８．０）
日本 ０．２８ （０．１０）－１．６０ （０．０９）－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７５ （０．０４） ２．０９ （０．０７） ４７９ （９．１） ５０９ （７．９） ５５５ （１２．８） ５９４ （６．７）
韩国 －０．１１ （０．０９）－１．７６ （０．０８）－０．４４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０４） １．４９ （０．１０） ４９１ （８．４） ５３７ （６．９） ５６０ （６．７） ５８１ （９．２）
卢森堡 －０．５８ （０．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４７０ （２．５） ４８３ （２．５） ４８８ （３．１） ５３２ （２．７）
墨西哥 ０．３６ （０．０６）－０．９９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７３ （０．０２） １．６３ （０．０６） ３７２ （６．８） ３８０ （６．２） ３８７ （９．６） ３９９ （７．２）
荷兰 －０．１５ （０．０７）－１．２２ （０．０７）－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８） ４９７ （９．５） ５３５ （７．８） ５５１ （９．２） ５６４ （９．３）
新西兰 ０．３７ （０．０６）－０．６６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３ （０．０２） １．５７ （０．０６） ５０８ （５．０） ５２０ （５．０） ５２７ （６．４） ５４３ （６．０）
挪威 －０．１２ （０．０５）－１．２２ （０．０５）－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５） ４９１ （４．４） ４９３ （４．２） ４９６ （４．６） ４９７ （４．９）
波兰 －０．０４ （０．０７）－１．２２ （０．０４）－０．２９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０３） １．０４ （０．０５） ４７６ （４．８） ４９５ （４．８） ４９６ （４．２） ４９３ （６．７）
葡萄牙 －０．１０ （０．０８）－１．１６ （０．０６）－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６） ４５０ （８．９） ４７２ （６．８） ４７１ （６．７） ４７２ （７．８）
斯洛伐克 －０．３８ （０．０７）－１．４３ （０．０５）－０．７４ （０．０２）－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８５ （０．０７） ４７９ （７．７） ４９４ （５．２） ５１２ （７．１） ５１１ （１０．９）
西班牙 －０．４５ （０．０６）－１．４６ （０．０５）－０．８７ （０．０１）－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６９ （０．０４） ４５９ （４．８） ４７４ （４．８） ４９９ （５．１） ５１０ （６．３）
瑞典 ０．２６ （０．０７）－０．９１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５８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７） ４９８ （５．７） ５１０ （６．２） ５０８ （４．５） ５２１ （５．８）
瑞士 －０．０５ （０．０８）－１．１１ （０．０３）－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９８ （０．０６） ５１２ （８．０） ５１９ （５．８） ５３０ （５．２） ５４４ （９．４）
土耳其 －０．１１ （０．１１）－１．６３ （０．０７）－０．５３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５） １．４４ （０．１０） ４００ （６．０） ４０５ （７．８） ４２６ （１２．９） ４６２ （２１．９）
美国 ０．３６ （０．０７）－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２） １．６５ （０．１０） ４６２ （５．９） ４８６ （４．６） ４９１ （５．８） ５０４ （７．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１３ （０．０２）－１．２７ （０．０２）－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０１）１．５１ （０．０３） ４６４ （２．７） ４８７ （２．４） ４９２ （２．４） ５１２ （３．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２８ （０．０１）－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１．２６ （０．０２） ４７３ （１．５） ５００ （１．４） ５０７ （１．５） ５１８ （１．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０４ （０．１０）－１．４１ （０．１２）－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３６ （０．０３） １．４３ （０．０８） ３３１ （８．７） ３５３ （９．５） ３６４ （１１．２） ３８１ （１３．０）
中国香港 －０．１７ （０．０８）－１．３９ （０．０６）－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０２） １．０５ （０．０７） ４８８ （８．７） ５５１ （１０．１） ５６５ （６．９） ５９８ （８．７）
印度尼西亚 １．３０ （０．０７）－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９５ （０．０４） １．８６ （０．０４） ２．５９ （０．００） ３６４ （９．９） ３５５ （９．０） ３６０ （７．９） ３６２ （６．４）
拉脱维亚 －０．１８ （０．０６）－１．０３ （０．０３）－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７） ４６９ （７．６） ４７８ （６．９） ４９３ （７．２） ４９４ （６．３）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２）－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１．０５ （０．０１） ４９８ （６．３） ５３１ （８．９） ５３２ （７．５） ５４８ （６．１）
俄罗斯 －０．１０ （０．０５）－１．１２ （０．０４）－０．３３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８６ （０．０３） ４３８ （７．４） ４６４ （６．０） ４８３ （６．０） ４８８ （８．０）
塞尔维亚 －０．８９ （０．０８）－２．０８ （０．０７）－１．３２ （０．０２）－０．６７ （０．０４） ０．５０ （０．０６） ４２２ （６．７） ４２６ （７．０） ４３９ （７．７） ４６１ （８．２）
泰国 １．０９ （０．０８）－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６４ （０．０３） １．５０ （０．０３） ２．５１ （０．０２） ４０８ （６．０） ４１８ （６．７） ４２３ （７．０） ４２０ （８．４）
突尼斯 ０．３３ （０．０９）－１．２８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７３ （０．０２） １．８６ （０．０９） ３５３ （７．３） ３５２ （６．９） ３５８ （６．５） ３７１ （９．７）
乌拉圭 －０．２１ （０．０７）－１．４５ （０．１０）－０．５５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０５） ４１４ （８．０） ４３２ （７．３） ４１６ （７．６） ４２７ （７．０）

英国１ ０．４１ （０．０８）－０．７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３） １．７８ （０．１０） ４８６ （４．３） ５０２ （５．３） ５０８ （５．４） ５４１ （７．０）

国家（地区）

校长对学生学业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指数
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应的

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
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１．９ （３．０３） １．５ （０．１０） ６．１ （１．６２）
奥地利 １９．７ （４．０２） １．７ （０．２０） ４．２ （１．７０）
比利时 ４５．６ （５．７３） ２．３ （０．２５） １０．３ （２．５０）
加拿大 １４．２ （１．７９） １．４ （０．０７） ２．４ （０．６３）
捷克 １６．４ （６．６５） １．３ （０．１９） １．５ （１．１４）
丹麦 １４．３ （３．３７） １．３ （０．１４） １．６ （０．７４）
芬兰 ９．２ （２．６４） １．３ （０．０９） ０．９ （０．５０）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２１．１ （５．６１） ２．０ （０．２７） ３．８ （１．９７）
希腊 １７．０ （４．５０） １．５ （０．２１） ４．５ （２．４２）
匈牙利 ２７．９ （４．５２） １．９ （０．２４） ９．４ （３．０９）
冰岛 ４．９ （１．５７） １．１ （０．０７） ０．２ （０．１５）
爱尔兰 １７．８ （３．３９） １．５ （０．１５） ３．２ （１．１８）
意大利 １５．４ （４．５１） １．７ （０．２０） ２．５ （１．４６）
日本 ３２．９ （２．７９） ２．３ （０．３４） ２１．１ （３．４９）
韩国 ２８．４ （３．２１） ２．５ （０．３３） １５．１ （３．３１）
卢森堡 ３８．８ （１．８０） １．６ （０．０９） ６．０ （０．５４）
墨西哥 ８．７ （３．０６） １．３ （０．１７） １．１ （０．７２）
荷兰 ３１．９ （５．７５） １．９ （０．３２） ７．６ （２．６４）
新西兰 １４．２ （３．２０） １．３ （０．１３） １．８ （０．７８）
挪威 ２．９ （２．９０） １．０ （０．０９） ０．１ （０．１４）
波兰 ６．９ （３．３０） １．３ （０．１１） ０．４ （０．４４）
葡萄牙 １２．０ （６．０６） １．４ （０．２６） １．２ （１．１３）
斯洛伐克 １４．３ （５．９０） １．４ （０．１８） １．９ （１．５６）
西班牙 ２５．７ （３．２２） １．６ （０．１４） ６．１ （１．６６）
瑞典 １１．９ （３．６８） １．２ （０．１２） １．３ （０．８１）
瑞士 １６．６ （５．４６） １．２ （０．１２） １．８ （１．２０）
土耳其 ２０．２ （７．８５） １．３ （０．１９） ５．４ （４．０２）
美国 １７．２ （３．３３） １．６ （０．１５） ３．３ （１．３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８．２ （１．３２） １．４ （０．０６） ３．６ （０．５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８．２ （０．８６） １．５ （０．０４） ３．３ （０．３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８．７ （４．８５） １．４ （０．２１） ４．４ （２．４４）
中国香港 ４３．４ （４．６８） ２．９ （０．４３） １７．１ （３．７９）
印度尼西亚 ０．５ （３．６１） １．０ （０．１５） ０．０ （０．２３）
拉脱维亚 １４．３ （５．７０） １．３ （０．１７） １．４ （１．０６）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２１．３ （２．８９） １．７ （０．２２） ４．２ （１．１２）
俄罗斯 ２４．８ （５．０２） １．７ （０．２０） ４．２ （１．７２）
塞尔维亚 １４．１ （３．７７） １．３ （０．１７） ２．９ （１．５２）
泰国 ４．６ （３．４５） １．０ （０．１２） ０．４ （０．６３）
突尼斯 ４．０ （３．６７） １．１ （０．１６） ０．４ （０．６４）
乌拉圭 ３．５ （３．７６） １．１ （０．１６） ０．１ （０．２７）

英国１ ２０．１ （２．９２） １．５ （０．１４） ５．０ （１．２５）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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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６ｂ
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

其校长认同或非常认同下述有关该校学生描述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学生喜欢
在学校

学生有
学习的热情

学生为学校
感到自豪

学生看重
学业成就

学生乐于
合作、有礼貌

学生看重其在
该校接受的教育

学生尽
全力学习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９．２ （０．５） ９０．１ （１．６） ９３．９ （１．３） ９０．１ （１．４） ９８．１ （０．８） ９５．６ （１．１） ８５．２ （２．３）
奥地利 ９７．４ （１．２） ８５．４ （３．２） ９０．１ （２．１） ８２．１ （２．９） ９３．３ （１．９） ９０．７ （２．３） ７１．８ （３．４）
比利时 ９８．８ （０．６） ７５．７ （２．９） ８６．５ （２．４） ７７．０ （２．２） ９１．７ （１．３） ８９．３ （１．８） ６７．５ （２．４）
加拿大 ９９．１ （０．５） ９３．６ （１．０） ９４．２ （１．２） ９４．０ （１．２） ９６．５ （０．９） ９５．５ （１．０） ８９．５ （１．５）
捷克 ９１．４ （１．９） ４９．３ （３．４） ９２．０ （２．０） ９４．１ （１．５） ９３．４ （１．９） ８６．２ （２．２） ５１．４ （３．７）
丹麦 ９８．６ （０．８） ９２．５ （２．０） ９４．９ （１．５） ８６．８ （２．３） ９３．３ （１．８） ９５．２ （１．６） ８３．８ （２．８）
芬兰 ９９．２ （０．８） ８９．７ （２．２） ８６．９ （２．６） ９４．２ （１．９） ９６．８ （１．４） ８９．７ （２．４） ６４．３ （３．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８．７ （０．７） ６３．４ （３．４） ７１．１ （３．２） ６３．２ （３．４） ８８．２ （２．５） ８７．８ （２．５） ４０．３ （３．５）
希腊 ７８．３ （３．９） ６５．０ （４．３） ８９．３ （３．２） ９０．４ （２．０） ９３．１ （２．４） ８５．５ （３．５） ５９．８ （５．２）
匈牙利 ９３．５ （２．０） ５２．７ （３．６） ９２．７ （２．４） ５９．４ （３．９） ８３．８ （２．９） ８９．７ （２．６） ３２．２ （３．２）
冰岛 ９９．８ （０．０） ９３．３ （０．１） ９４．８ （０．１） ８９．２ （０．１） ９４．６ （０．１） ８６．４ （０．１） ７３．２ （０．１）
爱尔兰 ９８．８ （０．８） ８３．０ （３．０） ９３．８ （１．８） ９２．６ （２．２） ９８．２ （１．１） ９３．１ （２．１） ８３．７ （３．１）
意大利 ７９．５ （２．７） ６４．２ （３．７） ８７．８ （２．３） ９６．３ （１．３） ８６．２ （２．２） ９４．７ （１．４） ６６．７ （３．３）
日本 ９８．５ （１．０） ７６．４ （３．１） ８１．２ （２．９） ７８．５ （３．４） ８９．６ （２．５） ８２．２ （３．０） ６６．６ （３．６）
韩国 ８６．０ （２．６） ６４．７ （３．９） ８１．２ （２．９） ７２．５ （３．３） ９３．１ （１．９） ８１．３ （３．２） ７０．２ （３．８）
卢森堡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０．２ （０．１） ８７．６ （０．０） ８１．３ （０．０） ９２．６ （０．０） ９４．４ （０．０） ４４．８ （０．１）
墨西哥 ９５．１ （１．０） ８９．３ （１．８） ９６．１ （０．９） ８９．５ （２．１） ８８．３ （２．５） ８８．３ （２．４） ８３．４ （２．３）
荷兰 ９４．８ （１．９） ８７．２ （３．１） ８６．４ （３．２） ８９．７ （２．７） ８８．６ （２．５） ９０．８ （２．５） ６６．９ （３．９）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１．５ （１．９） ９６．１ （１．５） ９０．２ （２．２） ９７．５ （１．１） ９５．６ （１．５） ８３．８ （２．６）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７７．１ （３．１） ８１．９ （２．７） ９１．２ （２．２） ９３．５ （１．７） ８６．５ （２．８） ６８．９ （３．５）
波兰 ９７．５ （１．３） ６５．１ （３．７） ９６．２ （１．６） ９５．３ （１．５） ８９．１ （２．７） ８７．２ （２．６） ７０．９ （３．４）
葡萄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７６．０ （３．８） ９５．０ （２．４） ８８．０ （２．１） ９１．４ （２．３） ８５．７ （３．４） ５９．９ （４．３）
斯洛伐克 ８９．４ （１．９） ５９．５ （３．２） ８９．４ （１．６） ９３．４ （１．６） ８７．９ （２．０） ９１．５ （１．６） ３４．７ （３．６）
西班牙 ９６．７ （０．８） ５４．２ （３．６） ９２．１ （２．０） ７７．４ （３．２） ８０．７ （２．８） ８８．７ （２．１） ３４．６ （４．１）
瑞典 ９８．３ （１．０） ８８．２ （２．３） ８５．２ （２．６） ９２．９ （１．８） ９６．５ （１．２） ８９．６ （２．３） ８５．４ （２．８）
瑞士 ９８．３ （１．０） ７９．８ （２．６） ７９．２ （２．８） ９１．５ （３．２） ９６．４ （０．９） ８９．６ （３．３） ７６．８ （３．７）
土耳其 ８７．９ （２．８） ５７．０ （４．３） ８８．９ （２．２） ７５．３ （３．９） ８９．２ （３．０） ８６．７ （２．７） ６４．１ （５．１）
美国 ９８．５ （０．８） ８９．４ （２．１） ９５．２ （１．４） ９２．３ （１．８） ９５．９ （１．５） ９４．２ （１．７） ８４．０ （２．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９．６ （０．４） ７３．４ （０．８） ８３．６ （０．６） ７９．８ （０．６） ８５．９ （０．６） ８３．９ （０．６） ６７．３ （０．９）
　犗犈犆犇平均 ９２．３ （０．３） ７２．８ （０．６） ８６．２ （０．４） ８３．１ （０．４） ８９．０ （０．４） ８６．７ （０．４） ６４．９ （０．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４．１ （２．０） ８３．７ （３．１） ９１．６ （２．１） ７６．７ （３．４） ８６．７ （３．０） ８７．８ （２．８） ６６．３ （３．９）
中国香港 ９９．３ （０．７） ７１．１ （３．８） ８５．８ （３．２） ７４．５ （４．０） ９３．６ （２．３） ９４．８ （１．９） ５７．４ （４．１）
印度尼西亚 ９８．４ （０．７） ９５．８ （１．０） ９９．４ （０．３） ９９．０ （０．７） ９８．６ （０．６） ９８．８ （０．７） ９４．３ （１．２）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７２．０ （４．０） ９８．６ （０．８） ９４．７ （１．９） ９０．８ （２．５） ９５．６ （１．８） ３９．４ （４．４）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９７．４ （０．２） ７５．５ （０．３） ９４．５ （０．１） ９６．９ （０．１） ９６．５ （０．１） ９５．７ （０．１） ５５．３ （０．２）
俄罗斯 ９８．１ （１．５） ５６．５ （４．１） ９６．８ （１．５） ８９．１ （２．５） ８７．７ （２．５） ９８．２ （０．５） ８０．７ （３．０）
塞尔维亚 ４４．８ （４．０） ４０．３ （４．５） ７４．５ （３．４） ６９．４ （３．９） ６８．６ （４．０） ８７．０ （２．５） ３８．６ （４．３）
泰国 ９９．５ （０．５） ８７．９ （２．７） ９７．９ （１．６） ９９．４ （０．６） ９９．６ （０．４） ９９．１ （０．７） ９４．７ （１．９）
突尼斯 ９８．０ （１．１） ７５．８ （３．３） ９４．４ （１．６） ８４．３ （２．６） ８５．１ （２．７） ８２．４ （２．９） ７８．０ （３．０）
乌拉圭 ９１．５ （２．５） ７１．５ （４．０） ８９．７ （２．５） ７８．１ （３．３） ９３．０ （１．９） ８５．８ （２．９） ５２．５ （３．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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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７
学生数学成绩与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水平及学校风气的关系

可以由下列因素解释的方差百分比

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解释的学校间方差

在考虑了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的影响作用后，学校风气
解释的学校间方差

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同学校风气
共同解释的方差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５．５ ４．２ ３７．７
奥地利 ５１．１ ２．５ １８．０
比利时 ２８．５ ７．５ ４９．４
加拿大 ３１．６ ６．６ １５．８
捷克 ５０．１ １．５ ２５．１
丹麦 ５８．２ ４．７ １５．０
芬兰 １３．３ １０．２ １３．３
法国 ｗ ｗ ｗ
德国 ３４．２ ６．１ ３４．３
希腊 ６０．８ １．９ ８．０
匈牙利 ６５．９ ２．３ １５．４
冰岛 ４０．２ ８．５ ２．１
爱尔兰 ６５．７ ４．１ １９．８
意大利 ４１．５ ３．７ １９．１
日本 ３２．５ ４．６ ４７．６
韩国 ３９．１ ７．４ ３１．４
卢森堡 ７５．７ ２．１ １５．３
墨西哥 ５１．３ ６．２ １３．４
荷兰 ４４．９ １．４ ３３．５
新西兰 ５５．５ ２．８ ２５．４
挪威 ４１．０ ６．３ ９．５
波兰 ５６．７ ３．２ １６．１
葡萄牙 ４４．８ ８．２ １１．７
斯洛伐克 ４９．４ １．９ ２５．６
西班牙 ３１．９ ６．５ ２９．３
瑞典 ４３．７ １．６ ２１．０
瑞士 ５１．６ ８．３ １２．１
土耳其 ５５．１ ４．０ １８．３
美国 ５２．４ ３．９ ２２．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６．１ ４．７ ２２．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２６．７ １５．６ ２６．３
印度尼西亚 ４２．７ ５．６ ３．１
拉脱维亚 ４２．６ ２．７ ８．８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１．１ ２１．０ ２．０
俄罗斯 ２６．１ １０．３ １５．２
塞尔维亚 ４０．９ ８．６ ２４．８
泰国 ４９．７ ３．６ ６．５
突尼斯 ５０．５ ４．０ ５．２
乌拉圭 ５０．６ ６．８ ２１．２

英国１ ３５．２ ５．６ ３３．０

注：这一估计基于学校的社会经济水平同学校风气两者共同的作用。社会经济状况使通过测量下列几项得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

平指数、学生出生地和家庭语言、学生家庭藏书量、家庭的文化经典藏量指数，学生性别、学校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学校所在地（乡

村／城市）以及学校类型（公立／私立）。学校风气通过测量以下几项得出：师生关系指数、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指数、教师支持指数、纪

律状况指数、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指数、教师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

因素指数（参见附录Ａ１）。赋予每个国家相同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学生人数，据此进行分析。所得的国际通用模型就可以用于每一

个国家，据此可以顾及出国家水平上的影响作用。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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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８

学校的招生政策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其校长认为下列陈述是招生的“前提”或“优先考虑”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住在特定的区域 学生成绩单 生源学校的推荐
父母对于学校教学或
宗教思想的认可

学生需要或者渴望
特定的课程

优先考虑本校学生或
校友的家庭成员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０．８ （２．２） ７．９ （１．５） １６．０ （２．４） ２８．３ （１．８） ２７．５ （３．１） ４３．５ （２．９）
奥地利 ２６．２ （２．７） ５２．５ （３．０） ５．０ （１．９） ９．８ （２．６） ３９．３ （３．６） １３．７ （２．６）
比利时 ０．８ （０．６） ２７．０ （２．４） ６．６ （１．８） ３８．３ （２．９） ３７．９ （２．８） ４．６ （１．４）
加拿大 ７５．３ （１．６） １３．１ （１．６） １８．２ （２．１） １６．５ （２．０） ３０．９ （２．４） １２．２ （１．５）
捷克 ２２．８ （２．０） ５１．３ （２．６） ２．４ （１．１） １２．６ （２．５） １２．９ （２．４） ５．５ （１．５）
丹麦 ５９．３ （３．２） ４．０ （１．１） ４．６ （１．５） １７．０ （２．４） １４．０ （２．６） １９．６ （２．７）
芬兰 ６７．２ （３．３） ３．３ （１．５） ３．７ （１．６） ５．２ （１．８） １０．２ （２．４） ５．５ （１．７）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５４．９ （２．９） ２３．９ （２．７） ４９．６ （３．４） ６．０ （１．７） １９．６ （３．３） １１．６ （２．２）
希腊 ６４．６ （４．０） １．３ （１．３） １．７ （１．４） ２．５ （１．６） １２．９ （３．３） １５．１ （３．７）
匈牙利 ８．８ （１．７） ７５．０ （３．３） ８．０ （２．３） ２３．３ （３．６） ６４．２ （３．７） １５．５ （２．７）
冰岛 ９３．１ （０．１） ａ ａ ３．０ （０．１） １．８ （０．１） １．１ （０．０） ０．２ （０．０）
爱尔兰 ４１．７ （３．７） ４．１ （１．７） ７．０ （２．０） ２５．７ （３．６） １０．０ （２．７） ３８．０ （４．０）
意大利 ７．２ （２．０） ７．７ （２．０） ９．１ （２．１） ６．９ （１．８） ５１．２ （３．６） １３．１ （２．６）
日本 ２９．７ （３．６） ８８．１ （２．６） ３６．７ （４．５） １０．６ （２．３） ３８．１ （３．５） ３．３ （１．５）
韩国 ３０．６ （４．０） ５６．６ （３．９） １２．３ （２．６） ６．９ （２．１） １４．３ （３．０） ０．８ （０．９）
卢森堡 １５．０ （０．０） ４９．６ （０．１） １３．１ （０．０） １４．２ （０．０） １１．９ （０．０） ２４．０ （０．１）
墨西哥 １４．５ （２．６） ３６．０ （３．４） １２．１ （２．９） １０．３ （２．５） １３．４ （２．２） １２．５ （２．２）
荷兰 ６．５ （２．１） ７０．０ （４．４） ８４．２ （３．６） １７．３ （３．５） １６．７ （３．３） ３．２ （１．７）
新西兰 ４２．５ （２．８） １２．５ （２．４） １４．０ （２．４） １４．２ （１．９） ２２．５ （２．９） ３２．９ （３．０）
挪威 ７３．８ （３．５） ａ ａ ２．６ （１．３） ０．９ （０．７） ２．２ （１．１） ２．５ （０．９）
波兰 ８２．２ （２．７） ２６．６ （２．８） １２．７ （１．９） １２．４ （２．４） １２．４ （２．５） ８．２ （２．１）
葡萄牙 ５８．７ （４．０） ０．７ （０．５） １．３ （０．９） ８．９ （２．２） ４１．７ （４．４） ２９．９ （３．６）
斯洛伐克 １１．１ （１．８） ４９．７ （３．２） ２．６ （０．９） ６．８ （１．６） ２３．７ （３．０） ３．３ （０．８）
西班牙 ７１．５ （３．０） ２．６ （１．１） １．７ （０．８） １１．２ （２．２） １２．４ （２．４） ３７．６ （３．４）
瑞典 ６２．３ （３．４） ４．５ （１．２） ２．５ （１．２） ８．５ （２．０） １１．７ （１．７） ９．５ （２．２）
瑞士 ７８．２ （３．０） ５３．０ （４．１） ４１．１ （３．６） １．４ （０．６） ２３．１ （３．８） ５．０ （２．２）
土耳其 ２７．３ （４．０） １１．８ （２．８） ３．４ （１．６） １．１ （１．０） ７．２ （２．０） ３．５ （１．６）
美国 ７９．３ （２．７） １５．９ （２．３） １６．６ （２．２） ８．８ （１．６） ２３．７ （３．３） ７．９ （２．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６．７ （１．０） ２８．０ （０．７） １７．６ （０．８） ９．８ （０．５） ２１．０ （１．０） １１．４ （０．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３．２ （０．６） ２５．５ （０．４） １３．３ （０．４） １１．５ （０．４） ２０．５ （０．５） １４．１ （０．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９．３ （３．１） ７．９ （２．１） １．７ （１．０） ９．１ （２．２） ７．２ （１．９） ０．５ （０．４）
中国香港 ６．９ （２．１） ７６．３ （３．６） ２２．２ （４．１） １９．８ （３．８） ３．２ （１．５） １２．０ （２．６）
印度尼西亚 ２２．７ （３．２） ６０．８ （３．９） ２４．３ （３．１） ３９．８ （３．１） １９．７ （２．７） ８．２ （１．８）
拉脱维亚 １９．６ （３．５） １６．６ （３．０） １．３ （０．９） １７．６ （３．６） ４６．１ （４．３） ７．０ （１．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２．０ （０．１） ７１．１ （０．２） ６５．５ （０．２） ９．４ （０．２） ５．７ （０．１） １６．２ （０．２）
俄罗斯 ３４．０ （３．２） １５．０ （３．１） ５．１ （１．６） １２．８ （２．４） １２．３ （２．５） １１．３ （３．１）
塞尔维亚 ６．２ （２．２） ９３．２ （２．２） ４．９ （１．９） ５．２ （１．４） ４９．５ （４．１） ０．６ （０．４）
泰国 ３９．６ （３．６） ４０．１ （３．６） ５１．０ （４．３） ４４．４ （４．４） ４４．９ （４．２） １７．２ （３．０）
突尼斯 ７５．５ （３．４） ２８．７ （３．４） １３．９ （３．１） ａ ａ ａ ａ １９．９ （３．０）
乌拉圭 １９．８ （３．２） ８．８ （２．０） ３．２ （１．１） ６．３ （１．４） ８．３ （１．６） ７．７ （１．８）

英国１ ６２．２ （３．３） ９．２ （１．８） ７．１ （１．７） １７．２ （２．４） ６．８ （１．９） ４０．３ （３．５）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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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９
测评方法和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标　　注　　化　　测　　试

每年２次或更少 每年３次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相关１

方差解释量
（狉２×１００）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８．７ （２．０） ５２６ （２．３） １１．３ （２．０） ５１１ （８．１） －１５ （８．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１９）
奥地利 ８８．１ （２．６） ５０３ （４．０） １１．９ （２．６） ５２２ （１４．０） ２０ （１５．５）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 （０．６０）
比利时 ９０．５ （１．９） ５２９ （３．４） ９．５ （１．９） ５４６ （１６．１） １６ （１７．８）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３ （０．６０）
加拿大 ８７．４ （１．５） ５３３ （２．１） １２．６ （１．５） ５３２ （６．８） ０ （７．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３）
捷克 ９０．７ （１．７） ５１７ （３．６） ９．３ （１．７） ５０８ （１３．９） －９ （１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 （０．２５）
丹麦 ８３．６ （３．０） ５１３ （２．９） １６．４ （３．０） ５２３ （７．６） ９ （８．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２）
芬兰 ８３．５ （２．９） ５４４ （２．０） １６．５ （２．９） ５４４ （４．９） ０ （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７）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３．７ （１．５） ５０６ （３．７） ６．３ （１．５） ４８６ （１４．８） －２０ （１６．１）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４ （０．５２）
希腊 ６８．１ （５．８） ４３７ （５．０） ３２．０ （５．８） ４６６ （７．３） ３０ （９．２） ０．１４ （０．０５） １．９ （１．３６）
匈牙利 ８１．１ （３．４） ４９５ （４．１） １８．９ （３．４） ４７１ （１２．８） －２４ （１５．１） －０．１３ （０．０７） １．６ （１．７５）
冰岛 ８５．４ （０．１） ５１５ （１．８） １４．６ （０．１） ５２１ （４．４） ６ （５．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９）
爱尔兰 ８９．５ （２．８） ５０４ （２．９） １０．５ （２．８） ４９６ （１０．７） －９ （１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３）
意大利 ６１．８ （３．４） ４７４ （５．０） ３８．２ （３．４） ４５０ （７．０） －２５ （１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５） １．６ （１．２６）
日本 ７５．９ （３．４） ５２５ （５．８） ２４．１ （３．４） ５６６ （７．８） ４１ （１１．１） ０．１４ （０．０６） ２．０ （１．５９）
韩国 ４１．３ （３．８） ５１６ （６．９） ５８．７ （３．８） ５６０ （４．８） ４４ （９．１） ０．２５ （０．０５） ６．４ （２．５５）
卢森堡 ８９．３ （０．０） ５００ （１．１） １０．７ （０．０） ４３８ （３．３） －６２ （３．６） －０．２３ （０．０１） ５．２ （０．５９）
墨西哥 ５９．４ （３．４） ３９２ （５．４） ４０．６ （３．４） ３７５ （６．５） －１６ （８．７）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６ （０．７１）
荷兰 ５５．８ （４．４） ５４３ （６．２） ４４．２ （４．４） ５３０ （８．５） －１３ （１３．０） －０．１７ （０．０６） ２．９ （２．０３）
新西兰 ４８．４ （３．３） ５２７ （３．５） ５１．６ （３．３） ５２３ （３．６） －５ （５．１）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 （０．２１）
挪威 ７０．３ （３．５） ４９３ （２．７） ２９．７ （３．５） ４９８ （４．４） ６ （５．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 （０．２１）
波兰 ７９．９ （３．０） ４８９ （２．８） ２０．１ （３．０） ４９４ （６．７） ５ （７．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１ （０．２５）
葡萄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６６ （３．４）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 （０．３０）
斯洛伐克 ８３．５ （３．２） ４９６ （４．０） １６．５ （３．２） ５０８ （１０．２） １２ （１１．９）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 （０．５７）
西班牙 ６３．６ （３．３） ４９０ （３．５） ３６．４ （３．３） ４７７ （５．４） －１４ （６．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 （０．２１）
瑞典 ５９．０ （４．１） ５０９ （３．２） ４１．０ （４．１） ５０７ （３．９） －２ （４．８）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１９）
瑞士 ８８．９ （２．４） ５２８ （４．０） １１．１ （２．４） ５１２ （６．７） －１５ （７．９）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０）
土耳其 ５７．４ （５．０） ４１７ （９．０） ４２．６ （５．０） ４３２ （１２．８） １５ （１６．５）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２ （２．０９）
美国 ７８．７ （２．８） ４８７ （３．７） ２１．３ （２．８） ４８１ （６．６） －６ （７．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４．８ （０．９） ４９１ （１．６） ２５．２ （０．９） ４８３ （３．１） －８ （３．９）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 （０．２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７７．０ （０．６） ５０１ （０．９） ２３．０ （０．６） ４９６ （２．１） －５ （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６６．９ （３．４） ３４９ （６．７） ３３．１ （３．４） ３７１ （９．１） ２２ （１２．７）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７ （１．２５）
中国香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印度尼西亚 ８３．９ （２．９） ３６２ （４．３） １６．１ （２．９） ３５２ （１０．１） －９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７）
拉脱维亚 ５０．６ （４．０） ４９１ （４．９） ４９．４ （４．０） ４７７ （５．３） －１４ （７．５） －０．１２ （０．０４） １．５ （０．９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俄罗斯 ７３．２ （３．９） ４６７ （５．４） ２６．８ （３．９） ４７４ （９．０） ７ （１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６ （０．７３）
塞尔维亚 ９３．２ （２．４） ４３８ （４．０） ６．８ （２．４） ４２６ （１５．０） －１２ （１５．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５）
泰国 ９６．４ （１．４） ４１７ （３．１） ３．６ （１．４） ４１８ （１８．９） １ （１９．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２ （０．３９）
突尼斯 ４３．２ （４．１） ３４９ （５．６） ５６．８ （４．１） ３６４ （４．６） １５ （８．９）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７ （１．０６）
乌拉圭 ９３．６ （２．１） ４２３ （３．７） ６．４ （２．１） ４２８ （１４．０） ５ （１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５）

英国２ ８９．１ （２．２） ５１１ （３．１） １０．９ （２．２） ４９６ （６．６） －１５ （７．５）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５ （０．５７）

国家（地区）

学　　生　　学　　习　　档　　案

每年２次或更少 每年３次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相关１

方差解释量
（狉２×１００）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９．６ （２．７） ５１９ （３．５） ４０．４ （２．７） ５３４ （４．６） １４ （６．７）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 （０．２２）
奥地利 ５６．５ （４．０） ５１１ （４．９） ４３．５ （４．０） ４９４ （７．３） －１７ （１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５） ２．３ （１．６０）
比利时 ５７．５ （３．０） ５３２ （５．４） ４２．５ （３．０） ５２６ （６．７） －６ （１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４ （０．４９）
加拿大 ６１．４ （２．３） ５３５ （２．５） ３８．６ （２．３） ５２９ （３．３） －５ （４．４）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 （０．２７）
捷克 ３４．６ （３．０） ５１５ （７．５） ６５．４ （３．０） ５１６ （５．５） １ （１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４） １．０ （０．８０）
丹麦 １８．１ （２．９） ５１２ （６．８） ８１．９ （２．９） ５１５ （３．０） ３ （７．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 （０．３２）
芬兰 ８３．７ （３．１） ５４４ （２．０） １６．３ （３．１） ５４６ （５．３） ２ （５．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 （０．１０）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７．１ （３．７） ５１７ （７．４） ５２．９ （３．７） ４９４ （６．０） －２３ （１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１）
希腊 ８３．０ （４．１） ４４９ （４．５） １７．０ （４．１） ４３１ （１５．７） －１８ （１７．６）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４ （０．７３）
匈牙利 ５２．６ （４．２） ４８６ （５．９） ４７．４ （４．２） ４９６ （６．１） １１ （１０．４）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９ （１．１７）
冰岛 １９．７ （０．２） ５１８ （３．９） ８０．３ （０．２） ５１５ （１．７） －３ （４．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５）
爱尔兰 ８６．７ （３．０） ５０５ （３．２） １３．３ （３．０） ４９５ （６．１） －１０ （７．７）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３ （０．３７）
意大利 ２４．０ （２．８） ４７７ （８．２） ７６．０ （２．８） ４６２ （４．１） －１５ （１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２）
日本 １５．４ （３．３） ５４６ （１９．２） ８４．６ （３．３） ５３３ （５．２） －１４ （２１．７） ０．１２ （０．０５） １．３ （１．０７）
韩国 ５５．６ （４．７） ５４７ （６．６） ４４．４ （４．７） ５３８ （７．１） －１０ （１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２）
卢森堡 ５９．０ （０．１） ５２３ （１．３） ４１．０ （０．１） ４４９ （１．８） －７３ （２．３）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８ （０．２１）
墨西哥 ２４．８ （２．７） ３９１ （５．１） ７５．２ （２．７） ３８２ （５．０） －８ （７．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 （０．３１）
荷兰 ８３．６ （３．３） ５３６ （４．６） １６．４ （３．３） ５３７ （１４．２） １ （１６．９）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 （０．５９）
新西兰 ６０．３ （３．５） ５２８ （３．８） ３９．７ （３．５） ５２２ （４．４） －５ （６．４）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０８）
挪威 ７６．６ （３．７） ４９４ （３．０） ２３．４ （３．７） ４９５ （３．９） １ （５．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 （０．１０）
波兰 ７３．３ （３．４） ４９１ （３．０） ２６．７ （３．４） ４８８ （５．４） －３ （６．４）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１）
葡萄牙 ７９．４ （３．６） ４６７ （４．３） ２０．６ （３．６） ４６５ （８．５） －２ （１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５） １．２ （１．１９）
斯洛伐克 ５６．３ （３．６） ４９８ （５．３） ４３．７ （３．６） ４９８ （４．６） ０ （７．４） ０．１３ （０．０４） １．８ （１．１３）
西班牙 ４．０ （１．０） ４７７ （１２．７） ９６．０ （１．０） ４８５ （２．８） ８ （１３．７）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９）
瑞典 ８６．９ （２．８） ５０７ （３．０） １３．１ （２．８） ５１７ （５．５） １０ （６．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 （０．２９）
瑞士 ８２．３ （２．４） ５３０ （４．９） １７．７ （２．４） ５１６ （９．２） －１３ （１２．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 （０．５１）
土耳其 ６８．０ （４．２） ４１８ （８．４） ３２．０ （４．２） ４３３ （１２．６） １５ （１５．６） ０．２２ （０．０８） ５．０ （３．６８）
美国 ６７．７ （３．３） ４８５ （４．４） ３２．３ （３．３） ４８８ （５．５） ３ （７．６）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７ （０．６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１．１ （１．１） ４９３ （２．３） ４８．９ （１．１） ４８４ （２．４） －９ （４．１）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 （０．１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６．７ （０．６） ５０３ （１．０） ４３．３ （０．６） ４９５ （１．３） －９ （１．９）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８ （０．１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６ （１．８） ３６７ （３０．８） ９４．４ （１．８） ３５６ （５．０） －１１ （３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７ （０．８６）
中国香港 ８３．５ （３．４） ５５４ （５．８） １６．５ （３．４） ５３４ （１４．４） －２０ （１６．８）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 （０．５１）
印度尼西亚 ７２．２ （３．４） ３５４ （３．９） ２７．８ （３．４） ３７３ （９．９） １９ （１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３７）
拉脱维亚 ２８．７ （３．７） ４８０ （６．１） ７１．３ （３．７） ４８５ （４．６） ５ （７．８）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２ （０．３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５７．５ （０．３） ５１９ （３．８） ４２．５ （０．３） ５４４ （４．３） ２５ （５．９） ０．１５ （０．０３） ２．２ （０．９１）
俄罗斯 ５７．７ （４．５） ４６６ （５．６） ４２．３ （４．５） ４７２ （６．７） ６ （８．７）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１ （０．２６）
塞尔维亚 ９４．１ （１．５） ４３９ （３．９） ５．９ （１．５） ４０７ （１０．７） －３２ （１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 （０．４１）
泰国 ６２．６ （４．０） ４１９ （４．３） ３７．４ （４．０） ４１５ （５．９） －４ （８．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 （０．４６）
突尼斯 ５９．１ （４．１） ３５２ （４．１） ４０．９ （４．１） ３６９ （６．３） １７ （８．９）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２ （０．４１）
乌拉圭 ７５．２ （２．４） ４３１ （４．３） ２４．８ （２．４） ３９４ （８．３） －３７ （１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 （０．２４）

英国２ ６８．２ （３．４） ５１０ （３．７） ３１．８ （３．４） ５０５ （４．５） －５ （６．３） ０．１２ （０．０４） １．５ （０．９８）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用这些方法测评的频率和数学成绩的相关。

２．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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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９（续１）
测评方法和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等　　　　级　　　　评　　　　定

每年２次或更少 每年３次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相关１

方差解释量
（狉２×１００）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３．８ （２．５） ５２７ （６．１） ７６．２ （２．５） ５２３ （２．８） －４ （７．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６）
奥地利 ４．６ （２．１） ４９３ （１０．３） ９５．４ （２．１） ５０５ （３．７） １２ （１１．９）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２ （０．３９）
比利时 ９．５ （１．９） ５２１ （１８．０） ９０．５ （１．９） ５３１ （３．２） ９ （１９．５）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７ （０．６７）
加拿大 ２６．２ （２．１） ５３５ （４．３） ７３．８ （２．１） ５３１ （２．０） －３ （４．７）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９）
捷克 １８．３ （２．６） ５３６ （１１．８） ８１．７ （２．６） ５１１ （４．３） －２５ （１３．５） －０．１２ （０．０５） １．４ （１．０６）
丹麦 ４５．０ （３．７） ５１０ （３．６） ５５．０ （３．７） ５１９ （３．７） ９ （５．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３ （０．３６）
芬兰 ４４．１ （３．８） ５４５ （３．０） ５５．９ （３．８） ５４４ （２．７） －１ （４．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５）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０．５ （２．２） ５０８ （１４．４） ８９．５ （２．２） ５０５ （４．０） －４ （１６．１）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４ （０．８４）
希腊 ４３．８ （５．１） ４４９ （７．１） ５６．２ （５．１） ４４１ （５．５） －８ （９．７）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１ （０．４１）
匈牙利 １７．５ （３．０） ５０３ （１１．２） ８２．５ （３．０） ４８８ （４．０） －１５ （１３．４）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３ （０．７０）
冰岛 ８．５ （０．１） ５１２ （５．８） ９１．５ （０．１） ５１７ （１．６） ４ （６．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８）
爱尔兰 ２７．３ （４．０） ４９６ （６．０） ７２．７ （４．０） ５０６ （３．１） ９ （７．３）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 （０．２０）
意大利 １５．０ （２．７） ４８１ （１２．８） ８５．０ （２．７） ４６３ （３．５） －１８ （１４．３）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８ （０．９５）
日本 ２０．２ （３．６） ５６１ （１３．３） ７９．８ （３．６） ５２７ （５．６） －３３ （１６．４）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５ （１．０５）
韩国 ３３．４ （４．０） ５５３ （７．３） ６６．６ （４．０） ５３６ （５．０） －１６ （１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５ （０．８４）
卢森堡 １５．６ （０．０） ５５０ （２．７） ８４．４ （０．０） ４８３ （１．１） －６７ （３．０） －０．２７ （０．０１） ７．１ （０．６２）
墨西哥 ４４．６ （３．１） ３９６ （６．９） ５５．４ （３．１） ３７６ （４．５） －２０ （８．３）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６ （０．６２）
荷兰 ４７．９ （４．３） ５３３ （８．２） ５２．１ （４．３） ５３９ （６．３） ６ （１２．７）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３ （０．７８）
新西兰 ３３．７ （２．９） ５３４ （５．１） ６６．３ （２．９） ５１８ （２．９） －１６ （６．１）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７ （０．５７）
挪威 ２１．１ （３．３） ４９７ （５．４） ７８．９ （３．３） ４９３ （２．７） －４ （６．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 （０．１４）
波兰 ８６．８ （２．９） ４８８ （２．８） １３．２ （２．９） ５０４ （８．８） １５ （９．５）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 （０．３４）
葡萄牙 ０．６ （０．６） ｃ ｃ ９９．４ （０．６） ４６６ （３．４）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斯洛伐克 ５．１ （１．６） ５１３ （２７．３） ９４．９ （１．６） ４９８ （３．４） －１５ （２７．８）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４）
西班牙 １１．７ （２．２） ４９５ （７．９） ８８．３ （２．２） ４８３ （３．０） －１２ （８．８）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５）
瑞典 １１．０ （２．６） ５２０ （１０．９） ８９．０ （２．６） ５０７ （２．５） －１３ （１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 （０．２７）
瑞士 １５．５ （２．３） ５６２ （１０．１） ８４．５ （２．３） ５２０ （３．９） －４２ （１１．４） －０．１４ （０．０５） ２．１ （１．３９）
土耳其 ５７．９ （４．８） ４２９ （８．９） ４２．１ （４．８） ４１５ （９．７） －１４ （１３．２）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 （０．４４）
美国 ４．９ （１．５） ４９５ （７．４） ９５．１ （１．５） ４８５ （３．３） －９ （８．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４．０ （０．８） ４８５ （３．１） ７６．０ （０．８） ４９０ （１．５） ５ （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５．３ （０．５） ５０１ （１．８） ７４．７ （０．５） ４９９ （０．９） －２ （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７ （２．２） ４０３ （２４．２） ９０．３ （２．２） ３５３ （５．０） －５０ （２４．７） －０．１３ （０．０６） １．８ （１．７１）
中国香港 ６４．７ （４．２） ５５５ （７．４） ３５．３ （４．２） ５３９ （７．９） －１６ （１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２ （０．５４）
印度尼西亚 ４６．６ （３．４） ３５０ （５．８） ５３．４ （３．４） ３６９ （５．８） １９ （８．６）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６ （０．７５）
拉脱维亚 ７．５ （２．４） ４９５ （１０．８） ９２．５ （２．４） ４８２ （３．７） －１３ （１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２ （０．３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７．４ （０．２） ５２１ （４．５） ６２．６ （０．２） ５３４ （２．８） １３ （５．３）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４ （０．３８）
俄罗斯 ３１．７ （２．９） ４５９ （６．４） ６８．３ （２．９） ４７３ （５．０） １４ （７．８）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 （０．３２）
塞尔维亚 ４．４ （１．７） ４４６ （２３．４） ９５．６ （１．７） ４３６ （３．８） －９ （２３．９）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２ （０．５３）
泰国 ７０．１ （３．４） ４１５ （４．１） ２９．９ （３．４） ４２０ （７．３） ５ （９．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１ （０．５８）
突尼斯 ２９．６ （３．９） ３５５ （７．５） ７０．４ （３．９） ３６０ （３．９） ５ （９．９）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３）
乌拉圭 ５．８ （１．８） ４０５ （２２．６） ９４．２ （１．８） ４２３ （３．６） １８ （２３．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６ （０．７６）

英国２ ２５．７ （３．６） ５１２ （７．５） ７４．３ （３．６） ５０８ （３．３） －４ （８．９）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５）

国家（地区）

教　　师　　自　　编　　测　　试

每年２次或更少 每年３次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相关１

方差解释量
（狉２×１００）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８ （１．３） ５１４ （１６．１） ９６．２ （１．３） ５２５ （２．３） １１ （１６．８）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 （０．２８）
奥地利 ７．７ （２．２） ４６０ （１０．７） ９２．３ （２．２） ５１０ （３．７） ５０ （１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５） １．１ （１．０１）
比利时 ９．１ （１．６） ５１６ （９．３） ９０．９ （１．６） ５３２ （３．１） １６ （１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５） １．４ （１．１９）
加拿大 １．０ （０．５） ｃ ｃ ９９．０ （０．５） ５３３ （１．８）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捷克 ６．７ （１．６） ４８８ （１２．３） ９３．３ （１．６） ５１８ （３．８） ３０ （１３．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４ （０．５９）
丹麦 ３４．７ （３．３） ５１２ （４．６） ６５．３ （３．３） ５１５ （３．５） ３ （５．９）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 （０．２８）
芬兰 ０．０ （０．０） ｃ ｃ １００．０ （０．０） ５４４ （１．９）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０ （１．５） ５２４ （２９．３） ９６．０ （１．５） ５０４ （３．５） －２０ （３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９ （０．９６）
希腊 ８．０ （２．５） ４３７ （１３．６） ９２．０ （２．５） ４４６ （４．３） ９ （１４．７）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２ （０．６４）
匈牙利 １．５ （０．９） ｃ ｃ ９８．５ （０．９） ４９１ （３．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５．０ （０．１） ５２３ （７．７） ９５．０ （０．１） ５１５ （１．５） －８ （７．９）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１２）
爱尔兰 ２５．６ （４．２） ５０４ （６．２） ７４．４ （４．２） ５０３ （３．２） －１ （７．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２ （０．３５）
意大利 ６．６ （１．８） ４８１ （１６．７） ９３．４ （１．８） ４６６ （３．２） －１６ （１７．８） －０．１１ （０．０５） １．３ （１．１８）
日本 ０．７ （０．７） ｃ ｃ ９９．３ （０．７） ５３４ （４．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２．４ （１．４） ｃ ｃ ９７．６ （１．４） ５４２ （３．４）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卢森堡 １５．７ （０．１） ４９５ （２．８） ８４．３ （０．１） ４９３ （１．１） －３ （３．１） －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８７）
墨西哥 １１．８ （２．０） ３８０ （７．１） ８８．２ （２．０） ３８５ （４．４） ５ （８．６）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 （０．１７）
荷兰 ０．５ （０．５） ｃ ｃ ９９．５ （０．５） ５３９ （３．８）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新西兰 ４．６ （１．４） ５１８ （１２．３） ９５．４ （１．４） ５２５ （２．５） ７ （１２．６）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２）
挪威 ａ ａ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９４ （２．４） ａ ａ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１４）
波兰 ６．６ （１．８） ４９９ （１０．９） ９３．４ （１．８） ４９０ （２．８） －９ （１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０）
葡萄牙 ａ ａ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６６ （３．４） ａ ａ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３）
斯洛伐克 ６．９ （１．４） ４７３ （１２．７） ９３．１ （１．４） ５００ （３．６） ２７ （１３．７）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４）
西班牙 ａ ａ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８５ （２．７） ａ ａ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 （０．１３）
瑞典 ３．８ （１．５） ５３２ （２４．３） ９６．２ （１．５） ５０７ （２．２） －２５ （２３．９）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１３）
瑞士 ２．２ （０．７） ｃ ｃ ９７．８ （０．７） ５２６ （３．６）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土耳其 ６０．０ （４．５） ４１０ （７．５） ４０．０ （４．５） ４４７ （１３．２） ３７ （１５．６） ０．１１ （０．０７） １．３ （１．６３）
美国 ０．５ （０．５） ｃ ｃ ９９．５ （０．５） ４８６ （３．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１ （０．４） ４４４ （５．０） ９２．９ （０．４） ４９２ （１．２） ４８ （５．１）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４ （０．２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５ （０．３） ４７１ （３．０） ９１．５ （０．３） ５０３ （０．６） ３２ （３．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３ （０．１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４ （１．２） ３４５ （２６．１） ９６．６ （１．２） ３５７ （５．１） １２ （２６．５）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２ （０．６３）
中国香港 ５．９ （２．０） ５７９ （２５．７） ９４．１ （２．０） ５４９ （５．２） －３０ （２７．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 （０．６３）
印度尼西亚 ２２．５ （３．３） ３６０ （１０．０） ７７．５ （３．３） ３６０ （４．７） １ （１１．８）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８ （１．０３）
拉脱维亚 ３．３ （１．３） ４６９ （２６．８） ９６．７ （１．３） ４８４ （３．６） １６ （２７．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 （０．２６）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２．４ （０．０） ｃ ｃ ９７．６ （０．０） ５２９ （３．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俄罗斯 ５．４ （１．８） ４８０ （２０．２） ９４．６ （１．８） ４６８ （４．４） －１２ （２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３ （０．５５）
塞尔维亚 ３２．９ （４．０） ４４２ （８．３） ６７．１ （４．０） ４３５ （４．４） －８ （９．７）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９ （０．８０）
泰国 ２１．７ （３．４） ４０７ （６．９） ７８．３ （３．４） ４２０ （３．５） １４ （８．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２）
突尼斯 １２．６ （２．４） ３４３ （１０．５） ８７．４ （２．４） ３６１ （３．０） １８ （１１．４）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５ （０．７２）
乌拉圭 ０．８ （０．５） ｃ ｃ ９９．２ （０．５） ４２２ （３．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英国２ １８．４ （２．７） ４８９ （６．６） ８１．６ （２．７） ５１３ （３．１） ２４ （７．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３ （０．４１）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用这些方法测评的频率和数学成绩的相关。

２．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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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９（续２）
测评方法和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学生作业／研究项目／家庭作业

每年２次或更少 每年３次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学生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相关１

方差解释量
（狉２×１００）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８ （０．８） ｃ ｃ ９８．２ （０．８） ５２５ （２．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奥地利 １１．０ （２．４） ４６６ （１４．８） ８９．０ （２．４） ５１０ （４．０） ４４ （１６．２）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８ （０．９２）
比利时 ５．０ （１．４） ４８１ （２２．９） ９５．０ （１．４） ５３３ （２．５） ５２ （２３．２） ０．１２ （０．０４） １．４ （１．０５）
加拿大 ２．１ （０．７） ｃ ｃ ９７．９ （０．７） ５３２ （１．８）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捷克 ８．１ （２．１） ５３８ （１６．６） ９１．９ （２．１） ５１４ （４．１） －２４ （１８．２）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７ （０．６９）
丹麦 １２．０ （２．１） ５１５ （７．２） ８８．０ （２．１） ５１５ （２．８） ０ （７．７）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０６）
芬兰 １１．６ （２．５） ５４０ （３．６） ８８．４ （２．５） ５４５ （２．１） ５ （４．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１１）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６ （２．１） ５１１ （１４．７） ９０．４ （２．１） ５０４ （３．９） －７ （１６．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４ （０．６８）
希腊 ８５．３ （４．３） ４４７ （４．５） １４．７ （４．３） ４３５ （１８．２） －１２ （２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 （０．５５）
匈牙利 １．２ （０．８） ｃ ｃ ９８．８ （０．８） ４９０ （３．０）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４．０ （０．１） ４９９ （９．５） ９６．０ （０．１） ５１６ （１．５） １７ （９．６）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１２）
爱尔兰 ５．５ （１．８） ５１９ （１５．１） ９４．５ （１．８） ５０３ （２．７） －１６ （１５．７）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２ （０．３７）
意大利 １０．０ （１．９） ４９７ （１２．５） ９０．０ （１．９） ４６２ （３．４） －３５ （１３．８）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９ （０．９４）
日本 １８．０ （３．４） ５１３ （１６．２） ８２．０ （３．４） ５３９ （５．３） ２６ （１９．１） ０．１９ （０．０７） ３．６ （２．６１）
韩国 ３４．６ （４．２） ５３６ （８．７） ６５．４ （４．２） ５４５ （５．５） １０ （１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１ （０．３９）
卢森堡 １２．４ （０．０） ５２８ （２．８） ８７．６ （０．０） ４８８ （１．１） －４０ （３．０） －０．１０ （０．０１） １．１ （０．２３）
墨西哥 ２５．０ （３．０） ３９０ （６．５） ７５．０ （３．０） ３８３ （４．８） －７ （８．３）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 （０．１７）
荷兰 １０．１ （２．４） ５２６ （１９．９） ８９．９ （２．４） ５３８ （４．４） １２ （２２．４）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 （０．４６）
新西兰 ８．４ （２．０） ５１７ （１０．１） ９１．６ （２．０） ５２６ （２．６） ８ （１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 （０．１７）
挪威 ５．０ （１．５） ４８７ （９．８） ９５．０ （１．５） ４９５ （２．４） ７ （９．９）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１４）
波兰 ４．２ （１．６） ４９８ （８．３） ９５．８ （１．６） ４９０ （２．６） －９ （８．４）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 （０．０７）
葡萄牙 ７．７ （２．４） ４８３ （１３．７） ９２．３ （２．４） ４６５ （３．８） －１８ （１４．８） －０．１０ （０．０５） １．０ （１．０４）
斯洛伐克 １５．２ （２．３） ５１０ （８．８） ８４．８ （２．３） ４９７ （３．９） －１３ （１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５ （０．６１）
西班牙 ２．９ （１．１） ｃ ｃ ９７．１ （１．１） ４８５ （２．８）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瑞典 ５．４ （１．９） ５３２ （１５．５） ９４．６ （１．９） ５０７ （２．４） －２６ （１５．４）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３ （０．３６）
瑞士 １４．７ （２．３） ５４８ （８．４） ８５．３ （２．３） ５２３ （４．２） －２５ （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４） ２．４ （１．２４）
土耳其 ６４．５ （４．６） ４１７ （８．４） ３５．５ （４．６） ４３６ （１４．２） １９ （１７．４） ０．１０ （０．０７） １．１ （１．５９）
美国 ０．５ （０．５） ｃ ｃ ９９．５ （０．５） ４８６ （３．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３．０ （０．６） ４６６ （５．４） ８７．０ （０．６） ４９２ （１．５） ２７ （６．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３ （０．１９）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４．１ （０．４） ４７７ （３．０） ８５．９ （０．４） ５０３ （０．８） ２６ （３．３）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５ （０．１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４ （１．４） ３７１ （４８．０） ９６．６ （１．４） ３５７ （４．６） －１４ （４７．３）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 （０．６０）
中国香港 ２５．１ （３．８） ５４２ （１４．４） ７４．９ （３．８） ５５３ （５．３） １１ （１６．６）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４ （０．９８）
印度尼西亚 ８．２ （２．０） ３５２ （１３．９） ９１．８ （２．０） ３６１ （４．４） ８ （１５．９）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３）
拉脱维亚 １１．９ （２．８） ４８８ （１３．５） ８８．１ （２．８） ４８２ （３．８） －６ （１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 （０．２０）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１６．０ （０．１） ５１３ （６．７） ８４．０ （０．１） ５３０ （３．３） １７ （７．９）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５ （０．４６）
俄罗斯 ２１．８ （３．２） ４８５ （７．４） ７８．２ （３．２） ４６４ （４．７） －２１ （８．７）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３ （０．４６）
塞尔维亚 ６０．０ （４．２） ４４０ （５．８） ４０．０ （４．２） ４３４ （５．４） －６ （８．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２ （０．３３）
泰国 １６．３ （３．０） ４１３ （７．２） ８３．７ （３．０） ４１８ （３．３） ４ （７．８）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 （０．１４）
突尼斯 ３６．５ （４．１） ３４６ （５．７） ６３．５ （４．１） ３６６ （４．６） ２０ （９．０） ０．１２ （０．０５） １．４ （１．２７）
乌拉圭 １５．２ （３．４） ４６１ （８．４） ８４．８ （３．４） ４１６ （３．５） －４５ （９．４） －０．２１ （０．０４） ４．３ （１．５５）

英国２ ６．２ （１．７） ４７９ （１３．５） ９３．８ （１．７） ５１１ （２．７） ３１ （１３．９）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５ （０．５３）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用这些方法测评的频率和数学成绩的相关。

２．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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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０
测评结果的使用和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告知家长孩子的进步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５２４ （２．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奥地利 ９１．５ （２．３） ５１２ （３．５） ７．８ （２．２） ４４２ （６．２） ７０ （７．２）
比利时 ９８．８ （０．７） ５３１ （２．６） ０．４ （０．４） ｃ ｃ ｃ ｃ
加拿大 ９７．７ （０．７） ５３２ （１．８） ０．６ （０．３） ｃ ｃ ｃ ｃ
捷克 ９７．６ （１．０） ５１６ （３．７） １．７ （０．９）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６６．８ （３．５） ５１７ （３．３） ３２．０ （３．５） ５０９ （５．０） ８ （６．２）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５４４ （１．９） ０．０ ｃ ｃ ｃ ｃ ｃ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４．１ （１．５） ５０３ （３．６） ３．９ （１．４） ５３９ （２１．２） －３６ （２２．３）
希腊 ９６．２ （２．０） ４４３ （４．０） ３．４ （２．０） ５０５ （７．７） －６２ （８．４）
匈牙利 ９７．３ （１．２） ４９１ （３．０） ０．９ （０．９）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９８．８ （０．０） ５１５ （１．６） ０．３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９９．３ （０．７） ５０４ （２．６） ０．７ ｃ ｃ ｃ ｃ
意大利 ９４．８ （１．５） ４６６ （３．２） ４．０ （１．３） ４６８ （２２．９） －２ （２３．８）
日本 ９７．６ （１．２） ５３５ （４．２） １．７ （１．０）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９４．７ （１．９） ５４４ （３．６） ４．５ （１．８） ５２５ （２３．６） １９ （２４．７）
卢森堡 ９９．８ （０．０） ４９３ （１．０）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墨西哥 ９６．０ （０．９） ３８５ （４．０） ３．２ （０．９） ３８４ （１３．９） ０ （１４．５）
荷兰 ９６．８ （１．４） ５３８ （３．８） ０．５ ｃ ｃ ｃ ｃ ｃ
新西兰 ９８．４ （１．０） ５２４ （２．４） １．６ （１．０） ｃ ｃ ｃ ｃ
挪威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９４ （２．４）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９８．０ （１．１） ４９０ （２．５） ２．０ （１．１）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９８．８ （０．７） ４６７ （３．５） １．２ （０．７） ｃ ｃ ｃ ｃ
斯洛伐克 ９８．７ （０．７） ４９８ （３．４） １．３ （０．７） ｃ ｃ ｃ ｃ
西班牙 ９９．６ （０．３） ４８５ （２．７） 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瑞典 ９５．８ （１．６） ５０８ （２．３） ３．６ （１．５） ５３０ （２２．８） －２２ （２２．８）
瑞士 ９２．６ （１．８） ５２４ （４．２） ５．８ （１．５） ５７４ （１６．１） －５０ （１７．９）
土耳其 ８４．６ （３．０） ４２６ （７．３） １５．２ （２．９） ４０９ （１７．２） １７ （１８．３）
美国 ９７．７ （１．０） ４８６ （３．２） １．６ （０．８） ｃ ｃ ｃ ｃ
　犗犈犆犇总体 ９６．０ （０．４） ４８９ （１．２） ３．２ （０．３） ４６０ （８．９） ２９ （９．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９５．１ （０．３） ５００ （０．７） ４．２ （０．３） ４８３ （５．４） １８ （５．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８６．７ （２．７） ３６０ （５．０） １２．０ （２．６） ３３６ （１５．２） ２５ （１５．０）
中国香港 ９８．７ （０．９） ５５１ （４．７） １．３ （０．９） ｃ ｃ ｃ ｃ
印度尼西亚 ８５．３ （２．８） ３６２ （４．６） １０．４ （２．３） ３４７ （１２．１） １４ （１４．２）
拉脱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８３ （３．７）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９６．５ （０．１） ５２８ （３．０） ３．５ （０．１） ４９６ （１３．７） ３２ （１４．１）
俄罗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６８ （４．２）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塞尔维亚 ９１．９ （２．２） ４３８ （４．１） ７．２ （２．２） ４３０ （１５．５） ８ （１６．６）
泰国 ８９．０ （２．５） ４１９ （３．４） １０．３ （２．６） ４０５ （９．５） １４ （１０．８）
突尼斯 ７３．６ （３．５） ３６４ （４．１） ２４．７ （３．３） ３４７ （７．３） １６ （１０．３）
乌拉圭 ９３．６ （１．７） ４２３ （３．６） ５．７ （１．７） ４１７ （１４．５） ６ （１５．９）

英国１ ９７．９ （１．０） ５０９ （２．６）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国家（地区）

决定学生升级或留级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６１．０ （２．９） ５２４ （２．７） ３８．２ （２．９） ５２５ （３．８） －１ （４．７）
奥地利 ９２．０ （２．４） ５１１ （３．５） ６．７ （２．３） ４３５ （１０．１） ７５ （１０．６）
比利时 ９８．１ （０．８） ５３２ （２．７） ０．９ （０．６） ｃ ｃ ｃ ｃ
加拿大 ９３．０ （１．１） ５３３ （１．９） ４．４ （０．９） ５２５ （７．１） ７ （７．６）
捷克 ９１．２ （１．９） ５１７ （３．８） ８．２ （１．９） ５０２ （１８．４） １５ （１９．４）
丹麦 ３．８ （０．９） ５０８ （１３．４） ９５．６ （１．１） ５１５ （２．７） －７ （１３．８）
芬兰 ９４．０ （１．３） ５４５ （２．０） ４．７ （０．９） ５３３ （９．１） １１ （９．４）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３．６ （１．６） ５０７ （３．７） ３．６ （１．２） ４５１ （３２．９） ５５ （３３．１）
希腊 ９９．４ （０．５） ４４５ （３．９） ０．６ （０．５） ｃ ｃ ｃ ｃ
匈牙利 ９２．９ （２．０） ４９３ （３．３） ５．２ （１．９） ４５７ （２０．３） ３６ （２１．１）
冰岛 １４．６ （０．１） ５０８ （３．８） ８３．８ （０．２） ５１７ （１．７） －９ （４．０）
爱尔兰 ４３．３ （４．１） ５００ （４．０） ５５．９ （４．２） ５０５ （３．８） －５ （６．０）
意大利 ８１．８ （２．９） ４７４ （３．８） １６．０ （２．７） ４２３ （１１．３） ５１ （１２．９）
日本 ８８．９ （２．６） ５３０ （４．６） １０．４ （２．５） ５６０ （１８．５） －３０ （２０．１）
韩国 ２４．４ （３．７） ５４２ （９．５） ７４．０ （３．８） ５４３ （４．３） －１ （１１．７）
卢森堡 ９９．８ （０．０） ４９３ （１．０）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墨西哥 ９１．５ （１．９） ３８８ （３．９） ７．０ （１．８） ３５１ （１１．６） ３７ （１２．６）
荷兰 ９４．１ （１．９） ５４０ （３．９） ３．１ （１．５） ４３６ （２８．２） １０４ （２９．３）
新西兰 ７７．０ （２．９） ５２７ （３．０） ２１．８ （２．７） ５１８ （５．８） ９ （７．２）
挪威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波兰 ８４．２ （２．８） ４９１ （２．７） １５．８ （２．８） ４８７ （７．４） ４ （８．１）
葡萄牙 ９６．６ （１．６） ４６６ （３．６） ３．４ （１．６） ４５３ （２９．３） １３ （３０．３）
斯洛伐克 ９６．０ （１．２） ４９９ （３．５） ３．３ （１．０） ４９３ （１５．２） ５ （１６．２）
西班牙 ９９．５ （０．３） ４８５ （２．７） ０．５ （０．３） ｃ ｃ ｃ ｃ
瑞典 ３８．９ （４．１） ５１２ （３．９） ６１．０ （４．０） ５０７ （３．７） ４ （５．７）
瑞士 ９４．９ （１．５） ５２７ （３．７） ４．８ （１．５） ５０２ （２０．５） ２５ （２１．４）
土耳其 ７０．２ （４．３） ４２６ （８．４） ２８．６ （４．１） ４０８ （１１．９） １８ （１５．１）
美国 ７５．２ （２．８） ４８０ （４．２） ２３．３ （２．７） ５０２ （５．９） －２２ （７．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９．２ （０．９） ４８６ （１．５） １９．４ （０．９） ４９９ （３．３） －１３ （４．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７８．９ （０．４） ４９９ （０．８） ２０．１ （０．４） ５０４ （１．７） －６ （１．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８２．３ （２．６） ３６３ （６．１） １６．４ （２．４） ３２７ （９．３） ３６ （１２．２）
中国香港 ９６．３ （１．５） ５５０ （４．８） ３．７ （１．５） ５５９ （１６．９） －９ （１８．１）
印度尼西亚 ８１．１ （２．７） ３６０ （４．６） １５．２ （２．５） ３６０ （１１．４） ０ （１２．９）
拉脱维亚 ９４．１ （２．７） ４８５ （３．７） ５．９ （２．７） ４５５ （１９．５） ３０ （１９．３）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９６．５ （０．１） ５２８ （３．０） ３．５ （０．１） ４９６ （１３．７） ３２ （１４．１）
俄罗斯 ９６．７ （１．３） ４６７ （４．３） ３．３ （１．３） ５１７ （１４．０） －５１ （１４．６）
塞尔维亚 ８７．１ （２．５） ４３６ （４．１） １１．１ （２．４） ４４６ （１４．２） －１０ （１５．２）
泰国 ７１．７ （４．０） ４２０ （３．９） ２８．０ （３．９） ４１０ （５．９） ９ （７．６）
突尼斯 ８３．４ （２．９） ３６２ （３．４） １５．６ （２．９） ３４２ （８．８） ２１ （１０．７）
乌拉圭 ９０．４ （２．４） ４２３ （３．７） ９．４ （２．４） ４２１ （１３．４） １ （１４．６）

英国１ ６６．５ （３．４） ５０９ （３．２） ３０．９ （３．３） ５０８ （５．６） ２ （６．８）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８６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５．１０（续１）
测评结果的使用和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为教学目的对学生分类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７７．６ （２．６） ５２６ （２．８） ２２．１ （２．６） ５１９ （６．６） ６ （８．０）
奥地利 ３１．０ （２．３） ４５３ （６．４） ６６．６ （２．３） ５２８ （３．７） －７５ （７．５）
比利时 １９．４ （２．３） ５０８ （１０．３） ７８．３ （２．７） ５３６ （３．５） －２９ （１２．４）
加拿大 ６９．０ （２．２） ５３４ （２．３） ２６．８ （２．０） ５２８ （４．２） ６ （５．１）
捷克 ３５．１ （３．２） ５１５ （７．９） ６４．６ （３．３） ５１７ （４．５） －２ （９．８）
丹麦 １４．０ （２．６） ５０３ （７．８） ８５．４ （２．７） ５１６ （２．８） －１４ （８．３）
芬兰 １７．１ （３．０） ５４７ （５．３） ８２．９ （３．０） ５４４ （２．０） ３ （５．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３５．１ （３．０） ４５７ （６．２） ６２．９ （２．９） ５３１ （４．８） －７４ （８．２）
希腊 １０．９ （２．１） ４４１ （１１．６） ８７．８ （２．２） ４４６ （４．３） －５ （１２．７）
匈牙利 ３４．２ （３．５） ５１３ （７．５） ６３．９ （３．５） ４７９ （４．６） ３４ （１０．５）
冰岛 ５４．９ （０．２） ５１４ （１．９） ４３．０ （０．２） ５１７ （２．６） －３ （３．２）
爱尔兰 ７８．１ （３．３） ５０２ （３．１） ２１．９ （３．３） ５０７ （７．５） －５ （８．９）
意大利 ４９．９ （３．８） ４６１ （５．８） ４７．１ （３．９） ４７０ （５．５） －９ （９．７）
日本 ４４．４ （４．５） ５４５ （７．８） ５４．９ （４．４） ５２４ （８．３） ２１ （１３．６）
韩国 ６１．６ （４．０） ５４５ （５．１） ３６．８ （３．９） ５３８ （７．２） ７ （１０．３）
卢森堡 ２９．６ （０．１） ４６０ （１．９） ７０．２ （０．１） ５０７ （１．３） －４７ （２．４）
墨西哥 ５８．７ （３．２） ３８４ （４．９） ４０．１ （３．２） ３８５ （７．４） －１ （９．３）
荷兰 ８６．２ （２．９） ５３６ （４．２） １１．０ （２．６） ５４１ （１５．８） －５ （１８．１）
新西兰 ７２．７ （３．０） ５２３ （３．３） ２６．０ （３．０） ５３０ （５．８） －６ （７．５）
挪威 ３７．８ （４．０） ４９０ （３．９） ６２．２ （４．０） ４９７ （２．９） －７ （４．８）
波兰 ３３．０ （４．１） ４９５ （５．８） ６７．０ （４．１） ４８８ （２．７） ７ （６．７）
葡萄牙 ２６．１ （３．８） ４６６ （７．９） ７３．９ （３．８） ４６６ （４．３） ０ （９．７）
斯洛伐克 ５４．５ （３．８） ５００ （４．８） ４４．８ （３．８） ４９７ （６．２） ３ （８．８）
西班牙 ４７．４ （３．５） ４７６ （４．０） ５２．２ （３．５） ４９４ （３．７） －１８ （５．７）
瑞典 ４４．６ （４．０） ５０８ （３．６） ５４．０ （３．９） ５１０ （３．８） －２ （５．５）
瑞士 ２７．１ （３．１） ５１３ （５．６） ６９．２ （３．５） ５３２ （５．５） －１９ （８．７）
土耳其 ４９．１ （４．３） ４２１ （９．６） ４７．６ （４．２） ４２２ （８．９） －２ （１２．９）
美国 ６４．８ （３．３） ４８７ （４．４） ３３．５ （３．２） ４８３ （６．２） ３ （８．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４．０ （１．１） ４８７ （１．９） ４４．４ （１．１） ４９０ （２．３） －３ （３．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３．４ （０．６） ４９８ （１．１） ５４．９ （０．６） ５０１ （１．１） －３ （１．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２．６ （３．９） ３４８ （７．１） ５２．７ （４．０） ３６３ （８．４） －１５ （１１．９）
中国香港 ６３．３ （４．２） ５３７ （７．５） ３６．７ （４．２） ５７１ （８．０） －３４ （１２．９）
印度尼西亚 ４４．６ （３．６） ３５９ （６．５） ５１．５ （３．９） ３６１ （５．１） －３ （８．３）
拉脱维亚 ３９．９ （４．２） ４９２ （５．８） ５９．７ （４．３） ４７８ （４．７） １５ （７．３）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８．９ （０．２） ５３９ （３．８） ５０．８ （０．２） ５２１ （３．６） １８ （５．４）
俄罗斯 ５４．６ （４．０） ４７２ （５．８） ４３．５ （３．８） ４６５ （６．９） ７ （９．２）
塞尔维亚 １８．９ （３．４） ４３７ （１０．３） ７８．５ （３．６） ４３６ （４．４） １ （１１．９）
泰国 ７７．２ （３．５） ４２１ （３．８） ２２．８ （３．５） ４０４ （６．８） １７ （８．３）
突尼斯 ４２．６ （４．２） ３６５ （５．５） ５５．１ （４．２） ３５５ （４．２） １０ （８．２）
乌拉圭 ２８．２ （３．１） ４１３ （６．６） ６９．０ （３．０） ４２６ （４．５） －１３ （８．９）

英国１ ９１．７ （１．９） ５０８ （２．７） ６．２ （１．６） ５２１ （１５．４） －１３ （１５．８）

国家（地区）

将学校成绩与地区或国家成绩比较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４．８ （２．４） ５２１ （３．０） ４４．９ （２．４） ５２８ （３．７） －８ （５．０）
奥地利 １２．２ （２．７） ５０５ （１１．０） ８５．９ （２．８） ５０５ （３．９） ０ （１２．２）
比利时 ９．５ （２．２） ５６６ （１２．９） ８９．７ （２．２） ５２７ （３．２） ３９ （１４．２）
加拿大 ６７．８ （２．２） ５３３ （２．４） ２８．９ （２．１） ５３３ （３．７） ０ （４．７）
捷克 ４９．８ （３．３） ５２１ （５．２） ４９．８ （３．３） ５１０ （６．６） １１ （９．４）
丹麦 ５．９ （１．７） ５２７ （７．２） ９３．６ （１．８） ５１４ （２．９） １４ （７．８）
芬兰 ５６．０ （４．０） ５４６ （２．６） ４３．４ （４．１） ５４２ （２．７） ４ （３．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２０．７ （３．１） ５２１ （１１．１） ７６．８ （３．１） ５００ （４．２） ２１ （１２．８）
希腊 １２．１ （２．８） ４６５ （１２．４） ８６．８ （２．７） ４４３ （４．５） ２２ （１４．０）
匈牙利 ８４．３ （２．８） ４８９ （３．８） １３．２ （２．６） ５０３ （１４．７） －１４ （１６．８）
冰岛 ８２．５ （０．１） ５１６ （１．７） １５．６ （０．１） ５１２ （３．７） ４ （４．１）
爱尔兰 １７．２ （３．２） ５０７ （７．６） ８２．８ （３．２） ５０３ （３．１） ５ （９．０）
意大利 ３１．８ （３．３） ４７２ （７．０） ６５．３ （３．５） ４６３ （４．２） ９ （９．２）
日本 １７．７ （３．４） ５６３ （１０．９） ８１．５ （３．５） ５２７ （５．６） ３６ （１４．０）
韩国 ６１．０ （３．６） ５６２ （４．５） ３７．４ （３．７） ５１１ （７．３） ５２ （９．１）
卢森堡 ２１．８ （０．０） ４８６ （２．３） ７８．０ （０．０） ４９５ （１．２） －９ （２．８）
墨西哥 ５３．９ （３．１） ３９１ （４．３） ４３．２ （３．０） ３７９ （７．２） １２ （８．５）
荷兰 ６１．３ （４．１） ５５１ （５．９） ３５．３ （４．０） ５１０ （８．９） ４２ （１２．８）
新西兰 ８６．１ （２．４） ５２５ （２．６） １３．３ （２．３） ５２０ （６．６） ５ （７．４）
挪威 ６３．８ （３．６） ４９８ （２．９） ３６．２ （３．６） ４８７ （３．９） １１ （４．７）
波兰 ７１．１ （３．７） ４９３ （３．１） ２８．９ （３．７） ４８４ （４．３） ９ （５．３）
葡萄牙 ３２．９ （４．２） ４６７ （８．８） ６７．１ （４．２） ４６５ （４．０） ２ （１０．５）
斯洛伐克 ４５．１ （３．７） ４９９ （６．３） ５３．３ （３．６） ４９８ （５．０） ２ （９．０）
西班牙 １８．１ （２．１） ４９０ （７．０） ８１．２ （２．１） ４８４ （２．９） ６ （７．７）
瑞典 ７２．５ （３．１） ５０８ （２．６） ２６．８ （３．１） ５１０ （５．７） －２ （６．１）
瑞士 １８．３ （１．９） ５４０ （８．４） ８０．３ （２．２） ５２３ （４．５） １６ （１０．４）
土耳其 ５８．０ （４．４） ４２９ （９．８） ４０．８ （４．３） ４１０ （１０．７） １９ （１５．７）
美国 ８９．８ （２．１） ４８４ （３．３） ９．２ （１．９） ４９７ （９．９） －１２ （１０．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６．５ （０．９） ４８９ （１．９） ４１．９ （０．９） ４８８ （２．１） １ （３．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５．８ （０．５） ５０４ （１．１） ５２．７ （０．５） ４９６ （１．０） ９ （１．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６．３ （３．４） ３５２ （７．２） ６０．５ （３．６） ３５９ （７．６） －７ （１１．４）
中国香港 ２２．７ （４．０） ５３７ （１６．７） ７７．３ （４．０） ５５４ （４．８） －１７ （１８．６）
印度尼西亚 ４８．５ （３．７） ３７１ （４．９） ４７．４ （３．８） ３４９ （５．５） ２３ （７．０）
拉脱维亚 ７９．３ （４．１） ４８１ （３．５） ２０．１ （４．１） ４９５ （９．５） －１５ （９．６）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２．８ （０．１） ｃ ｃ ８７．０ （０．１） ｃ ｃ ｃ ｃ
俄罗斯 ６９．２ （４．２） ４６６ （４．８） ２９．８ （４．１） ４７４ （８．４） －７ （９．４）
塞尔维亚 ４１．９ （４．１） ４３８ （６．２） ５６．３ （４．０） ４３６ （５．３） ２ （８．６）
泰国 ５９．３ （３．６） ４２３ （４．８） ４０．７ （３．６） ４０８ （５．６） １５ （８．５）
突尼斯 ７１．９ （３．７） ３６１ （３．８） ２６．４ （３．６） ３５７ （６．９） ４ （９．２）
乌拉圭 １７．８ （３．１） ４０８ （９．８） ８０．６ （３．２） ４２５ （３．８） －１７ （１１．４）

英国１ ８６．６ （２．１） ５０５ （３．０） １０．８ （１．８） ５４５ （１２．１） －４０ （１３．１）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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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０（续２）
测评结果的使用和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监控学校逐年的进步情况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７６．５ （２．７） ５１９ （２．７） ２３．５ （２．７） ５４２ （４．３） －２３ （５．３）
奥地利 ５７．６ （３．８） ５０３ （５．４） ３９．８ （３．９） ５０８ （６．９） －５ （１０．０）
比利时 ３７．０ （２．８） ５３８ （７．２） ６１．３ （２．８） ５２６ （５．０） １３ （１０．８）
加拿大 ７７．１ （１．９） ５３４ （２．１） １９．９ （１．７） ５２８ （４．７） ５ （５．４）
捷克 ８５．２ （２．４） ５１６ （４．４） １４．３ （２．４） ５１６ （１２．７） －１ （１５．０）
丹麦 ８．４ （２．０） ５２５ （１２．０） ９１．０ （２．１） ５１３ （２．７） １２ （１２．１）
芬兰 ６５．０ （４．１） ５４７ （２．４） ３５．０ （４．１） ５３９ （２．９） ７ （３．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３．２ （３．２） ４９３ （７．９） ５４．８ （３．１） ５１３ （６．３） －２０ （１２．６）
希腊 ３５．２ （５．７） ４５１ （８．８） ６３．８ （５．７） ４４１ （４．５） １０ （１０．６）
匈牙利 ９３．９ （１．６） ４９２ （３．１） ４．２ （１．４） ４６０ （３２．５） ３２ （３３．５）
冰岛 ８７．０ （０．１） ５１５ （１．８） １１．８ （０．１） ５１９ （４．９） －４ （５．５）
爱尔兰 ４９．１ （３．９） ５０５ （３．４） ５０．１ （４．０） ５０２ （４．７） ２ （６．５）
意大利 ６７．２ （３．０） ４６０ （４．８） ２９．７ （３．０） ４８０ （６．６） －２０ （９．８）
日本 ４７．３ （４．４） ５５１ （７．４） ５２．０ （４．５） ５１８ （７．４） ３３ （１２．２）
韩国 ５７．６ （４．０） ５６１ （５．９） ４０．８ （３．９） ５１６ （６．２） ４５ （９．５）
卢森堡 ２６．０ （０．１） ４９４ （２．０） ７３．８ （０．１） ４９３ （１．２） １ （２．５）
墨西哥 ９０．４ （１．６） ３８６ （４．３） ８．８ （１．６） ３６７ （８．６） １９ （１０．５）
荷兰 ６１．４ （４．１） ５３９ （６．０） ３５．７ （４．１） ５３３ （７．５） ５ （１１．７）
新西兰 ９５．１ （１．７） ５２４ （２．４） ４．３ （１．６） ５３０ （１５．８） －６ （１６．２）
挪威 ６７．７ （３．３） ４９７ （２．７） ３２．３ （３．３） ４８８ （４．１） １０ （４．６）
波兰 ９６．６ （１．５） ４９１ （２．５） ３．４ （１．５） ４６２ （１１．２） ２９ （１１．５）
葡萄牙 ７８．５ （３．１） ４６５ （４．２） ２１．５ （３．１） ４６９ （６．９） －３ （８．５）
斯洛伐克 ９４．６ （１．６） ４９７ （３．５） ５．０ （１．５） ５２０ （１２．０） －２３ （１２．７）
西班牙 ６８．０ （３．２） ４８２ （３．７） ３１．１ （３．１） ４９２ （５．０） －１１ （６．８）
瑞典 ８４．１ （２．８） ５０９ （２．７） １４．４ （２．７） ５０６ （８．３） ４ （９．０）
瑞士 ２４．３ （４．４） ５３７ （９．８） ７３．２ （４．５） ５２０ （４．２） １７ （１０．８）
土耳其 ７５．４ （３．４） ４２０ （７．８） ２３．４ （３．２） ４２３ （１２．８） －３ （１５．２）
美国 ９２．３ （１．８） ４８５ （３．３） ６．５ （１．６） ４９９ （１５．２） －１４ （１５．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５．１ （０．９） ４８４ （１．６） ２３．６ （０．９） ５０１ （２．７） －１７ （３．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６９．３ （０．５） ４９８ （１．０） ２９．５ （０．５） ５０３ （１．３） －５ （１．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７３．８ （３．３） ３６４ （６．８） ２３．７ （３．６） ３４０ （１１．９） ２４ （１５．５）
中国香港 ９０．０ （２．６） ５５２ （５．３） ９．４ （２．５） ５３３ （２２．３） １９ （２４．２）
印度尼西亚 ８２．２ （２．８） ３６２ （４．８） １３．３ （２．６） ３４７ （１０．１） １５ （１２．４）
拉脱维亚 ９９．２ （０．６） ４８４ （３．７） ０．８ （０．６） ｃ ｃ ｃ ｃ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８１．４ （０．２） ５２８ （３．４） １８．６ （０．２） ５２３ （５．９） ５ （７．０）
俄罗斯 ９６．７ （１．３） ４６９ （４．２） ３．１ （１．３） ４６４ （２３．４） ４ （２３．５）
塞尔维亚 ７５．４ （３．６） ４４２ （４．２） ２２．９ （３．５） ４２１ （８．６） ２０ （９．８）
泰国 ８８．０ （３．０） ４１８ （３．４） １２．０ （３．０） ４１３ （１０．０） ５ （１１．１）
突尼斯 ８０．５ （３．４） ３６１ （３．８） １７．９ （３．３） ３５５ （９．７） ６ （１２．２）
乌拉圭 ７５．６ （３．９） ４２０ （４．６） ２３．２ （３．９） ４３３ （９．０） －１３ （１１．５）

英国 ９４．７ （１．５） ５０８ （２．８） ２．６ （１．０） ｃ ｃ ｃ ｃ

国家（地区）

判　断　教　师　的　效　能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４．０ （２．９） ５２５ （４．７） ６６．０ （２．９） ５２４ （３．２） １ （６．４）
奥地利 ３５．０ （３．４） ５０３ （６．７） ６３．２ （３．４） ５０６ （５．１） －３ （９．５）
比利时 １９．１ （２．３） ５６２ （９．０） ７９．３ （２．５） ５２３ （３．７） ４０ （１１．０）
加拿大 ３０．４ （２．３） ５３７ （３．６） ６６．５ （２．４） ５３０ （２．１） ７ （４．２）
捷克 ６１．４ （３．４） ５１４ （５．１） ３８．２ （３．４） ５１９ （６．４） －５ （９．１）
丹麦 ３．７ （１．４） ５０８ （９．２） ９５．７ （１．５） ５１５ （２．７） －７ （９．２）
芬兰 ３１．９ （３．５） ５４８ （３．３） ６７．３ （３．４） ５４２ （２．３） ６ （４．０）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１．５ （２．３） ５１８ （１４．７） ８６．０ （２．４） ５０３ （４．１） １５ （１６．４）
希腊 １５．０ （４．３） ４７５ （１１．８） ８３．９ （４．２） ４４０ （４．０） ３４ （１２．６）
匈牙利 ７４．５ （３．６） ４８８ （４．４） ２２．３ （３．４） ５０３ （１１．５） －１５ （１４．３）
冰岛 ３０．３ （０．２） ５１５ （２．８） ６７．７ （０．２） ５１６ （１．９） －１ （３．４）
爱尔兰 １６．７ （３．２） ５１０ （８．４） ８１．９ （３．３） ５０２ （２．８） ７ （９．２）
意大利 ２２．５ （３．１） ４５９ （１０．１） ７３．９ （３．３） ４６８ （３．６） －９ （１１．７）
日本 ８１．０ （３．３） ５３７ （４．６） １８．３ （３．３） ５１８ （１５．９） １９ （１７．７）
韩国 ５３．６ （４．２） ５４９ （５．１） ４４．８ （４．３） ５３４ （７．０） １５ （１０．１）
卢森堡 ２０．９ （０．０） ４８２ （２．２） ７８．９ （０．０） ４９６ （１．１） －１４ （２．５）
墨西哥 ７６．２ （３．１） ３９０ （３．８） ２２．４ （３．１） ３６６ （１０．７） ２４ （１１．１）
荷兰 ４０．３ （４．２） ５４４ （７．７） ５５．２ （４．３） ５３２ （６．５） １２ （１２．４）
新西兰 ５１．６ （３．５） ５２７ （４．１） ４５．９ （３．３） ５２２ （４．２） ５ （６．６）
挪威 １９．５ （３．０） ４９８ （５．８） ８０．５ （３．０） ４９３ （２．７） ５ （６．６）
波兰 ７３．２ （３．２） ４９２ （２．９） ２６．８ （３．２） ４８５ （５．９） ７ （６．８）
葡萄牙 ３４．３ （４．３） ４６１ （８．４） ６４．４ （４．４） ４６８ （４．８） －７ （１１．１）
斯洛伐克 ７３．６ （２．８） ４９３ （４．４） ２４．５ （２．６） ５１６ （７．２） －２３ （９．３）
西班牙 ３５．６ （３．５） ４８２ （５．０） ６３．５ （３．５） ４８７ （３．８） －６ （７．０）
瑞典 ２１．２ （３．１） ５１７ （７．７） ７８．７ （３．１） ５０７ （２．８） １１ （８．５）
瑞士 ３６．２ （３．５） ５２２ （６．７） ６２．３ （３．４） ５２７ （５．３） －５ （９．６）
土耳其 ３３．１ （４．４） ４１８ （１０．７） ６４．７ （４．２） ４２３ （８．０） －５ （１２．９）
美国 ５３．９ （３．１） ４７８ （４．３） ４４．７ （３．０） ４９４ （４．９） －１６ （６．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３．０ （１．０） ４８７ （１．８） ４５．５ （１．０） ４９０ （２．０） －３ （３．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３．９ （０．６） ５００ （１．２） ５４．４ （０．６） ５００ （１．０） ０ （１．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４．２ （３．５） ３６５ （８．１） ４３．４ （３．３） ３４８ （７．４） １７ （１１．８）
中国香港 ６３．１ （４．０） ５５０ （７．４） ３５．６ （４．０） ５４９ （８．６） １ （１３．１）
印度尼西亚 ８４．２ （３．０） ３６１ （４．７） １２．２ （２．４） ３５４ （１０．１） ７ （１２．０）
拉脱维亚 ８６．５ （２．８） ４８５ （４．２） １３．５ （２．８） ４７１ （８．１） １５ （９．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７３．２ （０．２） ５３３ （２．９） １６．６ （０．２） ５１０ （５．０） ２３ （５．８）
俄罗斯 ９８．７ （０．８） ４６７ （４．２） １．３ （０．８） ｃ ｃ ｃ ｃ
塞尔维亚 ５０．０ （４．４） ４４２ （５．９） ４８．０ （４．４） ４３２ （５．８） ９ （８．９）
泰国 ７０．６ （３．６） ４２０ （４．１） ２９．４ （３．６） ４１１ （６．０） ９ （８．０）
突尼斯 ６１．７ （３．７） ３６０ （４．５） ３６．６ （３．６） ３５８ （６．１） ２ （９．３）
乌拉圭 ４０．１ （４．４） ４１８ （７．３） ５８．４ （４．４） ４２６ （５．１） －８ （１０．２）

英国 ８３．２ （２．５） ５０９ （２．８） １３．７ （２．２） ５１２ （９．１） －４ （９．７）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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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０（续３）
测评结果的使用和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找出教学和课程可以改进的方面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０．６ （２．５） ５２７ （２．５） １８．３ （２．５） ５１０ （７．４） １８ （８．３）
奥地利 ６３．９ （３．６） ５０１ （４．９） ３３．５ （３．７） ５１０ （８．６） －９ （１１．２）
比利时 ６４．５ （３．０） ５３２ （４．６） ３３．１ （３．０） ５２９ （７．３） ３ （１０．５）
加拿大 ８１．９ （２．０） ５３３ （２．０） １５．５ （１．７） ５２８ （６．４） ５ （６．９）
捷克 ８８．２ （２．１） ５１５ （３．９） １１．３ （２．１） ５２４ （９．６） －９ （１０．７）
丹麦 ４５．９ （３．８） ５１８ （３．８） ５２．４ （３．８） ５１０ （３．８） ８ （５．３）
芬兰 ６５．１ （３．６） ５４５ （２．２） ３４．２ （３．６） ５４３ （３．６） １ （４．３）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３．６ （３．８） ４８５ （６．９） ５３．８ （３．８） ５２０ （６．１） －３５ （１０．９）
希腊 ４０．０ （５．２） ４５８ （７．５） ５８．７ （５．１） ４３８ （４．９） ２０ （９．８）
匈牙利 ９０．７ （２．４） ４８９ （３．６） ６．１ （２．１） ５０９ （２４．５） －１９ （２６．１）
冰岛 ９５．８ （０．０） ５１６ （１．６） ３．３ （０．０） ４９７ （８．７） １９ （８．８）
爱尔兰 ４１．５ （４．３） ５０４ （４．７） ５７．０ （４．３） ５０３ （４．０） １ （７．１）
意大利 ８１．８ （２．８） ４６３ （３．８） １５．９ （２．９） ４７４ （１２．１） －１１ （１４．１）
日本 ７８．３ （３．４） ５３５ （５．５） ２１．０ （３．４） ５２７ （１３．３） ８ （１６．４）
韩国 ８８．８ （２．８） ５４４ （３．８） ９．７ （２．７） ５２６ （１７．４） １８ （１８．８）
卢森堡 ６２．８ （０．１） ４８４ （１．２） ３７．０ （０．１） ５０９ （１．８） －２５ （２．２）
墨西哥 ８７．９ （２．２） ３８７ （４．２） １０．６ （２．２） ３７１ （９．８） １５ （１０．７）
荷兰 ６９．０ （４．０） ５３５ （５．３） ２７．１ （３．８） ５３８ （９．９） －３ （１３．２）
新西兰 ９５．２ （１．４） ５２５ （２．３） ４．２ （１．２） ５２０ （１２．０） ５ （１１．８）
挪威 ６９．７ （３．５） ４９３ （２．６） ２９．７ （３．５） ４９８ （４．６） －５ （５．０）
波兰 ８７．８ （２．８） ４８９ （２．７） １２．２ （２．８） ４９９ （９．４） －１０ （９．９）
葡萄牙 ８３．６ （３．３） ４６４ （３．８） １５．５ （３．２） ４７３ （１２．０） －９ （１３．２）
斯洛伐克 ８７．６ （２．３） ４９９ （３．９） １０．８ （２．２） ４９６ （９．２） ２ （１０．８）
西班牙 ８７．８ （２．４） ４８６ （３．０） １１．４ （２．３） ４８１ （７．５） ５ （８．５）
瑞典 ８０．１ （２．９） ５１０ （２．９） １９．１ （３．０） ５０３ （５．９） ７ （６．８）
瑞士 ５１．３ （３．６） ５２４ （４．７） ４７．５ （３．５） ５２９ （７．２） －５ （９．６）
土耳其 ３３．２ （３．８） ４２０ （１３．４） ６４．６ （３．６） ４２２ （８．３） －１ （１６．８）
美国 ９０．９ （１．９） ４８７ （３．３） ７．９ （１．９） ４６８ （１４．１） １９ （１４．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８．９ （０．８） ４８９ （１．４） １９．６ （０．８） ４８８ （３．６） １ （４．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７４．３ （０．５） ５０１ （０．８） ２４．３ （０．５） ４９７ （１．９） ４ （２．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０．９ （２．２） ３５８ （５．２） ７．８ （２．０） ３４７ （２３．３） １１ （２４．３）
中国香港 ９６．３ （１．３） ５５１ （４．９） ３．１ （１．２） ５２５ （３６．４） ２５ （３７．１）
印度尼西亚 ７５．９ （３．５） ３６１ （４．９） ２０．４ （３．０） ３５６ （８．２） ６ （１０．３）
拉脱维亚 ９６．７ （１．４） ４８３ （３．８） ３．３ （１．４） ４８８ （１３．１） －５ （１３．９）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９７．５ （０．１） ５２８ （２．９） ２．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俄罗斯 ９８．８ （０．７） ４６８ （４．２） １．２ （０．７） ｃ ｃ ｃ ｃ
塞尔维亚 ６２．８ （３．８） ４３９ （５．０） ３４．７ （４．０） ４３４ （７．５） ６ （９．７）
泰国 ７６．９ （３．８） ４２３ （３．６） ２３．１ （３．８） ３９８ （６．８） ２４ （７．９）
突尼斯 ７０．７ （３．３） ３６４ （４．１） ２７．６ （３．２） ３４７ （５．８） １７ （８．７）
乌拉圭 ６８．２ （３．７） ４２１ （４．８） ３１．０ （３．７） ４２５ （７．６） －４ （１０．２）

英国 ８８．２ （２．４） ５０８ （２．８） ８．３ （２．１） ５２９ （１６．２） －２２ （１６．９）

国家（地区）

将该校与其他学校比较

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学校

百分比 数学成绩 百分比 数学成绩
成绩差异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８．５ （２．７） ５１８ （４．７） ６１．０ （２．７） ５２８ （３．２） －１１ （６．５）
奥地利 ３６．７ （３．９） ４９４ （８．１） ６０．０ （３．８） ５１１ （５．３） －１７ （１１．２）
比利时 ６．８ （１．７） ５４７ （１４．０） ９２．０ （１．７） ５２９ （２．９） １８ （１５．１）
加拿大 ５０．７ （２．３） ５３３ （３．１） ４５．０ （２．４） ５３３ （３．０） －１ （４．７）
捷克 ５５．３ （３．７） ５１３ （４．８） ４４．７ （３．７） ５２０ （７．４） －７ （１０．０）
丹麦 ２．９ （１．２） ｃ ｃ ９６．０ （１．５） ５１４ （２．７） ｃ ｃ
芬兰 ３４．７ （３．４） ５４５ （３．５） ６４．７ （３．５） ５４４ （２．０） １ （３．９）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６．７ （２．６） ４９４ （１３．０） ８０．８ （２．６） ５０７ （３．７） －１３ （１４．２）
希腊 １５．７ （３．０） ４７３ （６．８） ８３．２ （３．０） ４４０ （４．４） ３２ （８．３）
匈牙利 ７５．０ （３．３） ４９３ （４．２） ２１．８ （３．１） ４８２ （１１．２） １１ （１３．７）
冰岛 ６４．３ （０．２） ５１３ （２．０） ３３．８ （０．２） ５２１ （２．６） －９ （３．４）
爱尔兰 ８．８ （２．６） ５１８ （１１．２） ９１．２ （２．６） ５０２ （２．５） １７ （１１．８）
意大利 ２８．３ （３．１） ４６２ （８．６） ６８．９ （３．３） ４６７ （３．７） －５ （１０．３）
日本 １１．６ （２．８） ５７０ （８．５） ８７．０ （３．０） ５２８ （５．０） ４２ （１１．０）
韩国 ５４．０ （３．８） ５５８ （５．０） ４４．４ （３．９） ５２４ （７．３） ３４ （９．９）
卢森堡 １０．３ （０．０） ４３４ （３．９） ８９．５ （０．０） ５００ （１．０） －６６ （４．２）
墨西哥 ４９．６ （３．５） ３９０ （４．６） ４８．７ （３．４） ３７９ （６．４） １１ （７．９）
荷兰 ４５．２ （４．３） ５５２ （７．８） ５０．９ （４．４） ５２５ （７．２） ２６ （１３．３）
新西兰 ７２．２ （３．３） ５２５ （３．２） ２６．０ （３．２） ５２２ （５．１） ３ （６．８）
挪威 ４７．１ （３．８） ５０１ （３．３） ５２．９ （３．８） ４８８ （３．１） １３ （４．２）
波兰 ６２．３ （３．６） ４９１ （３．５） ３７．７ （３．６） ４８９ （３．９） ３ （５．４）
葡萄牙 ２２．１ （３．４） ４８４ （６．７） ７７．０ （３．５） ４６０ （４．７） ２４ （９．４）
斯洛伐克 ４７．１ （３．１） ４９９ （６．１） ５１．７ （３．２） ４９７ （４．９） ２ （８．７）
西班牙 １７．０ （２．１） ４８７ （９．８） ８２．１ （２．１） ４８５ （２．６） ２ （１０．２）
瑞典 ６３．７ （３．４） ５０８ （３．１） ３４．６ （３．５） ５０９ （４．１） ０ （４．９）
瑞士 １５．７ （３．６） ５４６ （９．７） ８２．８ （３．６） ５２１ （４．１） ２５ （９．６）
土耳其 ５８．２ （４．５） ４３１ （９．３） ４０．７ （４．４） ４０６ （９．２） ２５ （１３．１）
美国 ７９．４ （２．８） ４８４ （３．４） １９．５ （２．８） ４９２ （７．９） －８ （８．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０．０ （１．０） ４８６ （２．１） ４８．３ （１．１） ４９１ （１．８） －６ （３．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０．４ （０．６） ５０１ （１．３） ５７．９ （０．６） ４９９ （１．０） ２ （１．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２．６ （２．８） ３７６ （１０．４） ７４．５ （３．１） ３５１ （６．４） ２５ （１３．２）
中国香港 １８．８ （３．１） ５４５ （１９．９） ８０．５ （３．２） ５５１ （４．４） －６ （２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７４．５ （２．９） ３６３ （４．８） ２２．０ （２．８） ３５０ （８．１） １３ （１０．１）
拉脱维亚 ６５．０ （４．２） ４８５ （４．４） ３４．８ （４．２） ４８０ （６．７） ５ （７．９）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１２．７ （０．１） ５２３ （７．２） ７５．０ （０．２） ５３０ （２．７） －７ （７．８）
俄罗斯 ８０．９ （３．３） ４６４ （４．９） １８．６ （３．２） ４８６ （７．７） －２２ （９．３）
塞尔维亚 ４９．３ （４．２） ４３５ （５．５） ４９．０ （４．１） ４３９ （６．０） －５ （８．６）
泰国 ５６．８ （４．０） ４２２ （４．７） ４３．２ （４．０） ４１０ （５．８） １２ （８．６）
突尼斯 ７０．１ （３．５） ３６３ （３．６） ２７．６ （３．３） ３５１ （６．８） １３ （９．０）
乌拉圭 １０．４ （２．４） ３９５ （１２．９） ８８．７ （２．４） ４２６ （３．７） －３１ （１４．１）

英国 ８１．４ （２．３） ５０５ （３．２） １５．１ （２．０） ５３７ （９．１） －３２ （１０．１）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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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１ａ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中的学校政策和管理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学校对下述学校政策和管理方面负责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聘任教师 解雇教师 确定教师起薪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６１．７ （２．０） ５９．７ （２．２） ４７．５ （２．０） ４７．３ （３．１） ２０．０ （２．０） １８．１ （２．２）
奥地利 ２２．２ （２．６） １４．６ （２．９） ８．２ （２．１） ５．３ （１．７） ０．４ （０．３） ０．７ （０．５）
比利时 ８３．１ （１．３） ９５．９ （１．３） ８３．９ （２．０） ９５．０ （１．４） 犪 ａ ６．６ （１．７）
加拿大 ８１．０ （１．８） ８１．７ （１．２） ５４．９ （２．２） ６０．６ （１．７） ３２．０ （１．８） ３３．７ （１．８）
捷克 ９８．３ （１．１） ９６．５ （１．２） ９８．３ （１．１） ９４．８ （１．３） ６８．９ （３．２） ７０．４ （３．１）
丹麦 ９７．４ （１．２） ９７．０ （１．３） ６４．５ （３．６） ５６．８ （３．２） ２１．４ （２．８） １３．２ （２．５）
芬兰 ６９．９ （３．５） ３５．１ （３．８） ３５．５ （３．６） ２１．３ （３．３） １０．１ （２．２） １．１ （０．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７．６ （２．７） １０．１ （２．３） ６．３ （１．７） ３．５ （１．３） １．７ （１．０） ２．０ （０．９）
希腊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匈牙利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７．９ （１．２） ９８．５ （１．０） ３８．０ （４．０） ４１．０ （４．３）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５ （０．０） ９９．６ （０．０） ９８．８ （０．１） １８．５ （０．１） ４．０ （０．１）
爱尔兰 ８５．７ （１．８） ８７．９ （２．５） ７０．２ （３．０） ７３．３ （３．０） ３．８ （１．７） ４．３ （１．７）
意大利 ７．５ （１．９） １０．３ （２．１） ７．７ （１．７） １０．９ （２．６） ２．１ （０．９） １．１ （０．８）
日本 ２８．６ （１．１） ３３．１ （１．９） ２８．６ （１．１） ３２．５ （２．０） ２６．５ （１．８） ３２．５ （２．０）
韩国 ３３．２ （４．０） ３２．３ （４．１） １７．７ （３．２） ２２．１ （４．０） １５．５ （３．１） １４．６ （３．１）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７５．４ （２．９） ５７．１ （３．４） ６５．８ （３．２） ４７．９ （３．８） ４７．３ （３．２） ２５．８ （３．１）
荷兰 ９９．５ （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３ （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 ８８．３ （２．５） ７１．５ （５．０）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２ （０．８） ９９．２ （０．８） １８．７ （２．５） １７．２ （２．４）
挪威 ６４．２ （３．８） ａ ａ ４６．１ （４．１） ａ ａ ０．７ （０．６）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９９．２ （０．６） ａ ａ ２１．４ （３．２） ａ ａ
葡萄牙 ８．１ （１．７） １２．７ （２．１） ７．４ （１．５） ８．７ （１．２） ０．９ （０．５） ０．９ （０．７）
斯洛伐克 ９９．６ （０．４）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６０．０ （３．７） ａ ａ
西班牙 ３６．０ （１．５） ３７．７ （２．５） ３６．２ （１．５） ３８．７ （２．６） ６．３ （１．２） ９．２ （２．２）
瑞典 ９９．５ （０．５） ９９．０ （０．８） ８３．０ （２．９） ８２．８ （３．２） ７０．８ （３．５） ６１．８ （３．６）
瑞士 ９２．９ （３．０） ９２．６ （１．７） ８５．１ （３．１） ８２．０ （２．３） １３．５ （２．７） １２．７ （２．７）
土耳其 ７．４ （２．２） ａ ａ ５．４ （１．９） ａ ａ ５．５ （２．０） ａ ａ
美国 ９８．２ （０．８） ９７．１ （０．９） ９３．８ （１．７） ９７．７ （１．２） ６８．９ （３．１） ７６．２ （４．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６４．３ （０．６） ５８．４ （０．９） ５８．０ （０．７） ５３．０ （０．９） ３７．９ （１．０） ３６．６ （１．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６４．０ （０．５） ６１．５ （０．４） ５５．９ （０．５） ５３．６ （０．５） ２５．６ （０．５） ２３．４ （０．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８．６ （３．１） ３９．２ （２．７） ３６．７ （３．１） ３２．７ （２．９） １７．４ （２．７） ９．８ （１．７）
中国香港 ９１．２ （０．８） ９１．２ （１．５） ９２．４ （１．２） ８６．９ （２．３） ２７．９ （３．７） ２６．１ （３．６）
印度尼西亚 ４９．８ （３．０） ７３．４ （４．２） ５２．８ （３．１） ６５．０ （５．２） ５１．６ （３．１） ６４．５ （４．０）
拉脱维亚 ９９．２ （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０ （１．０） ３７．４ （４．６） ２４．９ （４．２）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９７．５ （０．１） ａ ａ ９７．５ （０．１） ａ ａ ９５．６ （０．１） ａ ａ
俄罗斯 ９９．３ （０．５） ９９．６ （０．４） ９９．３ （０．５） ９８．５ （０．７） ４８．６ （３．９） ４１．２ （３．２）
塞尔维亚 ９８．６ （１．０） ａ ａ ９６．９ （１．５） ａ ａ ２３．４ （３．７） ａ ａ
泰国 ２６．２ （２．７） ３０．４ （３．０） ４１．０ （４．０） ４３．８ （３．７） ２２．４ （２．７） ２６．５ （２．７）
突尼斯 １．４ （０．５） ａ ａ １．５ （１．３） ａ ａ ２８．５ （４．０） ａ ａ
乌拉圭 １９．６ （１．６） ａ ａ ２１．０ （１．７） ａ ａ ２０．０ （１．６）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学校对下述学校政策和管理方面负责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决定为教师加薪 编制学校预算 决定校内预算分配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０．４ （１．９） １８．７ （２．６） ８９．４ （１．６） ９５．７ （１．５） ９９．６ （０．４） ９９．６ （０．２）
奥地利 ０．４ （０．３） ０．７ （０．５） １４．５ （２．５） １３．７ （２．７） ９３．９ （２．１） ９２．５ （２．０）
比利时 ａ ａ ６．９ （１．８） ８１．４ （１．４） ９７．８ （１．０） ９３．５ （１．５） ９９．２ （０．６）
加拿大 ３３．６ （１．９） ３４．０ （１．７） ７５．２ （１．９） ７７．３ （１．４） ９７．３ （０．７） ９８．７ （０．３）
捷克 ６７．８ （３．４） ７３．３ （３．１） ８３．２ （２．１） ８３．１ （２．６） ９５．５ （１．６） ９９．１ （０．６）
丹麦 ２５．７ （２．９） １５．３ （２．７） ９０．８ （２．１） ８９．３ （２．２） ９９．５ （０．５） ９７．９ （１．０）
芬兰 ５．９ （１．７） １．７ （１．０） ７９．８ （３．１） ５６．１ （３．９） ９９．９ （０．０） ９８．７ （０．９）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６．５ （１．９） １１．０ （２．２） ９．１ （２．２） １２．８ （２．０） ９５．９ （１．４） ９５．６ （１．３）
希腊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匈牙利 ４６．５ （４．３） ５０．４ （４．３） ８７．１ （２．５） ６０．６ （４．１） ９６．７ （１．４） ９２．２ （２．３）
冰岛 ３４．３ （０．２） ７．４ （０．１） ９３．６ （０．１） ７５．９ （０．２） ９８．１ （０．０） ８７．１ （０．１）
爱尔兰 ３．０ （１．５） ５．４ （２．２） ７７．０ （３．１） ７９．１ （３．１） ９４．８ （１．９） １００．０ （０．０）
意大利 １．９ （０．８） １．０ （０．８） ｍ ｍ ９３．７ （２．４） ９８．５ （０．６） ｍ ｍ
日本 ２９．１ （１．４） ３２．５ （２．０） ４７．４ （３．４） ５０．４ （３．３） ９４．０ （１．５） ９１．２ （２．９）
韩国 ７．７ （２．５） ７．０ （２．４） ９２．１ （２．４） ８８．０ （２．５） ９６．１ （１．７） ９４．７ （１．７）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４３．９ （３．２） ２７．７ （３．１） ８４．３ （１．７） ６７．６ （４．２） ８５．４ （１．８） ７７．３ （３．７）
荷兰 ７２．５ （４．０） ４５．３ （５．６） ９９．５ （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８ （０．８） １００．０ （０．０）
新西兰 ３１．８ （３．２） ４０．８ （３．３） ９８．９ （０．８） ９７．７ （１．１） ９９．４ （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
挪威 ９．７ （２．３） ａ ａ ７２．６ （３．５） ａ ａ ９８．２ （１．１） ａ ａ
波兰 １３．１ （２．７） ａ ａ ３０．４ （３．３） ａ ａ ９０．３ （２．３） ａ ａ
葡萄牙 ０．９ （０．５） ０．９ （０．７） ８３．２ （３．８） ８８．９ （２．９） ８７．３ （３．６） ９４．９ （２．０）
斯洛伐克 ５６．４ （３．６） ａ ａ ８４．５ （２．８） ａ ａ ９５．６ （１．４） ａ ａ
西班牙 ６．７ （１．２） ９．０ （２．２） ８６．４ （２．０） ８９．７ （２．５） ９９．０ （０．７） ９８．２ （１．３）
瑞典 ８５．０ （２．６） ７３．６ （３．６） ８７．９ （２．３） ８５．１ （３．１） ９８．８ （０．８） ９９．４ （０．６）
瑞士 １２．１ （３．３） １４．８ （３．０） ６４．２ （３．０） ５４．３ （３．３） ９３．８ （１．４） ８６．９ （２．９）
土耳其 ５．０ （１．８） ａ ａ ５０．６ （４．７） ａ ａ ６８．４ （４．９） ａ ａ
美国 ６８．４ （３．２） ７４．３ （５．１） ８４．６ （２．５） ９５．９ （１．９） ９３．８ （１．７） ９８．７ （１．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７．７ （１．０） ３７．０ （１．５） ６７．８ （０．８） ７５．１ （１．０） ９３．３ （０．７） ９３．３ （０．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６．６ （０．５） ２５．９ （０．５） ７１．２ （０．５） ７６．１ （０．６） ９５．２ （０．４） ９４．５ （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２．４ （２．４） ９．５ （１．７） ５８．８ （３．５） ５５．３ （３．４） ８４．２ （２．６） ７４．８ （２．８）
中国香港 １３．９ （２．８） ８．１ （１．８） ９７．５ （０．８） ９３．７ （２．１） ９８．９ （０．８） ９７．９ （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５４．７ （３．１） ６４．３ （５．３） ９７．２ （１．１） ９６．９ （１．７） ９７．３ （０．８） ９７．４ （０．９）
拉脱维亚 ４５．７ （４．６） ３５．０ （５．２） ７８．９ （３．０） ３３．０ （４．５） ８７．０ （２．６） ８９．０ （３．８）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９７．５ （０．１）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俄罗斯 ５１．２ （４．１） ４６．９ （３．３） ４８．５ （４．３） ４７．４ （４．０） ７０．２ （３．７） ７０．１ （３．８）
塞尔维亚 ２９．２ （３．７） ａ ａ ２７．２ （４．２） ａ ａ ９７．３ （１．３） ａ ａ
泰国 ９７．７ （２．５） ９５．４ （１．９） ８０．１ （３．６） ７５．９ （３．２） ９７．２ （１．２） ８９．６ （１．９）
突尼斯 ａ ａ ａ ａ ３２．５ （３．８） ａ ａ ９７．９ （１．２） ａ ａ
乌拉圭 ２０．１ （１．７） ａ ａ ２８．０ （２．４） ａ ａ ５０．４ （４．３） ａ ａ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３９０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１

表５．１１ａ（续）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中的学校政策和管理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学校对下述学校政策和管理方面负责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确定学生纪律规范 确定学生测评政策 批准学生入学就读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８．４ （０．８） ９９．６ （０．２） ９７．４ （０．８） ９８．８ （０．６） ９１．２ （１．６） ９３．５ （１．６）
奥地利 ９７．４ （１．２） ９６．４ （１．６） ７６．９ （３．０） ６９．３ （３．５） ７３．１ （３．２） ７４．６ （２．９）
比利时 ９７．１ （１．０） ９８．７ （０．９） ９３．９ （１．４） ９９．６ （０．４） ８９．９ （２．０） ９４．７ （１．７）
加拿大 ９９．０ （０．５） ９８．５ （０．５） ９２．１ （１．３） ９４．１ （１．０） ８９．３ （１．４） ８９．２ （１．０）
捷克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５ （０．５） ９８．３ （１．０） ９９．６ （０．３） ９６．１ （１．２） ８９．２ （１．７）
丹麦 ９７．９ （１．１） ９８．９ （０．８） ８３．２ （２．７） ８６．９ （２．４） ８２．６ （２．９） ８７．１ （２．６）
芬兰 ９９．９ （０．０） ９５．６ （１．９） ９９．０ （０．７） ８９．０ （２．６） ７１．１ （３．７） ５３．８ （４．０）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５．５ （１．４） ９５．３ （１．４） ８７．５ （２．９） ７９．３ （２．８） ７９．４ （２．８） ７９．３ （３．０）
希腊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匈牙利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１ （１．０） ９９．７ （０．１） ９８．７ （０．７）
冰岛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５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５ （０．１） ８０．６ （０．１） ７４．２ （０．１）
爱尔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４ （０．６） ９７．３ （１．４） ９８．７ （０．９） ９５．９ （１．９） ９５．２ （２．０）
意大利 ９９．９ （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８ （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０．３ （１．８） ｍ ｍ
日本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６ （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韩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３ （０．５） ９８．８ （０．１） ９３．１ （２．３） ９６．５ （１．４）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９９．５ （０．２） ９９．３ （０．７） ９５．７ （１．４） ９２．２ （２．５） ８１．２ （２．３） ８５．９ （２．３）
荷兰 ９９．５ （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８ （０．９）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２ （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７．３ （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８７．４ （２．０） ９４．４ （１．２）
挪威 ８７．４ （２．６） ａ ａ ６１．９ （３．７） ａ ａ ２４．０ （３．４）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９７．４ （１．３） ａ ａ
葡萄牙 ５５．１ （４．３） ９１．７ （２．２） ５３．３ （４．２） ８８．４ （２．６） ８２．５ （３．３） ８５．０ （３．１）
斯洛伐克 ９９．１ （０．６） ａ ａ ８９．２ （２．０） ａ ａ ９６．３ （１．２） ａ ａ
西班牙 ９８．８ （０．９） ９９．１ （０．８） ９６．２ （１．４） ９６．６ （１．５） ７２．８ （２．９） ８９．３ （２．４）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７．４ （１．３） ９６．７ （１．５） ６３．１ （３．６） ５４．１ （４．０）
瑞士 ９９．７ （０．１） ９７．７ （１．２） ７８．３ （２．５） ７４．６ （３．６） ７３．３ （４．１） ８１．７ （３．０）
土耳其 ９８．９ （１．１） ａ ａ ９２．２ （３．０） ａ ａ ７６．８ （３．６） ａ ａ
美国 ９６．５ （１．１） ９８．５ （０．９） ８８．３ （２．１） ９３．２ （２．２） ７６．８ （２．９） ８８．９ （２．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９７．１ （０．３） ９８．６ （０．３） ９２．６ （０．６） ９４．０ （０．７） ８３．７ （０．９） ８５．４ （０．８）
　犗犈犆犇平均 ９３．８ （０．３） ９４．５ （０．２） ８５．２ （０．３） ８９．４ （０．４） ８４．０ （０．５） ８３．７ （０．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６．３ （１．４） ９７．９ （０．７） ８６．８ （２．６） ９０．７ （１．８） ８０．７ （２．９） ７９．１ （３．３）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７．３ （１．３） ９７．３ （１．３）
印度尼西亚 ９９．４ （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５ （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５．０ （１．６） ９９．７ （０．３）
拉脱维亚 ９７．６ （１．８） ９９．９ （０．１） ８６．８ （３．７） ７７．３ （４．６） ９９．４ （０．５） ９８．０ （１．３）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９７．４ （０．０）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俄罗斯 ９９．６ （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４ （０．８） ９９．６ （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２ （０．６）
塞尔维亚 ９８．８ （０．９） ａ ａ ９６．７ （１．５） ａ ａ ４３．９ （４．６） ａ ａ
泰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４ （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４．９ （１．５） ９９．０ （０．８） ９８．４ （１．０）
突尼斯 ９１．２ （２．６） ａ ａ ３８．０ （４．２） ａ ａ ７０．０ （３．４） ａ ａ
乌拉圭 ７３．８ （３．７） ａ ａ ６２．８ （４．１） ａ ａ ４１．８ （３．４） 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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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学校对下述学校政策和管理方面负责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选择使用的教材 决定课程内容 决定教授课程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９．３ （０．５） ９９．７ （０．２） ７９．３ （２．５） ８４．４ （３．２） ９７．２ （１．０） ９５．９ （１．８）
奥地利 ９８．８ （１．０） ９９．３ （０．７） ６１．３ （３．８） ５４．０ （３．６） ５５．２ （３．８） ５６．８ （３．７）
比利时 ９８．１ （０．８） ９８．５ （０．６） ５５．０ （２．４） ５８．６ （３．７） ６７．３ （３．０） ６０．７ （３．６）
加拿大 ８８．８ （０．８） ８９．１ （０．９） ４５．３ （２．２） ４８．９ （１．８） ８９．０ （１．５） ８９．８ （１．１）
捷克 ９９．９ （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０） ７４．６ （３．０） ８１．９ （２．９） ７２．７ （３．０） ８１．５ （２．８）
丹麦 ９９．７ （０．２） １００．０ （０．０） ７６．０ （３．３） ８９．８ （１．９） ７６．３ （２．９） ７６．８ （２．６）
芬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２．０ （１．８） ９１．４ （２．３） ９９．８ （０．０） ９４．７ （２．０）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８．５ （０．９） ９５．５ （１．７） ４７．７ （３．１） ３４．９ （３．３） ６８．０ （３．７） ３５．１ （３．４）
希腊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匈牙利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６ （０．４） ８０．３ （２．９） ９７．０ （１．３） ８２．１ （２．７） ９８．４ （１．０）
冰岛 ９９．６ （０．０） ９８．７ （０．０） ８５．５ （０．１） ７８．８ （０．２） ８５．０ （０．１） ６１．６ （０．２）
爱尔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３８．１ （３．９） ３６．９ （４．１） ９５．７ （１．７） ９７．４ （１．３）
意大利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８４．４ （２．５） ９３．２ （２．９） ｍ ｍ ２１．６ （４．０）
日本 ９５．５ （２．０） ９９．３ （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３ （０．７） ９８．５ （１．１） ９７．８ （１．３）
韩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４ （０．６） ９９．１ （０．９） ９９．４ （０．６） ９８．４ （１．１） ９３．２ （２．３）
卢森堡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墨西哥 ８４．４ （２．５） ８１．３ （３．０） ７０．０ （３．３） ５８．８ （４．１） ７１．４ （３．３） ５８．２ （３．４）
荷兰 ９９．５ （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６．７ （２．０） ９１．７ （３．２） ９７．３ （１．８） ９４．９ （２．４）
新西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４．４ （１．８） ８７．２ （２．７） ９８．９ （０．１） ９９．９ （０．１）
挪威 ９８．３ （１．０） ａ ａ ４７．８ （３．８） ａ ａ ２５．１ （３．３） ａ ａ
波兰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４６．２ （４．０） ａ ａ
葡萄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３６．４ （３．６） ２０．３ （３．４） ５１．２ （４．４） ５４．２ （４．５）
斯洛伐克 ９４．１ （１．５） ａ ａ ６４．６ （３．２） ａ ａ ６７．５ （３．４） ａ ａ
西班牙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９．６ （０．４） ６５．１ （３．５） ８６．０ （２．９） ５６．９ （３．５） ５４．４ （３．８）
瑞典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２．５ （１．８） ８７．６ （２．８） ７６．６ （３．４） ７６．２ （３．７）
瑞士 ５７．１ （３．１） ５０．７ （４．１） ３９．０ （３．４） ２９．５ （３．５） ３８．５ （４．５） ３４．２ （３．４）
土耳其 ９６．９ （１．９） ａ ａ ３５．９ （４．９） ａ ａ ４６．６ （４．６） ａ ａ
美国 ９３．８ （１．６） ９２．２ （３．０） ８０．５ （２．６） ８４．０ （４．３） ９５．５ （１．３） ９７．３ （１．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９４．４ （０．５） ９４．７ （０．８） ７６．６ （０．８） ７６．９ （１．３） ８１．９ （０．７） ７７．０ （０．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９．８ （０．２） ９１．７ （０．２） ６６．８ （０．５） ６９．２ （０．６） ７０．３ （０．５） ７０．９ （０．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９８．３ （０．８） ９９．７ （０．３） ８８．１ （２．５） ９０．３ （２．２） ６１．２ （３．８） ５７．１ （３．４）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８．０ （１．２） ９７．５ （１．３） ９９．３ （０．７） ９９．７ （０．３）
印度尼西亚 ９８．０ （１．０） ９８．３ （０．７） ９７．８ （０．９） ８０．１ （３．４） ９３．１ （２．４） ９６．２ （１．５）
拉脱维亚 ９５．７ （１．９） ９９．４ （０．６） ５６．１ （４．４） ７５．９ （５．０） ７４．３ （３．７） ９０．１ （３．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９７．５ （０．１） ａ ａ
俄罗斯 ９２．３ （２．１） ９７．４ （１．０） ８３．４ （２．９） ９４．５ （１．４） ９３．１ （２．２） ９５．５ （１．３）
塞尔维亚 ３８．８ （４．４） ａ ａ １６．０ （３．５） ａ ａ １１．４ （２．９） ａ ａ
泰国 ９９．０ （０．７） ９７．７ （０．９） ９８．９ （０．８） ９２．６ （２．１） ９８．４ （１．１） ９８．２ （１．０）
突尼斯 ２．７ （１．３） ａ ａ １１．０ （２．７） ａ ａ １６．１ （３．０） ａ ａ
乌拉圭 ６２．４ （３．７） ａ ａ ２６．３ （２．８） ａ ａ ２８．９ （２．１） 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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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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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１ｂ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和犘犐犛犃２０００中学校政策和管理的各方面与学生数学成绩的关系

通过各国（地区）（ＯＥＣＤ成员）的数学平均分计算出的跨国相关
通过各国（地区）（所有ＰＩＳＡ参与国（地区））的数学平均分

计算出的跨国相关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ＰＩＳＡ２００３ ＰＩＳＡ２０００

聘任教师 ０．４ 　０．２ ０．５ 　０．３

解雇教师 ０．３ ０．１ ０．４ ０．２

确定教师起薪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０

决定教师加薪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２

编制学校预算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１

决定校内预算的分配 ０．６ ０．４ ０．４ ０．４

确定学生纪律规范 ０．４ ０．２ ０．２ ０．１

确定学生测评政策 ０．１ ０．０ ０．２ ０．１

批准学生入学就读 ０．１ ０．０ ０．２ ０．０

选择使用的教材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０

决定课程内容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１

决定教授课程 ０．３ ０．４ ０．４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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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２　利益相关者对学校决策的参与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下列利益相关者对于学校员工决策有直接影响的学生所占的百分比

地方或国家教育权利
机构（比如：督导）

学校董事会 企业雇主 学生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学生团体
校外考试
委员会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６７．８ （２．２） ２０．６ （２．４） ２１．３ （２．５） ２．７ （１．１） ２２．８ （２．６） １．２ （０．５） ２．３ （０．７）
奥地利 ９４．０ （２．０） ３．４ （１．６） ４．７ （１．８） １．３ （１．２） ２２．８ （３．２） １．３ （０．８） ａ ａ
比利时 ６４．２ （２．９） ６０．３ （２．９） ２．４ （１．０） ２．４ （１．０） ４０．３ （２．３） １．４ （０．６） ０．６ （０．４）
加拿大 ５２．９ （２．３） ５７．６ （２．４） ６．５ （１．２） ５．８ （１．２） ３７．７ （２．１） ０．４ （０．１） １．１ （０．４）
捷克 ５２．３ （３．７） ５．１ （１．７） ３８．６ （３．３） ａ ａ ３．０ （１．１） ａ ａ ａ ａ
丹麦 ３６．４ （３．８） ７２．１ （３．３） ４．１ （１．３） ４．２ （１．４） ２８．４ （３．０） ５．１ （１．７） ４．１ （１．４）
芬兰 ８８．３ （２．６） ５２．４ （４．２） ２．８ （１．３） ４２．４ （４．０） １．６ （１．０） １．１ （０．８） ２５．０ （３．１）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８９．６ （２．０） ２８．２ （２．８） ２．１ （１．４） ８．４ （１．９） １９．８ （２．６） ２．７ （１．１） １．９ （１．０）
希腊 ８８．８ （３．０） ９．１ （３．０） １５．９ （３．９） ３．６ （１．７） １４．５ （４．０） ２．７ （１．５） ８．７ （３．７）
匈牙利 ２６．３ （３．４） ７７．１ （３．４） ３．３ （１．４） １．５ （１．３） ２６．６ （３．７） ０．３ ｃ ３８．４ （４．１）
冰岛 ３２．０ （０．１） ３５．５ （０．２） ａ ａ ａ ａ ４．０ （０．１） ａ ａ ０．３ ．
爱尔兰 ９５．４ （１．８） ５１．７ （４．４） ２．９ （１．５） ａ ａ １３．０ （３．０） ａ ａ １２．５ （２．８）
意大利 ９１．１ （２．０） １５．８ （２．４） ２０．９ （２．８） ａ ａ ４．７ （１．３） ａ ａ ２．２ （１．２）
日本 ７１．９ （１．８） ２２．０ （２．４） ２０．７ （３．６） ａ ａ ２．１ （１．２） ａ ａ ａ ａ
韩国 ２４．９ （４．１） ２４．７ （３．４） ６．２ （１．７） ２６．６ （３．９） ２８．９ （３．６） １４．５ （３．１） ７．２ （１．８）
卢森堡 ８５．９ （０．１） ５１．２ （０．１） １０．６ （０．０） ａ ａ ８．９ （０．１） ａ ａ ２２．８ （０．１）
墨西哥 ５０．８ （３．２） ３１．９ （３．３） ２９．２ （３．２） １４．０ （２．３） ４５．５ （３．３） １３．３ （１．９） １６．９ （２．９）
荷兰 ４０．７ （４．１） ６６．８ （４．２） ４．６ （１．７） ４．４ （１．６） ５４．３ （４．４） ３．８ （１．６） １．０ （０．８）
新西兰 ７８．８ （２．９） ７３．０ （３．０） １．７ （０．９） ２．７ （１．２） ５２．３ （３．５） １．３ （０．９） ４．６ （１．３）
挪威 １７．４ （２．９） １０．２ （２．４） ７２．８ （３．４） ０．７ ｃ ８３．１ （２．９） ０．７ （０．７） １．３ （１．０）
波兰 ２１．７ （３．２） １．６ （０．９） ５５．８ （３．７） ４．１ （１．６） ２９．５ （３．８） ０．７ ｃ １．４ （１．０）
葡萄牙 ９２．８ （１．５） ２８．０ （３．０） ５．４ （２．０） ０．６ （０．６） ２．７ （１．４） ａ ａ ａ ａ
斯洛伐克 ３７．２ （３．０） ２３．３ （２．７） ３０．３ （３．６） ０．１ ｃ ３０．３ （４．１） ０．５ （０．４） １０．８ （２．５）
西班牙 ６５．３ （３．０） １８．１ （２．６） ２４．１ （２．３） ４．０ （１．０） １１．２ （２．２） ０．２ （０．１） １．６ （０．８）
瑞典 １０．６ （２．３） １１．０ （２．４） ７４．４ （３．１） ４．３ （１．５） ６１．１ （３．５） ５．６ （１．８） ０．６ ｃ
瑞士 ４２．２ （４．２） ７９．６ （３．４） ５４．６ （３．５） ０．５ （０．４） ５．０ （１．７） ｃ ｃ １．９ （１．１）
土耳其 ５９．０ （４．５） ３３．４ （４．１） １１．４ （３．３） ２４．０ （４．４） ２９．７ （４．７） １６．７ （３．４） ８．７ （２．４）
美国 ４５．２ （２．８） ７６．１ （２．８） ２６．１ （３．３） １１．８ （２．１） ３２．４ （３．４） ３．２ （１．２） ７．７ （１．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５．９ （１．０） ４２．９ （０．９） ２１．０ （１．０） ８．６ （０．７） ２５．０ （１．０） ４．３ （０．４） ６．０ （０．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７．３ （０．５） ３９．０ （０．５） １９．５ （０．４） ７．３ （０．３） ２２．２ （０．４） ２．８ （０．２） ８．１ （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７３．６ （３．１） １７．８ （２．６） ６．５ （１．７） ３．４ （１．３） ９．６ （１．９） ４．５ （１．３） ５．９ （１．８）
中国香港 ３２．４ （４．２） ７２．１ （３．３） １０．６ （２．４） ０．７ ｃ ２．０ （１．２） ０．８ （０．８） １．４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６５．６ （３．５） １３．８ （２．５） ２．７ （１．４） １．９ （０．９） ９．６ （２．２） １．７ （１．０） ５．８ （２．１）
拉脱维亚 ３４．５ （４．３） ６６．３ （４．４） ４０．８ （４．５） ３８．１ （４．６） １８．９ （４．０） ３．１ （１．０） ５３．７ （４．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１．１ （０．２） ６６．４ （０．２） ３．６ （０．１） ２．０ （０．１） ４．３ （０．１） ３．０ （０．０） １．６ （０．１）
俄罗斯 ７６．１ （３．２） １３．９ （２．８） １１．２ （２．６） １．０ （０．６） １０．５ （２．４） ０．３ （０．３） ５．０ （２．０）
塞尔维亚 ３１．８ （３．９） ８８．９ （２．９） １６．０ （３．２） ２１．３ （３．２） １４．９ （３．１） ６．７ （１．８） １０．０ （２．６）
泰国 ６６．８ （３．４） ４９．４ （４．０） ３１．８ （３．４） ２１．９ （３．３） ２３．１ （２．９） １０．１ （２．４） ４３．０ （３．９）
突尼斯 ８４．４ （３．０） １．７ （１．０） ２４．９ （３．５） ０．７ （０．７） ６．０ （２．０） ０．７ （０．７） ４．８ （１．８）
乌拉圭 ８１．８ （２．１） １４．９ （１．７） ２．８ （１．０） ９．８ （２．５） ５．０ （１．７） １．８ （１．０） ２．８ （１．６）

英国１ ４４．２ （３．４） ８５．１ （２．３） ５．０ （１．１） ０．４ （０．２） ２３．１ （２．６） ３．４ （１．４） １．３ （０．８）

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下列利益相关者对于学校预算决策有直接影响的学生百分比

地方或国家教育权利
机构（比如：督导）

学校董事会 企业雇主 学生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学生团体
校外考试
委员会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９．２ （２．９） ６７．５ （２．６） １９．０ （２．６） ２４．３ （２．６） ２５．６ （２．３） ４．８ （１．１） １．０ （０．６）
奥地利 ６７．４ （３．１） ２０．５ （３．４） １．５ （１．１） １０．１ （２．３） １４．６ （２．８） ０．５ （０．５） ａ ａ
比利时 ５５．９ （２．８） ６８．９ （２．９） １．１ （０．８） ３．９ （１．２） ２４．７ （２．９） ３．８ （１．１） ａ ａ
加拿大 ６８．９ （１．９） ７４．０ （２．３） ４．８ （１．１） ２３．８ （２．１） １９．７ （２．１） ６．６ （０．９） １．７ （０．６）
捷克 ６０．４ （３．８） １１．９ （２．２） ３７．２ （３．４） ２．２ （１．０） ６．５ （１．５） ａ ａ ａ ａ
丹麦 ４０．０ （３．４） ９２．３ （１．８） １．４ （０．８） ７．９ （１．７） ６５．１ （３．３） １９．３ （３．０） ０．４ ｃ
芬兰 ９６．９ （１．３） ５３．３ （３．９） ４．８ （１．７） ３２．２ （４．０） ４．５ （１．６） ０．４ ｃ ４０．２ （３．５）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２５．５ （３．１） ９３．３ （１．７） ０．５ ｃ ２５．３ （２．８） ２．５ （１．１） ９．８ （２．０） ａ ａ
希腊 ５５．７ （５．２） ４９．０ （４．３） １２．７ （３．８） １３．６ （３．６） ３．８ （２．７） ２．９ （１．５） ａ ａ
匈牙利 ６４．９ （３．８） ６２．３ （３．９） ３．８ （１．４） ２．１ （１．４） ３１．５ （４．０） ７．６ （２．２） ６２．５ （３．３）
冰岛 ９６．４ （０．１） ７２．２ （０．２） ０．４ ｃ ２．９ （０．０） １．８ （０．１） １．５ （０．０） ａ ａ
爱尔兰 ７７．８ （３．３） ７１．３ （３．２） ａ ａ ３．８ （１．７） ３．６ （１．３） ａ ａ ３．９ （１．８）
意大利 ３０．２ （３．１） ９０．０ （２．２） １７．３ （２．９） ２３．３ （３．２） １７．６ （２．４） １７．７ （３．１） ０．０ （０．０）
日本 ６３．２ （３．２） ２８．２ （２．３） １５．２ （３．２） １０．７ （２．０） ４．２ （１．５） ８．４ （２．２） ２．６ （０．９）
韩国 ４０．１ （３．９） ６９．４ （４．１） １０．３ （２．４） １８．９ （２．７） ２９．９ （３．６） １１．９ （２．９） ７．２ （２．３）
卢森堡 ６５．６ （０．１） ７６．１ （０．１） １０．６ （０．０） １５．０ （０．０） １４．３ （０．０） １５．０ （０．０） ａ ａ
墨西哥 ３８．１ （２．９） ２４．３ （２．５） １３．９ （２．２） ３４．９ （３．２） ７．５ （１．４） ７．８ （２．１） ６．５ （１．４）
荷兰 ７９．４ （３．３） ７４．９ （３．５） １．８ （１．０） ９．６ （２．７） ５９．９ （４．１） ａ ａ ２．１ （１．５）
新西兰 ６４．８ （３．３） ９６．５ （１．２） ５．６ （１．９） １３．０ （２．４） １６．５ （２．５） ６．０ （１．３） ７．８ （１．５）
挪威 ３６．４ （３．８） ５８．６ （３．８） ９２．９ （２．０） １６．４ （３．０） ６２．３ （３．８） １１．０ （２．４） ０．７ ｃ
波兰 ２３．８ （３．４） １６．５ （２．９） ４９．４ （４．３） ３７．３ （３．７） １６．０ （３．１） ２．６ （１．３） ａ ａ
葡萄牙 ９０．２ （２．５） ８２．２ （３．７） ０．４ （０．４） ６．０ （１．６） ４．２ （１．６） ２．０ （１．１） ａ ａ
斯洛伐克 ９６．７ （１．１） ４０．２ （３．３） ３．９ （１．５） １９．４ （３．３） １６．９ （３．３） ａ ａ ２．８ （１．２）
西班牙 ５２．４ （３．６） ８１．１ （２．４） ２３．１ （２．１） ２８．７ （３．０） ９．２ （２．３） ８．１ （２．６） １．２ （０．７）
瑞典 ９．７ （２．０） ４０．７ （３．６） ８３．４ （２．７） ８．０ （１．９） ５２．５ （３．９） ５．２ （１．６） ０．６ ｃ
瑞士 ５９．５ （３．６） ７４．９ （２．７） ５３．８ （４．２） ０．７ （０．６） ５．１ （１．９） ０．１ ｃ ２．３ （１．２）
土耳其 ２５．４ （３．３） ３６．３ （４．６） ２８．０ （４．６） ２５．４ （４．２） ７．２ （２．３） ８．５ （２．７） ４．３ （１．８）
美国 ７４．５ （２．７） ８８．７ （２．１） ２８．５ （３．５） ２３．７ （３．０） ３６．１ （３．５） ４．３ （１．４） ７．１ （１．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４．５ （０．９） ６４．１ （０．７） １９．３ （１．０） ２０．９ （１．０） １８．２ （０．９） ６．５ （０．６） ４．８ （０．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８．０ （０．６） ６１．４ （０．５） １８．５ （０．５） １５．２ （０．４） １７．０ （０．４） ５．４ （０．３） ７．２ （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６１．６ （３．６） ５７．７ （３．３） ２．６ （１．１） ３１．２ （３．４） １７．６ （２．７） １３．５ （２．０） ３．３ （１．０）
中国香港 ４７．１ （４．２） ８９．７ （２．７） １５．０ （３．４） １３．９ （２．８） ２７．３ （３．７） １．４ （１．０） ４．０ （１．７）
印度尼西亚 ３９．３ （３．５） ８２．５ （２．７） ３１．８ （３．５） ８０．３ （３．０） １０．２ （２．０） ２２．２ （３．３） ８．９ （２．１）
拉脱维亚 ７２．９ （３．３） ７１．８ （４．１） ５４．０ （４．５） ２９．６ （４．１） ２３．５ （４．０） ａ ａ ６４．２ （３．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４３．３ （０．２） ７０．９ （０．２） １０．４ （０．１） ０．３ ｃ ａ ａ ４．３ （０．１） ａ ａ
俄罗斯 ９２．２ （２．３） １８．９ （３．０） ２３．３ （３．４） ３０．９ （３．３） ８．０ （２．７） ２．２ （１．３） ６．０ （２．１）
塞尔维亚 ８６．０ （３．１） ６５．６ （４．０） ８．６ （２．３） １５．７ （３．０） １９．２ （３．０） ４．９ （１．１） ３．５ （１．６）
泰国 ７２．４ （３．６） ６９．９ （３．８） ３３．３ （４．２） ３０．７ （３．５） ３２．１ （３．２） １３．６ （３．０） ４２．５ （３．８）
突尼斯 １８．７ （３．１） ８５．４ （２．８） ６．１ （２．０） ２．３ （１．２） ２．８ （１．４） １．９ （１．１） ０．７ （０．７）
乌拉圭 ８０．５ （１．９） １３．１ （１．５） １．０ （０．６） １６．１ （３．１） ４．４ （２．１） １．１ （０．８） ０．５ （０．３）

英国１ ７６．９ （２．８） ９０．４ （１．９） ４．４ （１．１） ３．４ （１．３） １１．１ （２．２） １．５ （０．８） ４．８ （１．５）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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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２（续）　利益相关者对学校决策的参与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下列利益相关者对于学校教学内容决策有直接影响的学生百分比

地方或国家教育权利
机构（比如：督导）

学校董事会 企业雇主 学生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学生团体
校外考试
委员会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２．５ （２．７） １１．８ （２．１） ２１．１ （２．３） １２．６ （１．９） ７４．３ （２．５） １４．２ （２．０） ７１．６ （２．８）
奥地利 ６６．４ （４．０） ３５．４ （３．６） ２０．２ （２．７） ７．６ （２．２） ６３．８ （３．６） １４．１ （２．６） ａ ａ
比利时 ８１．８ （２．１） １６．０ （２．４） １３．７ （１．９） ７．０ （１．５） ２７．０ （３．０） ６．６ （１．５） ６．６ （１．４）
加拿大 ９２．９ （１．１） １９．２ （１．８） １１．４ （１．５） ８．４ （１．１） ４７．６ （２．０） ５．３ （０．９） ２５．６ （２．０）
捷克 ５６．９ （３．４） ４．５ （１．６） ２８．５ （２．９） １６．４ （２．７） ２４．８ （３．５） ７．６ （１．９） １４．２ （２．３）
丹麦 ７５．３ （３．４） ４４．６ （３．７） ４．５ （１．７） １２．５ （２．４） ８６．８ （２．５） ４８．６ （３．７） １４．４ （２．７）
芬兰 ６７．６ （３．３） ２１．８ （３．１） ５４．０ （３．８） ８３．９ （２．８） ４３．７ （４．２） ９．０ （２．２） ７９．４ （２．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８３．１ （２．６） ２．３ （０．７） ６．５ （１．８） ２２．１ （２．７） ７．２ （１．８） １６．８ （２．５） ３．６ （１．３）
希腊 ９２．１ （２．３） ２．７ （１．６） ３．８ （１．８） ４．８ （３．０） ８．９ （３．６） ５．４ （３．１） ２．０ （１．２）
匈牙利 ６４．２ （３．７） ６４．３ （３．７） ２９．１ （３．２） ２２．５ （３．５） ８６．１ （２．５） ２６．９ （３．８） ３３．６ （３．９）
冰岛 ２０．１ （０．１） １．２ （０．１） １０．２ （０．１） ５．８ （０．１） ７．５ （０．１） ６．２ （０．１） ６．８ （０．１）
爱尔兰 ７９．９ （３．３） １２．６ （２．７） １０．９ （２．８） ２．４ （１．４） ３８．１ （４．９） ４．２ （１．７） ７１．４ （４．２）
意大利 ４５．８ （３．７） ４４．３ （３．６） ８．７ （２．０） １６．６ （３．０） ３５．４ （３．３） ２０．１ （３．０） ６．４ （１．５）
日本 ４９．０ （４．４） １２．８ （２．７） １５．６ （２．７） １２．３ （２．８） ６．９ （２．２） ６．４ （２．１） ６．５ （２．２）
韩国 ２６．３ （３．７） １３．５ （２．７） ２９．５ （３．８） ２５．０ （３．９） ５３．３ （４．３） ２８．１ （４．１） １３．６ （３．１）
卢森堡 ９０．６ （０．０） ２０．４ （０．１） ８．８ （０．０） ７．２ （０．０） ５３．４ （０．１） ａ ａ １３．４ （０．０）
墨西哥 ６３．４ （３．２） ３８．５ （３．２） ６．９ （１．４） ８．０ （１．４） ３４．５ （３．１） １５．３ （２．４） ２８．１ （２．９）
荷兰 ４８．３ （４．５） １５．４ （３．３） ６．０ （２．３） １７．１ （３．２） ５９．６ （３．８） １４．１ （３．２） １３．１ （３．２）
新西兰 ８７．３ （２．２） １０．８ （２．４） １０．３ （２．２） １３．５ （２．５） ４１．４ （３．３） １１．５ （２．１） ５４．７ （３．２）
挪威 ８７．８ （２．６） １２．１ （２．５） ５．６ （１．７） １１．４ （２．５） １３．０ （２．８） １９．６ （３．３） ４．８ （１．５）
波兰 ２８．７ （３．７） ２６．１ （３．４） ８．５ （２．１） ４９．１ （３．８） １４．３ （２．９） ２１．４ （３．３） １９．７ （２．９）
葡萄牙 ８４．６ （２．９） １１．４ （２．４） ７．２ （２．２） ２．４ （１．２） ６４．８ （４．３） ２．６ （１．３） １８．８ （３．３）
斯洛伐克 ３８．１ （３．４） ４１．３ （３．５） １１．２ （１．９） ３４．５ （３．１） ７１．２ （４．０） ２０．６ （２．６） ７６．８ （３．２）
西班牙 ８３．９ （２．２） ２５．０ （２．９） ７．５ （１．８） ７．１ （１．８） ２６．９ （３．４） ２．２ （０．８） １１．４ （２．１）
瑞典 ６１．８ （３．７） １６．０ （２．９） ２６．６ （３．０） ２５．９ （２．９） ４５．８ （３．７） ６３．５ （３．５） ４．０ （１．５）
瑞士 ７７．２ （３．０） １４．１ （３．２） １１．９ （１．６） ２．３ （０．８） ４５．１ （３．４） １０．５ （２．９） ９．０ （１．８）
土耳其 ４７．０ （５．０） ２４．７ （３．９） １７．５ （３．３） ２０．６ （４．２） ３４．４ （４．１） ３１．０ （４．１） １７．３ （３．６）
美国 ８０．０ （２．４） ５１．６ （３．３） ３７．７ （３．７） ３０．９ （３．２） ６９．１ （３．６） １６．３ （２．２） ２９．５ （３．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６４．９ （１．０） ２８．１ （０．９） １９．９ （１．１） ２０．４ （０．９） ３８．８ （１．０） １６．４ （０．７） ２４．８ （０．９）
　犗犈犆犇平均 ６５．８ （０．６） ２０．９ （０．４） １６．６ （０．４） １８．８ （０．５） ４０．３ （０．６） １８．３ （０．５） ２７．６ （０．５）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１．８ （３．８） ４９．９ （３．６） １２．０ （２．４） ２３．７ （３．０） ４３．８ （３．７） ２５．７ （３．５） ２４．０ （２．８）
中国香港 ５５．２ （４．６） ３３．７ （４．１） １５．０ （３．２） ３１．７ （３．９） ６１．９ （４．２） ２４．６ （３．８） ６２．４ （４．１）
印度尼西亚 ４９．６ （３．５） １１．９ （２．７） ７．３ （２．２） ７．２ （２．０） ６２．５ （３．８） ２８．０ （３．１） ２７．５ （３．４）
拉脱维亚 ２９．５ （３．８） ２４．５ （４．１） ２７．０ （３．９） ８６．５ （２．７） ３４．８ （４．２） ８８．３ （２．７） ６８．２ （４．５）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６．２ （０．２） ３９．９ （０．３） １２．５ （０．１） ２９．８ （０．２） ４３．８ （０．２） ２２．１ （０．１） ３５．６ （０．２）
俄罗斯 ６９．５ （３．５） ７３．６ （３．０） ２５．１ （３．６） ４０．９ （３．９） ８１．９ （２．６） ４０．７ （４．５） ５１．９ （３．０）
塞尔维亚 ８７．０ （２．７） １．３ （０．９） ５１．８ （４．３） ９．５ （２．３） ５９．０ （４．３） ２２．９ （３．８） ３８．８ （４．１）
泰国 ３６．８ （３．８） ５７．６ （４．２） １２．３ （２．６） ６５．８ （３．８） ８１．３ （３．１） ６５．４ （３．７） ５７．６ （３．７）
突尼斯 ５９．４ （４．０） ３．５ （１．６） ７．５ （２．２） ９．３ （２．７） １９．６ （３．５） １５．３ （３．１） １１．６ （２．３）
乌拉圭 ９０．８ （２．４） ８．４ （２．０） １．６ （１．２） ａ ａ ３０．７ （３．４） ２．１ （１．５） ６．５ （２．３）

英国１ ５７．８ （３．１） １５．１ （２．４） １８．５ （３．１） ９．５ （２．０） １５．４ （２．４） １７．０ （２．３） ８０．７ （２．７）

国家（地区）

其校长报告下列利益相关者对于学校测评实施决策有直接影响的学生百分比

地方或国家教育权利
机构（比如：督导）

学校董事会 企业雇主 学生家长团体 教师团体 学生团体
校外考试
委员会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７５．６ （３．２） １１．５ （２．１） １９．１ （２．０） １４．６ （２．１） ７４．３ （２．７） １２．６ （２．０） ８２．９ （２．３）
奥地利 ４３．３ （４．０） １１．１ （２．６） ２．２ （１．３） ４．０ （１．５） ５３．７ （３．９） １０．８ （２．６） ａ ａ
比利时 ４１．４ （３．０） ２２．２ （２．５） １７．０ （２．７） １３．６ （２．４） ３９．６ （３．０） ３４．４ （２．８） １８．６ （２．２）
加拿大 ７９．９ （１．８） ３０．４ （２．２） １２．９ （１．５） １１．８ （１．５） ５８．８ （２．５） ７．４ （１．２） ４２．１ （２．５）
捷克 ４４．４ （３．７） ３．６ （１．４） １８．８ （２．８） １８．９ （２．７） １９．４ （３．０） １０．２ （２．３） １８．１ （２．６）
丹麦 ５１．７ （３．６） ４５．４ （３．９） ３．５ （１．３） ５．８ （１．７） ７８．１ （３．１） ２５．１ （２．９） ３０．６ （３．６）
芬兰 ６６．８ （３．８） １７．６ （３．０） ５５．６ （３．９） ７９．０ （２．９） ２８．５ （３．７） ２６．０ （３．４） ８５．４ （２．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８０．５ （２．９） ６．４ （１．５） ８．２ （２．４） １１．９ （２．２） １２．４ （２．３） ８．２ （１．８） １１．９ （２．１）
希腊 ８７．９ （２．７） １４．３ （３．０） ３．８ （１．８） ５．８ （３．１） １１．９ （３．９） ６．０ （３．２） ６．７ （２．１）
匈牙利 ３２．３ （３．８） ８５．５ （２．８） ３０．９ （３．１） ６７．２ （３．４） ９１．９ （２．２） ７９．９ （３．１） ３１．９ （４．１）
冰岛 ２７．４ （０．２） １４．３ （０．１） ３．９ （０．１） １３．３ （０．１） ２．７ （０．１） ４．５ （０．１） ２９．９ （０．２）
爱尔兰 ６０．４ （４．３） １８．８ （３．３） １５．１ （３．４） １３．２ （２．９） ５３．５ （４．４） ５．９ （１．９） ７６．９ （３．７）
意大利 １２．８ （２．４） ４９．８ （３．７） ５．９ （１．５） ７．９ （１．８） ３４．３ （３．５） １１．６ （２．５） ３２．６ （３．６）
日本 ３４．０ （４．２） １４．７ （２．９） １２．３ （２．４） ４．７ （１．７） ６．２ （１．６） ２．０ （１．２） ２．１ （１．２）
韩国 ３６．９ （３．７） ５．９ （２．０） １６．３ （３．２） １３．３ （３．０） ４３．４ （４．３） １７．３ （３．１） ３３．６ （３．７）
卢森堡 ７４．５ （０．０） ４８．９ （０．１） ４．１ （０．０） ５．９ （０．０） ５５．２ （０．１） １０．８ （０．０） ３８．４ （０．１）
墨西哥 ４６．４ （３．２） ４９．９ （３．２） ９．４ （２．２） ６．２ （１．０） ３２．１ （２．８） １５．１ （２．３） ４２．４ （３．０）
荷兰 ４６．１ （５．０） ７．５ （２．５） ７．０ （２．５） ６．６ （２．４） ３８．８ （４．０） １６．９ （３．５） ７７．９ （３．９）
新西兰 ８４．８ （２．３） ８．３ （１．９） ２．６ （１．２） ５．６ （１．８） ５１．５ （３．３） ５．３ （１．３） ９８．２ （１．０）
挪威 ７１．９ （３．３） １０．６ （２．２） ２２．５ （３．３） １８．２ （３．０） ２９．４ （３．７） ３１．２ （３．４） ２０．７ （３．０）
波兰 ２６．８ （３．４） ３５．０ （３．７） ９．２ （１．８） ７８．５ （３．３） ８．５ （２．１） ８１．９ （３．１） ２２．２ （３．３）
葡萄牙 ４７．６ （４．３） ４９．１ （４．４） １８．３ （３．２） ２６．６ （３．５） ９１．２ （２．２） １９．２ （３．６） ５１．１ （４．１）
斯洛伐克 １６．８ （２．０） ２７．５ （２．９） １．２ （０．７） ４６．４ （３．５） ６８．８ （３．８） ３３．７ （３．４） ７９．２ （２．８）
西班牙 ５０．４ （３．７） ２６．５ （３．１） ７．７ （１．８） ７．８ （２．１） ２７．６ （３．５） １０．３ （２．３） ２４．８ （２．６）
瑞典 ５３．０ （３．９） １．７ （１．０） １０．３ （２．２） ６．５ （１．９） ３７．７ （３．６） １４．２ （２．６） １１．１ （２．４）
瑞士 ６４．６ （３．９） ３５．２ （４．２） １９．８ （３．５） １．９ （０．８） ３９．５ （４．１） ２．８ （１．３） １９．２ （３．２）
土耳其 ５９．３ （４．６） ３３．３ （４．３） １５．６ （３．５） １７．７ （３．２） １９．８ （３．５） ２０．５ （３．５） ４１．３ （４．６）
美国 ８２．３ （２．７） ４０．８ （２．９） ２４．８ （３．１） １１．１ （２．１） ５７．１ （３．７） ８．５ （２．１） ４０．０ （３．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７．４ （１．０） ２８．９ （１．０） １５．２ （０．９） １５．４ （０．７） ３５．８ （１．１） １５．４ （０．７） ３５．５ （１．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２．６ （０．７） ２５．２ （０．５） １６．１ （０．５） ２１．９ （０．４） ４０．９ （０．６） ２１．８ （０．４） ４０．５ （０．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４．３ （４．０） ５５．０ （３．３） ７．９ （２．０） ２８．３ （３．４） ４４．７ （３．７） ２６．８ （３．５） ３８．１ （３．８）
中国香港 ５１．７ （４．８） ３２．３ （４．２） ７．３ （２．２） ３７．１ （４．１） ５７．７ （４．３） ２１．８ （３．６） ７４．８ （３．８）
印度尼西亚 ３８．８ （３．２） １５．９ （３．０） ８．０ （１．５） ９．２ （２．４） ５０．４ （３．６） ２０．８ （３．１） ５６．６ （３．７）
拉脱维亚 ３５．１ （４．２） １７．０ （３．１） ３７．５ （４．５） ９２．０ （２．８） ５３．７ （４．５） ９２．４ （２．３） ６４．２ （４．１）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９．０ （０．３） ４３．１ （０．２） ８．２ （０．０） ２５．２ （０．２） ４２．３ （０．２） ２７．６ （０．２） ４２．２ （０．２）
俄罗斯 ４０．５ （３．８） ５６．５ （３．８） １５．３ （３．２） １２．５ （２．７） ６８．０ （３．６） ２６．９ （３．９） ６１．２ （３．９）
塞尔维亚 ４３．３ （４．２） ２．８ （１．４） ８９．５ （２．８） ４２．９ （４．２） ５３．２ （４．２） ５２．５ （４．２） ４２．４ （３．６）
泰国 ４３．５ （４．４） ５０．２ （３．７） １２．０ （３．４） ５１．３ （４．３） ６６．３ （４．０） ４８．１ （４．２） ８４．８ （２．５）
突尼斯 ４０．８ （４．２） １９．１ （３．１） １６．２ （３．１） ２４．２ （３．８） １７．４ （３．０） １４．６ （３．０） ５４．６ （４．０）
乌拉圭 ７０．６ （３．８） １４．４ （２．５） １．２ （０．５） ０．６ ｃ ２９．８ （３．４） １．３ （０．７） １５．０ （３．２）

英国１ ６０．３ （３．０） １６．４ （２．６） ５．１ （１．５） １３．０ （２．３） ２７．７ （３．１） ９．７ （２．１） ８６．４ （２．８）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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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３
学生数学成绩与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水平及学校政策和实施的关系

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解释的学校间方差

在考虑了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的影响作用后，学校政策和
实施解释的学校间方差

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同学校政策
和实施共同解释的方差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８．１ 　０．４ 　１５．１
奥地利 ３２．３ ６．７ ３６．８
比利时 ４２．８ ４．６ ３５．２
加拿大 ４３．５ ０．３ ３．９
捷克 ６０．５ ０．５ １４．６
丹麦 ７３．３ １．３ －０．１
芬兰 ３３．２ －１．０ －６．６
法国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０．８ ３．８ ２７．７
希腊 ６１．９ －０．３ ６．９
匈牙利 ６１．１ －０．７ ２０．２
冰岛 ３４．５ －３．７ ７．８
爱尔兰 ６２．２ ０．３ ２３．３
意大利 ５２．４ ３．３ ８．２
日本 ６２．９ １．８ １７．１
韩国 ４３．１ ７．４ ２７．５
卢森堡 ７１．１ ３．７ １９．８
墨西哥 ５２．５ ２．０ １２．１
荷兰 ４４．９ １．６ ３３．５
新西兰 ７３．６ －０．６ ７．３
挪威 ４１．２ ０．７ ９．３
波兰 ６６．９ １．３ ５．９
葡萄牙 ２９．８ ７．５ ２６．８
斯洛伐克 ５２．９ ０．２ ２２．１
西班牙 ４７．４ １．０ １３．８
瑞典 ５８．７ ９．６ ６．０
瑞士 ４６．０ ５．４ １７．６
土耳其 ６０．９ ０．６ １２．６
美国 ７２．１ －０．２ ２．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３．１ ２．０ １５．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４０．４ ３．５ １２．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４．７ ４．４ １１．２
拉脱维亚 ２９．８ ３．９ ２１．６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２１．９ －６．３ １１．１
俄罗斯 ３２．８ ０．０ ８．６
塞尔维亚 ６０．８ １．８ ５．０
泰国 ４４．２ ０．８ １２．１
突尼斯 ５６．７ ０．７ －１．０
乌拉圭 ２９．６ ０．７ ４２．２

英国１ ５９．４ ２．０ ８．８

注：这一估计基于学校的社会经济水平同学校风气两者共同的作用。社会经济状况使通过测量下列几项得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

平指数、学生出生地和家庭语言、学生家庭藏书量、家庭的文化经典藏量指数，学生性别、学校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学校所在地（乡

村／城市）以及学校类型（公立／私立）。学校风气通过测量以下几项得出：师生关系指数、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指数、教师支持指数、纪

律状况指数、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指数、教师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

因素指数（参见附录Ａ１）。赋予每个国家相同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学生人数，据此进行分析。所得的国际通用模型就可以用于每一

个国家，据此可以顾及出国家水平上的影响作用。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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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４
学生学习时间

对所有科目和对数学，学生报告其每周的“校外和校内”活动所花费的小时数

国家（地区）

每周花费在所有科目上的小时数

“校内”活动 “校外”活动

授课时间 补习班 提高班
教师布置的家庭作
业或其他学习任务

家庭教师辅导 参加校外课程班 其他形式的学习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４．１ （０．１１） ０．６ （０．０４） ０．５ （０．０４） ５．７ （０．１０） ０．３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１．４ （０．０３）
奥地利 ２７．２ （０．３４） ０．２ （０．０２） ０．５ （０．０３） ４．０ （０．１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２） ２．１ （０．０８）
比利时 ２６．９ （０．０８） ０．２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２） ６．２ （０．１２） ０．１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５ （０．０３）
加拿大 ２３．６ （０．１０） １．０ （０．０５） ０．９ （０．０５） ５．６ （０．１０） ０．３ （０．０１） ０．５ （０．０２） １．３ （０．０４）
捷克 ２３．６ （０．０７） ０．３ （０．０２） ０．４ （０．０２） ３．８ （０．１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７ （０．０４） １．０ （０．０５）
丹麦 ２２．２ （０．２１） ０．２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２） ５．４ （０．０９） ０．１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８ （０．０４）
芬兰 ２２．６ （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２） １．９ （０．０７） ３．７ （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９ （０．０３）
法国 ２４．８ （０．２１） ０．６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 ６．８ （０．１１） ０．４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２） ０．５ （０．０３）
德国 ２２．６ （０．１０） ０．１ （０．０１） ０．６ （０．０３） ６．３ （０．１０） ０．５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２） １．４ （０．０５）
希腊 ２３．５ （０．０７） １．８ （０．１０） １．３ （０．０６） ８．３ （０．２０） ２．３ （０．１０） ５．３ （０．２２） ２．４ （０．０７）
匈牙利 ２３．９ （０．１０） ０．５ （０．０３） ０．４ （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１８） ０．６ （０．０２） ０．６ （０．０３） ２．２ （０．０６）
冰岛 ２６．１ （０．０８） ０．５ （０．０２） ０．７ （０．０２） ４．６ （０．０６） ０．４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０．６ （０．０３）
爱尔兰 ２７．４ （０．１４） ０．６ （０．０５） ０．３ （０．０３） ７．７ （０．１５） ０．３ （０．０２） ０．５ （０．０４） ２．７ （０．０８）
意大利 ２６．４ （０．２５） １．１ （０．０４） ０．５ （０．０３） １０．５ （０．２０） ０．６ （０．０３） ０．７ （０．０３） １．０ （０．０４）
日本 ２３．８ （０．２４） １．１ （０．１１） ０．８ （０．０５） ３．８ （０．２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５ （０．０６） ２．０ （０．１０）
韩国 ３０．３ （０．２７） ４．９ （０．２２） １．９ （０．１１） ３．５ （０．１２） １．３ （０．０６） ３．８ （０．１５） ４．２ （０．１４）
卢森堡 ２４．１ （０．０８） ０．３ （０．０２） ０．４ （０．０５） ６．１ （０．０７） ０．５ （０．０２） ０．８ （０．０４） ２．５ （０．０６）
墨西哥 ２４．２ （０．３４） ４．１ （０．２１） ３．０ （０．１５） ５．８ （０．１４） ２．５ （０．１４） ３．０ （０．１３） ３．６ （０．１３）
荷兰 ２３．９ （０．１６） ０．２ （０．０３） ０．８ （０．０６） ５．７ （０．１３） ０．２ （０．０２） ｍ ｍ ｍ ｍ
新西兰 ２３．５ （０．１１） １．２ （０．０９） ０．５ （０．０３） ４．５ （０．０８） ０．３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１．６ （０．０５）
挪威 ２２．１ （０．１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２） ４．８ （０．１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２） ０．８ （０．０５）
波兰 ２３．０ （０．０８） ０．７ （０．０３） １．２ （０．０４） ８．１ （０．１６） ０．４ （０．０２） １．１ （０．０４） ｍ ｍ
葡萄牙 ２５．１ （０．３５） ０．４ （０．０３） ０．３ （０．０５） ４．９ （０．１２） ０．９ （０．０４） ０．４ （０．０３） １．６ （０．０８）
斯洛伐克 ２３．５ （０．１２） ０．６ （０．０４） ０．５ （０．０３） ８．４ （０．１５） ０．６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０．７ （０．０３）
西班牙 ２６．４ （０．１４） ０．４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２） ７．４ （０．１３） １．１ （０．０３） １．５ （０．０５） １．９ （０．０５）
瑞典 ２２．５ （０．２２） ０．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１） ３．９ （０．１０） ０．２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 ０．８ （０．０５）
瑞士 ２４．１ （０．３１） ０．３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 ４．６ （０．１３） ０．２ （０．０１） ０．７ （０．０５） ０．７ （０．０４）
土耳其 ２３．１ （０．３３） ２．７ （０．１０） ２．２ （０．０８） ５．９ （０．１９） １．８ （０．０９） ４．１ （０．２０） ５．８ （０．１９）
美国 ２２．２ （０．２９） １．４ （０．０７） １．６ （０．０９） ５．７ （０．１４） ０．３ （０．０２） ０．４ （０．０３） １．５ （０．０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２３．９ （０．０９） １．２ （０．０３） １．１ （０．０２） ５．９ （０．０５） ０．４ （０．０１） ０．８ （０．０２） １．８ （０．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２４．４ （０．０４） ０．８ （０．０１） ０．７ （０．０１） ５．９ （０．０３） ０．５ （０．０１） ０．９ （０．０２） １．６ （０．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９．０ （０．１９） １．１ （０．０７） ０．８ （０．０７） ４．９ （０．１３） ０．６ （０．０４） ２．１ （０．０８） ２．２ （０．１２）
中国香港 ２６．５ （０．２３） １．２ （０．０７） ０．６ （０．０５） ６．８ （０．２０） ０．７ （０．０４） ０．８ （０．０４） ０．９ （０．０６）
印度尼西亚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拉脱维亚 ２３．９ （０．２２） １．３ （０．０６） １．０ （０．０５） ９．４ （０．２０） ０．６ （０．０３） １．９ （０．０９） ２．１ （０．１２）
列支敦士登 ２７．１ （０．１８） ０．２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４） ４．４ （０．１８） ０．１ （０．０３） ０．４ （０．０６） ０．８ （０．１４）
中国澳门 ２６．９ （０．１５） １．３ （０．１１） ０．９ （０．０８） ７．８ （０．２０） ０．６ （０．０７） ０．６ （０．０７） １．２ （０．１２）
俄罗斯 ２３．８ （０．２１） ２．０ （０．０６） １．３ （０．０７） １２．７ （０．２８） ０．５ （０．０３） １．５ （０．０６） ３．７ （０．１２）
塞尔维亚 ２３．７ （０．１４） ０．３ （０．０３） ０．３ （０．０３） ５．３ （０．２２） ０．８ （０．０４） ０．３ （０．０３） ２．９ （０．１０）
泰国 ３０．５ （０．１８） ０．９ （０．０６） ０．８ （０．０４） ６．９ （０．１９） ０．５ （０．０３） １．１ （０．０８） ０．３ （０．０２）
突尼斯 ２７．６ （０．１９） １．４ （０．０６） ｍ ｍ ４．９ （０．１６） ｍ ｍ １．４ （０．０７） ２．４ （０．１０）
乌拉圭 ２１．６ （０．３０） ０．５ （０．０４） ０．３ （０．０３） ６．８ （０．１３） １．５ （０．０６） ０．９ （０．０５） ２．１ （０．０７）

英国１ ２４．６ （０．０９） ０．５ （０．０２） ０．６ （０．０２） ６．０ （０．１０） ０．２ （０．０１） ０．５ （０．０２） １．３ （０．１０）

国家（地区）

每周花费在数学上的小时数

“校内”活动 “校外”活动

授课时间 补习班 提高班
教师布置的家庭作
业或其他学习任务

家庭教师辅导 参加校外课程班 其他形式的学习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平均 标准误

一年的教学周数

平均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８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２） ２．３ （０．０４） ０．２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９．４ （０．１）
奥地利 ２．８ （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１．７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１） ３６．７ （０．８）
比利时 ３．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２．２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６．２ （０．２）
加拿大 ３．７ （０．０３） ０．４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２．８ （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８．６ （０．２）
捷克 ２．８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１．７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４１．０ （０．２）
丹麦 ３．４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２．６ （０．０４） ０．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２） ３９．６ （０．１）
芬兰 ２．６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２） １．５ （０．０３） ０．０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０） ０．０ （０．００） ３８．１ （０．０）
法国 ３．５ （０．０３） 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２．５ （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ｍ ｍ
德国 ３．０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２．６ （０．０５） ０．３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９．７ （０．２）
希腊 ３．１ （０．０３） ０．８ （０．０５） ０．５ （０．０２） ３．３ （０．０７） ０．９ （０．０４） １．７ （０．０９） ０．４ （０．０２） ３４．３ （０．２）
匈牙利 ２．７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３．３ （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１） ３６．６ （０．１）
冰岛 ４．２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１） ２．３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６．７ （０．０）
爱尔兰 ３．２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２．８ （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２） ３３．１ （０．２）
意大利 ３．６ （０．０５） ０．４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３．５ （０．０７） 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３．５ （０．２）
日本 ３．６ （０．０７） ０．５ （０．０４） ０．４ （０．０２） ２．０ （０．１０） ０．１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１） ３８．９ （０．３）
韩国 ４．１ （０．０６） １．４ （０．０７） ０．７ （０．０４） １．８ （０．０６） ０．７ （０．０４） １．４ （０．０６） ０．４ （０．０２） ３５．６ （０．３）
卢森堡 ３．３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２） ２．３ （０．０４） 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２） ３６．０ （０．０）
墨西哥 ３．９ （０．０８） ２．２ （０．０５） ２．０ （０．０５） ３．２ （０．０７） １．８ （０．０８） １．９ （０．１１） ２．１ （０．１１） ２３．９ （０．７）
荷兰 ２．５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２） １．９ （０．０５） ０．１ （０．０１） ｍ ｍ ０．１ （０．０１） ３８．１ （０．２）
新西兰 ４．０ （０．０３） ０．４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２） １．７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６．０ （０．１）
挪威 ２．８ （０．０７） ０．２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１．８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８．０ （０．０）
波兰 ３．４ （０．０３） ０．３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２） ４．１ （０．０８） ０．２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１） ３８．３ （０．２）
葡萄牙 ３．３ （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２．０ （０．０４） ０．５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２） ３５．４ （０．２）
斯洛伐克 ３．３ （０．０５） ０．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２） ３．２ （０．０６）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１） ３９．２ （０．３）
西班牙 ２．９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２．９ （０．０５） ０．６ （０．０２） ０．６ （０．０３） ０．４ （０．０２） ３５．４ （０．２）
瑞典 ２．８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１．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６．６ （０．１）
瑞士 ３．３ （０．０９）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１．９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２） ３９．２ （０．１）
土耳其 ３．３ （０．０５） １．５ （０．０６） １．２ （０．０６） ２．８ （０．０７） １．１ （０．０７） １．８ （０．０８） １．２ （０．０６） ３５．７ （０．３）
美国 ３．７ （０．０６） ０．５ （０．０３） ０．５ （０．０２） ２．８ （０．０５） ０．２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２） ３６．０ （０．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３．５ （０．０２） ０．５ （０．０１） ０．４ （０．０１） ２．６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１） ３６．１ （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３ （０．０１） ０．３ （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 ２．４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０） ０．３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０） ３６．７ （０．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５ （０．０７） ０．６ （０．０４） ０．５ （０．０４） ２．４ （０．０６） ０．５ （０．０４） ０．６ （０．０４） ０．５ （０．０４） ４０．６ （０．２）
中国香港 ４．５ （０．０６） ０．３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 ３．１ （０．０９） ０．４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３５．４ （０．４）
印度尼西亚 ３．９ （０．０８）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４０．０ （０．４）
拉脱维亚 ３．６ （０．０５） ０．６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３．７ （０．０８） ０．３ （０．０２） ０．２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３４．９ （０．１）
列支敦士登 ３．６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２） １．７ （０．０８） ０．１ （０．０２） ０．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４） ３９．０ （０．０）
中国澳门 ４．５ （０．０５） ０．６ （０．０５） ０．３ （０．０６） ４．３ （０．１１） ０．３ （０．０４） ０．２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２） ３９．２ （０．０）
俄罗斯 ３．５ （０．０７） １．２ （０．０５） ０．６ （０．０３） ５．０ （０．１０） ０．４ （０．０２） ０．４ （０．０３） ０．４ （０．０３） ３５．０ （０．２）
塞尔维亚 ２．７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１） ２．４ （０．０７） ０．５ （０．０３） ０．１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２） ３７．１ （０．１）
泰国 ３．７ （０．０５） ０．５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２） ４．０ （０．１１） ０．３ （０．０２） ０．６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３９．７ （０．１）
突尼斯 ４．２ （０．０２） ０．９ （０．０３） ｍ ｍ ２．８ （０．０８） ｍ ｍ ０．９ （０．０４） ０．７ （０．０４） ３１．９ （０．３）
乌拉圭 ３．０ （０．０６） ０．２ （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２） ２．８ （０．０５） ０．５ （０．０３） ０．３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２） ３３．９ （０．２）

英国１ ３．４ （０．０３） ０．２ （０．０１） ０．２ （０．０１） ２．０ （０．０４）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３７．８ （０．１）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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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５
师资短缺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师资短缺指数 依各国（地区）师资短缺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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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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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０９ （０．０５）－１．１３ （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４８ （０．０２） １．１４ （０．０３） ５４７ （４．４） ５２７ （４．３） ５０９ （４．２） ５１３ （５．９）
奥地利 －０．５８ （０．０６）－１．２１ （０．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６） ５２７ （７．０） ５２３ （６．６） ４７２ （７．８） ４９８ （７．７）
比利时 ０．２５ （０．０６）－１．０７ （０．０２）－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６２ （０．０２） １．４７ （０．０８） ５５８ （６．８） ５３７ （７．１） ５２４ （８．７） ５０２ （７．５）
加拿大 －０．２１ （０．０４）－１．２１ （０．００）－０．６３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８９ （０．０４） ５３７ （４．３） ５３９ （３．１） ５２５ （３．２） ５２９ （４．１）
捷克 ０．０８ （０．０３）－０．５８ （０．０４）－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７３ （０．０３） ５５５ （８．４） ５３０ （６．８） ５００ （５．５） ４７９ （７．６）
丹麦 －０．３２ （０．０５）－１．２０ （０．００）－０．５２ （０．０１）－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７） ５２３ （５．４） ５１７ （５．９） ５０４ （４．８） ５１４ （５．３）
芬兰 －０．５６ （０．０４）－１．２１ （０．００）－０．９９ （０．０３）－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５） ５４２ （２．７） ５４５ （３．２） ５５０ （３．７） ５４１ （３．２）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１５ （０．０６）－１．０１ （０．０４）－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２） １．２２ （０．０７） ５３７ （８．４） ５２５ （７．２） ４８２ （９．６） ４６８ （９．１）
希腊 ０．２１ （０．１６）－１．２１ （０．００）－０．７５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０７） ２．２５ （０．１６） ４４７ （１０．２） ４４６ （７．１） ４３０ （１０．０） ４５１ （１０．０）
匈牙利 －０．３７ （０．０５）－１．２１ （０．００）－０．６８ （０．０３）－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３） ５０９ （９．６） ４９３ （９．５） ４８２ （７．８） ４７９ （８．１）
冰岛 ０．０８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１）－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０） １．０９ （０．００） ５１８ （３．１） ５２０ （３．８） ５０９ （４．１） ５１５ （３．４）
爱尔兰 －０．２８ （０．０７）－１．２１ （０．００）－０．７２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７３ （０．０４） ５１０ （５．３） ５０３ （５．２） ４９９ （６．６） ５０２ （５．７）
意大利 ０．０８ （０．０７）－１．１６ （０．０１）－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８） ４５２ （８．６） ４７５ （７．６） ４８６ （７．６） ４５２ （６．５）
日本 －０．０４ （０．１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６８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５） １．５８ （０．１４） ５５７ （９．７） ５３７ （７．４） ５２５ （１０．５） ５１７ （１２．１）
韩国 －０．６４ （０．０６）－１．２１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５４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７） ５３９ （６．９） ５３８ （７．３） ５５３ （８．０） ５３８ （８．２）
卢森堡 ０．５７ （０．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００） １．１２ （０．００） １．６２ （０．００） ５０９ （２．４） ４９５ （２．５） ４９３ （２．２） ４７６ （２．２）
墨西哥 ０．４１ （０．０７）－０．９４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７６ （０．０１） １．６６ （０．０７） ４００ （１０．４） ３８４ （７．０） ３７６ （７．５） ３７９ （５．４）
荷兰 ０．１９ （０．０６）－０．８２ （０．０６）－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２） １．１９ （０．０８） ５６５ （１０．５） ５３９ （９．２） ５４５ （１０．５） ４９７ （１１．２）
新西兰 ０．３３ （０．０４）－０．７６ （０．０５）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６２ （０．０２） １．３１ （０．０３） ５４０ （５．８） ５３２ （４．４） ５１６ （６．２） ５０９ （５．９）
挪威 ０．０４ （０．０５）－０．８８ （０．０５）－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７７ （０．０６） ５０５ （４．８） ４８４ （５．１） ４９６ （４．０） ４９３ （４．８）
波兰 ０．０５ （０．０８）－０．９９ （０．０４）－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２） １．２４ （０．１４） ４９８ （５．９） ４８２ （５．０） ４８９ （５．５） ４９１ （５．４）
葡萄牙 －０．５１ （０．０６）－１．２１ （０．００）－０．９５ （０．０４）－０．３８ （０．０２） ０．４９ （０．１０） ４７３ （５．３） ４７３ （４．６） ４５６ （８．１） ４６１ （９．６）
斯洛伐克 －０．１９ （０．０３）－１．０７ （０．０３）－０．３０ （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５） ５２３ （５．２） ５１１ （７．６） ４８６ （６．３） ４７３ （８．７）
西班牙 －０．４６ （０．０８）－１．２１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５１ （０．０３） １．０７ （０．２１） ４９０ （４．３） ４９０ （４．５） ４８７ （５．１） ４７３ （５．８）
瑞典 ０．０７ （０．０７）－１．０６ （０．０３）－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１．１９ （０．１１） ５１８ （５．２） ５０４ （６．０） ５０７ （６．１） ５０７ （３．８）
瑞士 －０．３３ （０．０７）－１．２１ （０．００）－０．８８ （０．０４）－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７８ （０．１０） ５２３ （６．１） ５２６ （６．３） ５３４ （１０．５） ５２３ （９．９）
土耳其 １．７８ （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１１） １．３６ （０．０３） ２．１６ （０．０６） ３．１３ （０．０２） ４４０ （１７．８） ４２０ （１１．７） ４０９ （１３．０） ４２５ （１２．９）
美国 －０．２０ （０．０６）－１．２１ （０．００）－０．７３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６） ５０７ （５．９） ４９４ （５．８） ４７５ （５．９） ４６９ （７．１）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４ （０．０２）－１．２０ （０．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１．４３ （０．０３） ５１２ （３．１） ５０３ （２．７） ４８４ （２．８） ４５７ （３．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２０ （０．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１）１．３１ （０．０２） ５１４ （１．７） ５１０ （１．７） ４９９ （１．６） ４７６ （１．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２０ （０．０９）－１．２１ （０．００）－０．４８ （０．０５） ０．６２ （０．０４） １．８６ （０．１０） ３８２ （１０．７） ３７１ （１０．７） ３３９ （９．８） ３３５ （８．３）
中国香港 －０．２２ （０．０６）－１．２０ （０．００）－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８０ （０．０６） ５６０ （１０．５） ５６３ （９．３） ５３８ （９．３） ５４０ （１３．７）
印度尼西亚 １．２８ （０．１０）－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７６ （０．０３） １．５６ （０．０５） ２．８８ （０．０５） ３５３ （７．３） ３５６ （９．４） ３６３ （８．４） ３６８ （７．９）
拉脱维亚 －０．１４ （０．０５）－０．９７ （０．０５）－０．３２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０６） ４７５ （７．０） ４８２ （６．０） ４８８ （６．７） ４９０ （７．４）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０．２９ （０．００）－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５６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１） ５２９ （４．６） ５１５ （５．３） ５４１ （８．２） ５２４ （５．５）
俄罗斯 ０．３６ （０．０９）－０．９２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６６ （０．０３） １．６０ （０．１３） ４６９ （１１．５） ４６８ （６．８） ４６３ （６．４） ４６９ （７．６）
塞尔维亚 －０．３４ （０．０５）－１．２０ （０．００）－０．５２ （０．０１）－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５） ４３８ （８．６） ４４４ （８．０） ４４１ （７．７） ４２７ （７．４）
泰国 ０．２８ （０．０９）－１．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５８ （０．０２） １．５４ （０．１１） ４４０ （８．６） ４１４ （６．３） ４０６ （５．４） ４０８ （７．２）
突尼斯 ０．１８ （０．０６）－０．８５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９７ （０．０３） ３６８ （９．２） ３７０ （８．０） ３５２ （７．２） ３４４ （６．２）
乌拉圭 ０．５５ （０．０８）－０．８７ （０．０６） ０．３５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２） １．７０ （０．０６） ４４１ （８．１） ４１４ （８．６） ４１４ （８．４） ４２０ （７．５）

英国１ ０．２６ （０．０６）－１．０９ （０．０３）－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６３ （０．０２） １．５２ （０．０６） ５３５ （５．６） ５１０ （５．４） ５０５ （６．５） ４８６ （５．６）

国家（地区）

师资短缺指数每变化一个
单位相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高四分之一的
学生其数学成绩更可能处于该国（地区）
数学平均成绩分布最低四分之一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６．５ （２．７８） １．２ （０．１１） ２．３ （０．７８）
奥地利 －２２．８ （７．２２） １．２ （０．１６） ３．０ （１．７７）
比利时 －２３．４ （３．９７） １．６ （０．１８） ４．６ （１．４７）
加拿大 －５．４ （２．４１） １．１ （０．０８） ０．３ （０．２５）
捷克 －５８．４ （８．５７） １．８ （０．２４） １０．２ （２．９５）
丹麦 －５．６ （３．７２） １．０ （０．０９） ０．２ （０．２４）
芬兰 －０．５ （３．０３） １．１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５）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２８．４ （６．７５） １．７ （０．２２） ６．０ （２．４７）
希腊 －１．２ （３．９３） ０．８ （０．１７） ０．０ （０．３８）
匈牙利 －１９．１ （８．１０） １．２ （０．１５） １．８ （１．５４）
冰岛 －３．１ （１．８９） １．０ （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９）
爱尔兰 －５．１ （４．０３） １．０ （０．１３） ０．２ （０．３６）
意大利 １．８ （５．１０） １．２ （０．１５） ０．０ （０．３１）
日本 －９．９ （５．０７） １．４ （０．２５） １．３ （１．４０）
韩国 ０．３ （６．９８） １．０ （０．１８） ０．０ （０．２４）
卢森堡 －１１．０ （１．０９） １．４ （０．０８） １．５ （０．２９）
墨西哥 －６．１ （３．４０） １．０ （０．１２） ０．５ （０．５６）
荷兰 －２６．８ （８．５８） ２．０ （０．４２） ５．４ （３．５４）
新西兰 －１６．０ （３．４４） １．４ （０．１５） １．７ （０．７６）
挪威 －５．１ （３．４７） ０．９ （０．０９） ０．１ （０．１８）
波兰 －３．８ （３．４１） １．０ （０．１０） ０．２ （０．３０）
葡萄牙 －６．９ （６．２８） １．１ （０．１８） ０．４ （０．７２）
斯洛伐克 －３０．２ （５．７８） １．６ （０．２１） ４．６ （１．６８）
西班牙 －４．８ （３．３８） １．２ （０．１３） ０．４ （０．４９）
瑞典 －４．０ （２．６６） １．０ （０．０９） ０．２ （０．２２）
瑞士 －０．６ （４．６３） １．１ （０．１５） ０．０ （０．１５）
土耳其 －６．３ （８．６９） １．０ （０．１９） ０．４ （１．２０）
美国 －１８．８ （３．４８） １．４ （０．１６） ３．２ （１．２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９．６ （１．５９） １．８ （０．０８） ３．９ （０．６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５．８ （０．９９） １．５ （０．０４） ２．５ （０．３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７．５ （３．９６） １．２ （０．１７） ４．６ （２．１６）
中国香港 －１０．９ （８．０３） １．３ （０．２５） ０．７ （１．１１）
印度尼西亚 ２．２ （３．４０） ０．７ （０．１１） ０．１ （０．３４）
拉脱维亚 ９．９ （５．８３） ０．８ （０．１２） ０．５ （０．６６）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６．６ （３．１０） １．２ （０．１３） ０．３ （０．３３）
俄罗斯 －２．３ （５．１４） ０．９ （０．１３） ０．１ （０．３３）
塞尔维亚 －７．２ （６．５３） １．２ （０．１８） ０．３ （０．５７）
泰国 －１３．３ （３．８５） １．２ （０．１４） ２．７ （１．５２）
突尼斯 －８．６ （６．４２） １．３ （０．１６） ０．６ （０．８８）
乌拉圭 －９．９ （４．００） １．０ （０．１５） １．０ （０．７２）

英国１ －１７．４ （２．５２） １．５ （０．１３） ３．６ （１．０５）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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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６
对数学教师的监督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其校长报告在之前一年他们使用下列方法对数学老师进行监督的学生百分比：

校长或资深教师听课 督导或者其他校外人士听课

其校长报告采用这种方式的
学生所占百分比

采取或不采取这种方法的学校
在学生数学成绩上的差异

其校长报告采用这种方式的
学生所占百分比

采取或不采取这种方法的学校
在学生数学成绩上的差异

％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６３．４ （２．６） ７ （５．４） ７．８ （１．９） ２４ （７．１）
奥地利 ７７．９ （３．３） －１ （１２．４） ３７．１ （３．４） １ （９．５）
比利时 ５７．８ （３．２） １０ （１０．７） ４７．５ （３．１） １９ （１０．７）
加拿大 ８６．９ （１．２） －３ （６．０） １０．１ （１．２） －６ （６．９）
捷克 ９９．３ （０．４） ｃ ｃ ３１．５ （２．９） －４ （１０．２）
丹麦 ６３．０ （３．３） １ （５．３） １１．３ （２．３） ６ （８．０）
芬兰 ３４．４ （３．４） ２ （３．８） ３．８ （１．６） １７ （９．９）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６９．４ （３．３） ４４ （１０．５） ２５．７ （２．８） ６ （１２．２）
希腊 ７．２ （３．４） ５ （２７．０） １６．１ （４．１） －４ （１３．９）
匈牙利 ９５．８ （１．５） ０ （３４．３） ２６．０ （３．９） １１ （１２．１）
冰岛 ４６．７ （０．２） －８ （３．４） １．８ （０．１） ｃ ｃ
爱尔兰 ６．６ （２．３） ６ （１１．０） ４．７ （１．６） １６ （９．０）
意大利 １６．１ （２．８） １２ （９．５） １．２ （０．８） ｃ ｃ
日本 ５５．９ （４．４） １３ （１２．６） １５．１ （３．０） ２６ （１５．３）
韩国 ９０．１ （２．６） ２７ （１５．６） ６１．９ （３．４） ９ （１０．１）
卢森堡 ４２．２ （０．１） ９ （２．６） ７．３ （０．０） ７２ （４．３）
墨西哥 ７２．１ （２．６） －９ （９．７） ３６．３ （３．２） －２５ （８．６）
荷兰 ５８．４ （４．８） １７ （１４．８） ３３．３ （４．３） ２１ （１４．１）
新西兰 ９４．３ （１．７） ３ （１６．５） ５２．４ （３．２） ６ （６．２）
挪威 ２５．９ （３．３） １５ （５．２） ６．９ （２．２） ２ （１４．５）
波兰 ９７．４ （１．３） ｃ ｃ １３．７ （２．６） ３２ （６．６）
葡萄牙 ４．９ （１．６） １８ （１２．８） ９．６ （２．８） －８ （１２．４）
斯洛伐克 ９７．８ （１．０） ｃ ｃ ２４．６ （３．０） １１ （１１．５）
西班牙 １４．８ （２．６） １９ （６．０） １４．１ （２．５） ７ （６．１）
瑞典 ５８．４ （３．４） ５ （４．７） １５．７ （２．４） ２７ （９．８）
瑞士 ４１．８ （４．３） ２９ （７．９） ５８．８ （４．０） －１９ （７．５）
土耳其 ８９．３ （２．６） ３ （１７．４） ３９．５ （４．３） －１２ （１６．０）
美国 ９９．７ （０．３） ｃ ｃ ３７．２ （３．６） －２３ （７．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５．１ （０．８） ７ （３．２） ３０．２ （１．１） －８ （３．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６０．７ （０．５） １２ （１．４） ２４．５ （０．６） ６ （１．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９．６ （３．７） ４ （１３．３） １１．５ （２．２） －７ （１２．４）
中国香港 ９２．２ （２．４） －２４ （１９．０） ２６．２ （３．５） ２ （１６．９）
印度尼西亚 ９１．６ （２．２） ５５ （１２．５） ７５．０ （３．４） １ （１３．１）
拉脱维亚 ９９．５ （０．５） ｃ ｃ ４１．４ （４．９） －８ （７．６）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９５．０ （０．０） ｃ ｃ ２９．９ （０．３） －２ （５．５）
俄罗斯 １００．０ （０．０） ａ ａ ７３．８ （３．３） ８ （８．６）
塞尔维亚 ８８．０ （３．１） －４ （１４．９） ２５．４ （３．７） －８ （９．６）
泰国 ８７．１ （２．７） １７ （１１．４） ４９．３ （３．７） １４ （７．８）
突尼斯 ７４．２ （３．６） ０ （１０．４） ８０．４ （３．４） ２０ （１０．０）
乌拉圭 ９２．４ （１．６） －２０ （２０．１） ５１．９ （３．７） １６ （９．３）

英国１ ９１．３ （１．６） －３２ （９．５） ６１．１ （３．４） －２２ （６．７）

其校长报告在之前一年他们使用下列方法对数学老师进行监督的学生百分比：

对学生学习进行测试或考试 教师间的检查（对于课程计划、测试工具和课程）

其校长报告采用这种方式的
学生所占百分比

采取或不采取这种方法的学校
在学生数学成绩上的差异

其校长报告采用这种方式的
学生所占百分比

采取或不采取这种方法的学校
在学生数学成绩上的差异

％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 标准误 差异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８．７ （３．１） －１ （６．１） ６５．０ （３．３） ２ （６．８）
奥地利 ２５．３ （３．７） －９ （１１．１） ７８．５ （３．６） －１８ （１０．１）
比利时 ４０．９ （３．０） ５ （８．８） ６１．７ （３．０） ２３ （９．６）
加拿大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捷克 ７３．４ （３．１） ６ （１２．０） ６３．０ （２．９） －１７ （９．２）
丹麦 １２．８ （２．６） ５ （８．２） ３１．１ （３．５） ３ （６．０）
芬兰 ４７．２ （３．８） ０ （３．５） ３５．０ （３．８） １ （３．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６１．６ （３．２） １６ （１３．４） ２５．３ （３．１） －１２ （１２．２）
希腊 ３４．５ （５．７） １３ （１１．０） ４．６ （１．９） －３０ （２３．３）
匈牙利 ６２．６ （４．１） ２ （１１．１） ８３．１ （３．０） －１９ （１５．４）
冰岛 ８０．３ （０．２） －１ （４．２） １２．６ （０．１） －６ （４．８）
爱尔兰 ４２．０ （４．３） －６ （６．２） ９．２ （２．７） ８ （５．１）
意大利 ４４．４ （３．８） １ （１０．５） ８４．０ （２．８） ２１ （１２．７）
日本 ５６．９ （４．０） ８ （１４．２） ５１．２ （４．３） ２２ （１３．０）
韩国 ７０．６ （３．２） ５ （１０．３） ７３．２ （３．７） ４ （１２．５）
卢森堡 ５８．９ （０．１） －３６ （２．２） ２７．２ （０．１） －２５ （２．６）
墨西哥 ９２．２ （１．６） ２９ （１２．９） ６２．８ （３．３） １３ （９．２）
荷兰 ５４．１ （４．２） ３０ （１２．２） ５２．０ （４．９） －３ （１３．５）
新西兰 ７３．０ （３．１） ３ （６．１） ９１．２ （２．２） ８ （１２．０）
挪威 ４９．１ （３．９） ２ （４．７） ３５．３ （３．８） ４ （５．２）
波兰 ９４．９ （１．８） １４ （１１．５） ７１．９ （３．６） １５ （５．３）
葡萄牙 ３２．９ （４．７） ３ （１０．９） ５８．０ （４．７） １ （１０．５）
斯洛伐克 ７０．１ （３．０） １１ （９．０） ８７．９ （２．２） １５ （１１．４）
西班牙 ７１．９ （３．２） ７ （７．３） ３９．１ （３．５） ３ （６．２）
瑞典 ４１．４ （４．０） １３ （５．６） ２１．３ （３．０） １０ （８．７）
瑞士 ４２．７ （３．６） ５ （１２．５） ４５．７ （３．９） ２０ （７．９）
土耳其 ７２．３ （４．２） １９ （１６．９） ７７．０ （４．０） １４ （１６．７）
美国 ８９．２ （２．２） －２３ （１１．６） ５９．６ （３．２） ７ （７．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７３．３ （０．９） －１２ （４．２） ５９．７ （１．２） １ （３．６）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８．５ （０．７） －２ （１．８） ５３．７ （０．７） ０ （１．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７５．４ （３．３） ８ （１３．４） ５３．８ （３．３） ２６ （１２．３）
中国香港 ８２．４ （３．５） －３１ （１９．０） ８６．０ （２．８） －１１ （１９．３）
印度尼西亚 ９１．３ （１．９） １２ （１６．２） ６６．９ （４．０） １７ （１０．３）
拉脱维亚 ９４．８ （２．３） ０ （１２．５） ９７．５ （１．３） ｃ ｃ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８７．５ （０．１） －２７ （６．０） ９５．５ （０．２） ４９ （１０．２）
俄罗斯 ９５．５ （１．６） １５ （８．６） ９８．４ （１．０） ｃ ｃ
塞尔维亚 ２２．７ （３．７） １５ （１２．８） ５８．８ （４．４） ２ （９．８）
泰国 ９１．１ （２．０） ２４ （１０．７） ８５．４ （２．５） ８ （１０．１）
突尼斯 ７９．０ （３．６） －１０ （１１．２） ６０．１ （４．０） ２ （８．４）
乌拉圭 ５０．７ （４．０） ２ （９．７） ６３．２ （３．２） ９ （８．６）

英国１ ９０．８ （１．９） －１４ （１８．７） ８８．３ （２．０） －３３ （９．７）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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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７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依该国（地区）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１８ （０．０５）－０．９０ （０．０６）－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２） １．３２ （０．０３） ５１７ （４．９） ５１４ （５．８） ５２５ （４．７） ５４１ （５．２）
奥地利 ０．１３ （０．１０）－１．３８ （０．０９）－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０３）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４） ５１５ （９．３） ５１４ （９．０） ４９３ （１１．５）
比利时 ０．０８ （０．０６）－１．１９ （０．０７）－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２） １．３８ （０．０２） ５２６ （８．８） ５３６ （９．１） ５２１ （７．７） ５３４ （６．４）
加拿大 ０．１９ （０．０４）－０．９０ （０．０４）－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４２ （０．０２） １．３４ （０．０２） ５３７ （３．８） ５２９ （３．４） ５３１ （３．４） ５３３ （４．４）
捷克 ０．５７ （０．０５）－０．４３ （０．０５）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３）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２１ （８．８） ５２４ （９．０） ５００ （８．４） ５１８ （７．８）
丹麦 －０．１７ （０．０７）－１．２０ （０．０８）－０．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７） ５１６ （５．７） ５１３ （４．７） ５１７ （５．５） ５１１ （５．６）
芬兰 －０．２４ （０．０８）－１．４０ （０．０８）－０．５９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６） ５４２ （４．７） ５５０ （３．４） ５４２ （３．２） ５４３ （３．４）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１４ （０．０８）－１．３３ （０．０８）－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０３） １．４６ （０．０１） ５０６ （１１．１） ４９３ （９．１） ４９９ （８．９） ５１４ （１０．９）
希腊 －０．４２ （０．１４）－１．９９ （０．０８）－０．８６ （０．０３）－０．０６ （０．０５） １．２１ （０．０８） ４３１ （１０．１） ４５２ （７．３） ４４５ （７．９） ４５２ （１０．９）
匈牙利 －０．１８ （０．０８）－１．４０ （０．０８）－０．４０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９４ （０．０６） ４９０ （７．７） ４９６ （９．７） ４６８ （８．６） ５０９ （９．１）
冰岛 ０．３３ （０．００）－０．９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７５ （０．０１）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１０ （３．４） ５１７ （３．８） ５１３ （３．８） ５２２ （３．３）
爱尔兰 －０．２８ （０．１０）－１．６２ （０．０８）－０．６４ （０．０３）－０．０１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６） ５１３ （５．８） ５０１ （４．５） ５０１ （５．３） ４９８ （８．０）
意大利 －０．０３ （０．０７）－１．２８ （０．０８）－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０２） １．３３ （０．０４） ４４３ （８．０） ４７０ （８．８） ４８０ （５．１） ４７１ （８．７）
日本 －０．０９ （０．１０）－１．４５ （０．０９）－０．３９ （０．０４） ０．２５ （０．０２） １．２４ （０．０５） ５３３ （１０．９） ５４３ （１２．５） ５２９ （９．２） ５３２ （１１．３）
韩国 ０．５７ （０．０６）－０．４３ （０．０７） ０．３２ （０．０２） ０．９２ （０．０３）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２３ （８．９） ５３１ （７．３） ５４４ （９．０） ５７１ （７．５）
卢森堡 －０．１５ （０．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８７ （０．００） ４６７ （２．２） ４６９ （２．８） ５０５ （２．６） ５３２ （２．３）
墨西哥 －０．１０ （０．０６）－１．３８ （０．０６）－０．５５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 １．２９ （０．０３） ３７５ （６．４） ３６５ （６．１） ３７９ （５．８） ４１９ （８．２）
荷兰 ０．２８ （０．０９）－１．０３ （０．１２）－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６７ （０．０３）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３４ （１１．３） ５２８ （９．４） ５４９ （１０．３） ５３６ （８．８）
新西兰 ０．２５ （０．０５）－０．６９ （０．０５）－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２） １．３３ （０．０４） ５１８ （５．３） ５２５ （５．５） ５２２ （５．５） ５３２ （６．７）
挪威 －０．５０ （０．０６）－１．５８ （０．０７）－０．７２ （０．０１）－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７） ４８９ （４．７） ４９５ （４．６） ４９８ （５．４） ４９５ （４．４）
波兰 ０．２９ （０．０７）－０．８０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２） １．３２ （０．０３） ４９４ （５．９） ４８２ （５．２） ４９１ （４．４） ４９３ （５．３）
葡萄牙 ０．０３ （０．０７）－１．０８ （０．０６）－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１．１３ （０．０５） ４６３ （１０．３） ４６５ （７．１） ４７２ （６．７） ４６４ （８．０）
斯洛伐克 －０．３１ （０．０５）－１．２９ （０．０６）－０．５７ （０．０２）－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６８ （０．０５） ５１５ （８．０） ４９６ （７．５） ４９３ （６．６） ４８７ （６．１）
西班牙 ０．１３ （０．０７）－１．２３ （０．０９）－０．１３ （０．０３） ０．５０ （０．０２） １．３９ （０．０２） ４８３ （６．９） ４７０ （５．５） ４８５ （４．３） ５０２ （４．６）
瑞典 ０．０３ （０．０６）－１．０４ （０．０６）－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１．２０ （０．０５） ５０３ （６．５） ５０９ （６．１） ５０８ （５．５） ５１６ （３．８）
瑞士 ０．３９ （０．０６）－０．６１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６０ （０．０２）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３０ （７．２） ５２０ （７．８） ５２５ （８．２） ５３１ （９．９）
土耳其 －１．１１ （０．１０）－２．３１ （０．００）－１．６１ （０．０４）－０．７９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９） ４２４ （１４．０） ４１２ （１３．９） ４１７ （８．６） ４４１ （１５．６）
美国 ０．２９ （０．０６）－０．８４ （０．０７）－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３） １．４８ （０．００） ４８２ （６．８） ４７４ （６．３） ４８８ （６．５） ５０１ （６．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６ （０．０２）－１．２７ （０．０２）－０．２４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１）１．３４ （０．０１） ４７３ （３．３） ４８８ （２．６） ４９０ （２．７） ５０４ （２．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２９ （０．０１）－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０１）１．２８ （０．０１） ４８５ （１．９） ５００ （１．６） ５０２ （１．４） ５１２ （１．６）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０６ （０．０９）－１．５９ （０．０９）－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３） １．４８ （０．００） ３５２ （１３．５） ３４２ （７．０） ３４７ （８．２） ３８９ （１３．３）
中国香港 －０．０１ （０．０７）－１．０８ （０．０７）－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１．０３ （０．０７） ５６４ （１０．３） ５４１ （１０．５） ５５６ （９．５） ５４１ （１４．４）
印度尼西亚 －０．５３ （０．０８）－１．６７ （０．０７）－０．８８ （０．０２）－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６） ３７０ （６．１） ３７０ （８．７） ３５４ （７．８） ３４６ （７．７）
拉脱维亚 ０．０６ （０．０７）－０．９５ （０．０５）－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２） １．０１ （０．０７） ４８９ （７．５） ４８３ （５．８） ４７８ （５．７） ４８３ （８．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０．２５ （０．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０．５３ （０．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９５ （０．０１） ５３８ （６．７） ５２３ （８．３） ５２９ （４．９） ５２０ （５．１）
俄罗斯 －０．１０ （０．１０）－１．４４ （０．０７）－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１．３１ （０．０５） ４６０ （８．２） ４６８ （８．２） ４６４ （９．１） ４７８ （１０．５）
塞尔维亚 －０．２２ （０．０７）－１．２４ （０．０６）－０．５０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０６） ４３７ （８．９） ４４３ （７．７） ４３３ （６．６） ４３６ （７．２）
泰国 ０．００ （０．０８）－１．２２ （０．０７）－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２６ （０．０２） １．２５ （０．０６） ４１２ （８．７） ４０９ （５．２） ４２４ （８．２） ４２３ （６．２）
突尼斯 －０．３４ （０．０７）－１．４１ （０．０６）－０．５８ （０．０２）－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１０） ３４４ （５．４） ３６６ （７．２） ３７５ （９．２） ３５１ （８．４）
乌拉圭 －０．６５ （０．０７）－１．８８ （０．０７）－０．９９ （０．０３）－０．３８ （０．０３） ０．６７ （０．０６） ４０８ （７．６） ４１１ （１０．０） ４１２ （７．２） ４５７ （８．９）

英国１ －０．２５ （０．０７）－１．３４ （０．０６）－０．６３ （０．０２）－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０１ （０．０６） ５１１ （６．９） ５０１ （５．３） ５０９ （６．５） ５１３ （６．３）

国家（地区）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每变化一个
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
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１．４ （３．２２） １．２ （０．１１） １．１ （０．６０）
奥地利 －４．２ （５．３４） １．１ （０．１９） ０．２ （０．５９）
比利时 －１．２ （３．８１） １．０ （０．１４） ０．０ （０．１０）
加拿大 －１．４ （２．３４） ０．９ （０．０６） ０．０ （０．０８）
捷克 －３．２ （５．６２） ０．９ （０．１４） ０．１ （０．２８）
丹麦 ０．０ （３．２０） １．０ （０．１０） ０．０ （０．０８）
芬兰 －０．８ （２．０９） １．０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０ （５．２６） １．０ （０．１９） ０．２ （０．５２）
希腊 ５．３ （４．７７） １．２ （０．２１） ０．５ （０．８９）
匈牙利 ６．３ （５．４３） ０．８ （０．１４） ０．４ （０．７５）
冰岛 ４．７ （１．７８） １．１ （０．０８） ０．３ （０．１８）
爱尔兰 －６．１ （３．８９） ０．８ （０．１１） ０．６ （０．７７）
意大利 １１．４ （４．５１） １．６ （０．２２） １．４ （１．０９）
日本 －２．１ （６．００） １．０ （０．１８） ０．１ （０．３７）
韩国 ２４．３ （６．４０） １．５ （０．２０） ４．２ （２．１７）
卢森堡 ３６．４ （１．３２） １．５ （０．０８） ９．５ （０．６３）
墨西哥 １４．９ （３．９４） １．２ （０．１７） ３．３ （１．８０）
荷兰 ６．５ （６．５８） １．３ （０．２７） ０．５ （１．０３）
新西兰 ５．０ （４．１７） １．２ （０．１３） ０．２ （０．２７）
挪威 ２．４ （２．６４） １．１ （０．１０） ０．１ （０．１１）
波兰 １．０ （３．７２） １．０ （０．０９） ０．０ （０．１１）
葡萄牙 ２．８ （６．３７） １．１ （０．２２） ０．１ （０．４４）
斯洛伐克 －１３．９ （４．９２） ０．７ （０．１２） １．４ （１．０５）
西班牙 １０．３ （３．１６） １．０ （０．１２） １．４ （０．８５）
瑞典 ４．８ （３．２５） １．１ （０．１３） ０．２ （０．２７）
瑞士 ０．２ （５．１９） ０．９ （０．１０） ０．０ （０．１４）
土耳其 ７．８ （８．８２） １．０ （０．２１） ０．６ （１．３６）
美国 ９．５ （４．０３） １．０ （０．１３） ０．８ （０．７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１．７ （１．６８） １．４ （０．０７） １．３ （０．３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３ （０．０３） １．０ （０．２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２．８ （６．０５） １．１ （０．１６） ２．２ （２．２０）
中国香港 －１０．９ （７．８０） ０．７ （０．１７） ０．８ （１．１９）
印度尼西亚 －８．０ （４．２１） ０．８ （０．１１） ０．８ （０．９０）
拉脱维亚 －１．０ （５．７４） ０．９ （０．１２） ０．０ （０．１９）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３．２ （３．０１） ０．９ （０．１１） ０．１ （０．２４）
俄罗斯 ５．３ （４．５１） １．０ （０．１５） ０．４ （０．７１）
塞尔维亚 －１．９ （５．５９） １．１ （０．１７） ０．０ （０．３４）
泰国 ６．２ （４．９４） １．０ （０．１４） ０．５ （０．８９）
突尼斯 ５．３ （４．７１） １．２ （０．１３） ０．３ （０．５７）
乌拉圭 ２０．８ （４．２５） １．２ （０．１７） ４．４ （１．７３）

英国１ ３．１ （３．４９） １．０ （０．１２） ０．１ （０．２１）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量表已经过反转，因此正值和比较高的值表示学校基础设施的问题

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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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８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 依该国（地区）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０．５７ （０．０７）－０．５７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７３ （０．０２） １．９７ （０．０４） ５１７ （５．１） ５０９ （６．４９） ５２６ （４．８７） ５４５ （４．６）
奥地利 ０．３５ （０．０８）－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０２） １．５６ （０．０８） ５０３ （９．６） ５１７ （８．８２） ５０３ （９．５９） ４９７ （８．１）
比利时 ０．１９ （０．０６）－０．９８ （０．０７）－０．１８ （０．０２） ０．４３ （０．０２） １．４９ （０．０６） ５２３ （７．３） ５１９ （９．０９） ５３４ （９．４２） ５４４ （８．２）
加拿大 －０．０４ （０．０４）－１．０７ （０．０４）－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１７ （０．０６） ５３０ （３．３） ５２８ （３．５１） ５３２ （４．４８） ５４０ （４．３）
捷克 －０．０５ （０．０６）－０．８３ （０．０３）－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８９ （０．０８） ５１２ （６．６） ５１９ （７．３３） ５２４ （８．６０） ５０９ （１０．１）
丹麦 ０．０４ （０．０７）－０．８９ （０．０５）－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０５ （０．１０） ５０１ （５．８） ５１７ （４．６９） ５２１ （４．７０） ５１８ （５．３）
芬兰 －０．０２ （０．０６）－０．８３ （０．０６）－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０９） ５４６ （３．９） ５４６ （３．８８） ５４２ （３．１７） ５４３ （３．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２０ （０．０７）－０．８８ （０．０６）－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０８） ４７９ （１１．０） ５０２ （８．６９） ５１９ （１１．２６） ５１３ （１０．９）
希腊 －０．４６ （０．１２）－１．７６ （０．１４）－０．７９ （０．０４）－０．１６ （０．０３） ０．８７ （０．１５） ４３０ （９．４） ４４６ （１１．１９） ４３７ （１０．８０） ４６７ （８．８）
匈牙利 ０．０９ （０．０８）－０．９３ （０．０７）－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２） １．１９ （０．０９） ４８１ （８．３） ４８７ （９．３８） ４７６ （１０．５１） ５１９ （１０．０）
冰岛 ０．３０ （０．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０） １．６２ （０．０１） ５１２ （３．２） ５２０ （３．５６） ５１３ （３．５３） ５１８ （３．１）
爱尔兰 －０．０６ （０．０８）－１．０５ （０．０６）－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２） １．１２ （０．１２） ５０３ （５．４） ５０８ （５．８４） ５０１ （６．０２） ５０１ （７．５）
意大利 ０．１４ （０．０７）－１．０８ （０．０８）－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２） １．４０ （０．０７） ４４０ （９．３） ４６９ （９．１２） ４７８ （７．３３） ４７７ （８．４）
日本 ０．０１ （０．１０）－１．２４ （０．１１）－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２） １．３９ （０．１１） ５２１ （１２．８） ５３４ （１１．９２） ５５４ （９．６６） ５２７ （１２．８）
韩国 ０．５７ （０．０５）－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６５ （０．０２） １．６７ （０．０７） ５２２ （９．３） ５４９ （８．１５） ５４６ （７．７０） ５５２ （７．７）
卢森堡 ０．１５ （０．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８０ （０．００） ５１８ （２．６） ４６５ （３．５１） ５０８ （３．０３） ４８１ （２．６）
墨西哥 －０．４０ （０．０９）－１．８３ （０．０６）－０．８３ （０．０２）－０．１１ （０．０３） １．１６ （０．１１） ３６９ （６．９） ３７５ （５．６８） ３８８ （５．５２） ４０６ （１０．１）
荷兰 ０．５１ （０．０６）－０．５０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６８ （０．０２） １．６７ （０．０８） ５０９ （１１．２） ５５１ （１０．４３） ５３２ （１０．４５） ５５４ （９．０）
新西兰 ０．２７ （０．０６）－０．８０ （０．０４）－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２） １．６８ （０．０６） ５０２ （５．９） ５３３ （５．２２） ５２７ （６．１８） ５３６ （５．９）
挪威 －０．２９ （０．０５）－１．０２ （０．０４）－０．４８ （０．０１）－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５１ （０．０８） ４９３ （４．７） ４９６ （４．３４） ４９４ （４．６４） ４９５ （４．７）
波兰 －０．６６ （０．０６）－１．６７ （０．０８）－０．８８ （０．０２）－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０９） ４８１ （５．５） ４８６ （５．１９） ４９６ （４．９１） ４９８ （６．１）
葡萄牙 －０．０５ （０．０７）－１．０５ （０．０６）－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１．１２ （０．１１） ４７０ （７．０） ４５６ （８．８５） ４７２ （９．２６） ４６６ （７．０）
斯洛伐克 －０．７６ （０．０６）－１．６４ （０．０５）－０．９５ （０．０１）－０．５６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７） ４８０ （８．０） ５０２ （８．１９） ５０３ （６．５８） ５０９ （７．０）
西班牙 －０．１３ （０．０７）－１．３６ （０．０６）－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０３） １．０９ （０．０７） ４６７ （７．５） ４８５ （７．１５） ４９４ （４．６４） ４９４ （６．０）
瑞典 ０．０６ （０．０７）－０．９７ （０．０８）－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２８ （０．０２） １．１９ （０．０９） ５１１ （４．４） ５０１ （５．２０） ５０４ （５．４０） ５２０ （５．１）
瑞士 ０．５３ （０．０７）－０．４６ （０．１１）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２） １．６８ （０．０８） ５２５ （９．３） ５１１ （７．５４） ５３０ （５．８８） ５３９ （１０．６）
土耳其 －１．３７ （０．０９）－２．５２ （０．１１）－１．７０ （０．０２）－１．１５ （０．０３）－０．１３ （０．１２） ４０３ （１２．８） ４３０ （１１．３１） ４２７ （１１．５６） ４３４ （１４．６）
美国 ０．５３ （０．０８）－０．７７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７７ （０．０３） ２．１０ （０．０３） ４７１ （６．２） ４８８ （６．７３） ４７８ （７．２７） ５０７ （７．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０．０６ （０．０３）－１．２８ （０．０３）－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１）１．５４ （０．０３） ４５８ （３．４） ４８８ （３．０９） ５０４ （２．４８） ５０６ （３．４）
　犗犈犆犇平均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２１ （０．０２）－０．３１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０１）１．２８ （０．０２） ４７６ （１．８） ５０１ （１．７３） ５０７ （１．４６） ５１５ （１．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８１ （０．０９）－２．３７ （０．０６）－１．３６ （０．０３）－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９４ （０．１３） ３２１ （８．３） ３３７ （８．０３） ３６５ （９．６５） ４０５ （１２．２）
中国香港 ０．３４ （０．０７）－０．７５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２） １．５６ （０．０９） ５６１ （８．９） ５３５ （１５．０５） ５４２ （１１．０５） ５６４ （１０．３）
印度尼西亚 －０．６７ （０．０８）－２．１７ （０．０８）－１．１２ （０．０３）－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６） ３６７ （６．７） ３６３ （８．６９） ３６６ （７．３９） ３４５ （６．８）
拉脱维亚 －０．４７ （０．０６）－１．４２ （０．０６）－０．６８ （０．０２）－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７） ４８４ （７．５） ４８１ （７．０６） ４７８ （５．８８） ４９０ （７．６）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０．１４ （０．００）－１．１１ （０．０１）－０．３５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０１） ５２９ （４．７） ５２９ （７．６７） ５２１ （８．７３） ５２９ （４．６）
俄罗斯 －１．１４ （０．０７）－２．３０ （０．０８）－１．３９ （０．０３）－０．８６ （０．０２）－０．０２ （０．０８） ４４８ （７．５） ４６４ （７．４５） ４７９ （７．００） ４８４ （１０．７）
塞尔维亚 －０．７７ （０．０７）－１．６６ （０．０７）－１．０２ （０．０２）－０．５８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４４５ （８．８） ４３９ （７．７０） ４３１ （７．０９） ４３５ （７．９）
泰国 －０．６０ （０．１０）－２．０１ （０．０７）－１．０４ （０．０４）－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９９ （０．１７） ３９５ （６．３） ４０７ （５．５６） ４２３ （８．７６） ４４３ （８．６）
突尼斯 －０．４６ （０．０７）－１．５８ （０．０６）－０．７９ （０．０３）－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７８ （０．０９） ３３６ （４．５） ３５２ （６．８９） ３８０ （７．７６） ３６７ （８．７）
乌拉圭 －０．９３ （０．０９）－２．３６ （０．０９）－１．３４ （０．０２）－０．６６ （０．０３） ０．６５ （０．０９） ４２３ （８．７） ４０６ （８．１９） ４１０ （７．８８） ４５０ （７．９）

英国１ －０．０７ （０．０６）－１．１５ （０．０８）－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２） １．１８ （０．０８） ４９７ （７．１） ５０３ （５．４９） ５０２ （５．６６） ５３２ （５．１）

国家（地区）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每变化一个
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
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地区）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３．５ （２．４０） １．２ （０．１０） １．９ （０．６９）
奥地利 －１．６ （５．７７） １．０ （０．１８） ０．０ （０．３４）
比利时 ７．６ （４．１１） １．０ （０．１３） ０．４ （０．４８）
加拿大 ５．７ （２．１３） １．１ （０．０７） ０．３ （０．２８）
捷克 １．４ （６．７４） １．０ （０．１５） ０．０ （０．２４）
丹麦 ６．０ （４．１２） １．３ （０．１２） ０．３ （０．３８）
芬兰 ０．２ （２．７４） ０．９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５）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１．０ （６．４５） １．６ （０．２５） １．０ （１．１６）
希腊 ９．３ （５．７５） １．２ （０．２１） １．１ （１．３４）
匈牙利 １１．１ （７．２７） １．１ （０．１８） １．０ （１．２８）
冰岛 １．５ （１．４６） １．０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４）
爱尔兰 －１．８ （４．０９） １．０ （０．１２） ０．０ （０．１９）
意大利 １４．４ （４．２２） １．７ （０．２５） ２．２ （１．２３）
日本 ５．６ （６．２０） １．２ （０．２４） ０．４ （０．８８）
韩国 １４．７ （４．６３） １．５ （０．１９） １．６ （１．０３）
卢森堡 －１８．９ （２．０４） ０．６ （０．０４） １．３ （０．２７）
墨西哥 １５．１ （３．２９） １．４ （０．２０） ４．４ （２．１０）
荷兰 １４．５ （６．６２） １．７ （０．３３） １．９ （１．６５）
新西兰 １１．０ （３．０１） １．５ （０．１６） １．２ （０．６３）
挪威 １．６ （３．６８） １．０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８）
波兰 ５．９ （３．１４） １．１ （０．１０） ０．３ （０．３０）
葡萄牙 １．５ （４．１９） ０．９ （０．１５） ０．０ （０．１９）
斯洛伐克 １０．３ （７．３７） １．４ （０．１８） ０．６ （０．８４）
西班牙 １１．２ （４．１６） １．５ （０．１７） １．５ （１．１２）
瑞典 ３．８ （２．５９） ０．９ （０．０８） ０．１ （０．１７）
瑞士 ６．６ （５．３９） １．１ （０．１５） ０．４ （０．６４）
土耳其 １６．５ （９．６７） １．４ （０．２５） ２．３ （２．７２）
美国 １１．０ （３．４８） １．４ （０．１４） １．７ （１．０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７．２ （１．７８） １．７ （０．０９） ３．４ （０．７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５．９ （１．０４） １．５ （０．０４） ２．５ （０．３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６．３ （３．６９） １．６ （０．２０） １２．０ （３．３８）
中国香港 ６．１ （６．４５） ０．７ （０．１６） ０．３ （０．６１）
印度尼西亚 －６．５ （２．７５） ０．９ （０．１１） ０．９ （０．７９）
拉脱维亚 ２．７ （５．２７） １．０ （０．１３） ０．１ （０．２２）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４．０ （２．６０） １．１ （０．１０） ０．２ （０．２１）
俄罗斯 １７．５ （４．１８） １．４ （０．１８） ３．１ （１．５１）
塞尔维亚 －７．０ （４．６７） ０．９ （０．１４） ０．４ （０．５６）
泰国 １６．７ （３．８８） １．４ （０．１６） ５．８ （２．３９）
突尼斯 １０．２ （４．３５） １．３ （０．１３） １．３ （１．０７）
乌拉圭 １１．０ （３．８４） ０．９ （０．１６） １．７ （１．１５）

英国１ １３．０ （３．３４） １．３ （０．１３） １．８ （０．９１）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量表已经过反转，因此正值和比较高的值表示校长认为学校教育资

源的问题低于ＯＥＣＤ平均水平。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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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９
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百分比和学生数学和阅读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公　　立　　学　　校１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数学成绩 阅读成绩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奥地利 ９２．０ （１．９） ５０４ （３．４） ４８７ （３．９）
比利时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加拿大 ９４．２ （０．７） ５２９ （１．８） ５２６ （１．８）
捷克 ９３．３ （１．７） ５１７ （３．８） ４８８ （３．７）
丹麦 ７７．８ （２．５） ５１５ （３．１） ４９４ （３．１）
芬兰 ９３．３ （１．６） ５４５ （１．８） ５４４ （１．６）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９２．２ （１．７） ４９７ （３．７） ４８５ （３．８）
希腊 ９７．４ （１．９） ４４２ （３．６） ４７０ （４．０）
匈牙利 ８８．９ （２．５） ４８９ （３．６） ４８１ （３．３）
冰岛 ９９．５ （０．１） ５１５ （１．６） ４９２ （１．８）
爱尔兰 ４１．６ （１．６） ４８６ （３．８） ４９２ （４．３）
意大利 ９６．１ （１．２） ４６８ （３．１） ４７７ （３．３）
日本 ７３．０ （１．７） ５４４ （４．７） ５０８ （４．８）
韩国 ４２．３ （３．７） ５２７ （６．１） ５２０ （５．３）
卢森堡 ８５．９ （０．１） ４９８ （１．１） ４８１ （１．６）
墨西哥 ８６．７ （１．９） ３７５ （３．５） ３８８ （３．９）
荷兰 ２３．３ （４．２） ５１６ （１４．０） ４９３ （１２．２）
新西兰 ９５．４ （０．６） ５２２ （２．３） ５１９ （２．６）
挪威 ９９．１ （０．７） ４９４ （２．４） ４９８ （２．７）
波兰 ９９．２ （０．４） ４８９ （２．５） ４９６ （２．９）
葡萄牙 ９３．７ （１．３） ４６５ （３．６） ４７７ （３．９）
斯洛伐克 ８７．４ （２．７） ４９５ （３．７） ４６６ （３．４）
西班牙 ６４．２ （１．５） ４７２ （３．４） ４６６ （３．６）
瑞典 ９５．７ （０．５） ５０９ （２．６） ５１３ （２．５）
瑞士 ９５．３ （１．０） ５２８ （３．８） ４９９ （３．５）
土耳其 ９９．０ （１．０） ４２０ （６．６） ４３８ （５．８）
美国 ９４．３ （１．０） ４８３ （３．６） ４９５ （４．０）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５．５ （０．５） ４８３ （１．５） ４８３ （１．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８３．５ （０．４） ４９４ （０．８） ４８９ （０．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８７．４ （２．３） ３４２ （６．２） ３９０ （５．８）
中国香港 ９３．１ （０．９） ５５２ （４．５） ５１１ （３．７）
印度尼西亚 ５１．４ （２．３） ３７３ （４．９） ３９３ （４．６）
拉脱维亚 ９９．０ （０．７） ４８５ （３．７） ４９２ （３．７）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５．０ （０．１） ４８３ （９．３） ４６６ （５．８）
俄罗斯 ９９．７ （０．２） ４６８ （４．３） ４４１ （４．０）
塞尔维亚 １００．０ （０．０） ４３６ （３．９） ４１１ （３．８）
泰国 ８８．０ （１．２） ４１６ （３．０） ４１９ （２．７）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８５．９ （０．８） ４０９ （３．７） ４２０ （３．８）

英国４ ９３．８ （０．５） ５０３ （２．６） ５０２ （２．６）

国家（地区）

依 靠 政 府 的 私 立 学 校２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数学成绩 阅读成绩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奥地利 ６．７ （１．６） ５１８ （１２．６） ５３０ （１２．０）
比利时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加拿大 ３．８ （０．６） ５７３ （１０．８） ５６０ （９．９）
捷克 ５．８ （１．６） ５０５ （１３．５） ４９１ （１１．９）
丹麦 ２１．７ （２．６） ５１１ （６．３） ４９０ （７．１）
芬兰 ６．７ （１．６） ５３９ （１２．２） ５３７ （１０．７）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７．５ （１．８） ５６６ （１２．７） ５６４ （１４．６）
希腊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匈牙利 ９．８ （２．３） ５０４ （１６．８） ４９３ （１６．９）
冰岛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爱尔兰 ５７．６ （１．８） ５１６ （３．３） ５３３ （３．１）
意大利 ０．４ （０．２） ｃ ｃ ｃ ｃ
日本 ０．６ （０．６） ｃ ｃ ｃ ｃ
韩国 ３６．０ （４．１） ５３２ （７．５） ５２８ （６．３）
卢木堡 １４．１ （０．１） ４６３ （２．９） ４６９ （３．３）
墨西哥 ０．１ （０．１） ｃ ｃ ｃ ｃ
荷兰 ７６．７ （４．２） ５４１ （４．５） ５１７ （４．３）
新西兰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挪威 ０．９ （０．７） ｃ ｃ ｃ ｃ
波兰 ０．４ （０．４）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４．２ （１．２） ４５９ （８．５） ４６２ （１２．９）
斯洛伐克 １２．６ （２．７） ５２３ （９．３） ４９６ （８．２）
西班牙 ２８．１ （２．１） ５０５ （４．２） ５０１ （４．８）
瑞典 ４．３ （０．５） ５１６ （１１．０） ５３１ （９．８）
瑞士 ０．９ （０．７） ｃ ｃ ｃ ｃ
土耳其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美国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犗犈犆犇总体 ６．４ （０．３） ５３２ （２．９） ５２２ （３．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２．８ （０．３） ５２６ （１．７） ５１６ （１．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中国香港 ６．５ （１．１） ５１８ （２９．２） ４８７ （２３．３）
印度尼西亚 ４．１ （１．５） ３２６ （１９．３） ３５４ （１７．０）
拉脱维亚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４９．３ （０．２） ５２８ （３．５） ４９９ （２．４）
俄罗斯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塞尔维亚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泰国 ６．０ （１．１） ４１９ （１８．８） ４２８ （１３．７）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英国４ ０．９ （０．９） ｃ ｃ ｃ ｃ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公立学校：学校由以下部门直接控制和管理：１）公立教育机构；２）政府机构或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大多数成员由公立机构任命或选举

２．依靠政府的私立学校：获得政府资助的经费超过５０％的私立学校

３．不依靠政府私立学校：获得政府资助不到５０％的私立学校

４．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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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１９（续）
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百分比和学生数学和阅读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国家（地区）
不依靠政府的私立学校（获得政府资助不到５０％的私立学校）３

学生百分比 标准误
数学成绩 阅读成绩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奥地利 １．３ （０．６） ｃ ｃ ｃ ｃ
比利时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加拿大 １．９ （０．３） ｃ ｃ ｃ ｃ
捷克 ０．９ （０．５） ｃ ｃ ｃ ｃ
丹麦 ０．５ （０．５） ｃ ｃ ｃ ｃ
芬兰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０．４ （０．４） ｃ ｃ ｃ ｃ
希腊 ２．６ （１．９） ｃ ｃ ｃ ｃ
匈牙利 １．２ （０．８） ｃ ｃ ｃ ｃ
冰岛 ０．５ （０．１）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０．９ （０．９） ｃ ｃ ｃ ｃ
意大利 ３．５ （１．３） ４５２ （３５．４） ４７８ （２３．０）
日本 ２６．４ （１．８） ５１３ （７．５） ４７８ （７．２）
韩国 ２１．７ （３．４） ５９３ （９．６） ５７３ （７．９）
卢木堡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墨西哥 １３．２ （１．９） ４３０ （８．９） ４５４ （６．６）
荷兰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新西兰 ４．６ （０．６） ５７９ （１７．１） ５８３ （１７．８）
挪威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波兰 ０．４ （０．３）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２．１ （１．２） ｃ ｃ ｃ ｃ
斯洛伐克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西班牙 ７．７ （１．７） ５２０ （９．７） ５１５ （９．４）
瑞典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瑞士 ３．８ （０．７） ４９７ （２３．２） ４８７ （９．７）
土耳其 １．０ （１．０） ｃ ｃ ｃ ｃ
美国 ５．７ （１．０） ５０７ （９．１） ５３１ （９．６）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０ （０．５） ５１５ （４．９） ５０６ （４．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８ （０．２） ５３０ （５．２） ５２０ （４．４）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２．６ （２．３） ４５４ （１１．３） ４８７ （９．２）
中国香港 ０．４ （０．３） ｃ ｃ ｃ ｃ
印度尼西亚 ４４．５ （２．６） ３４５ （７．０） ３６８ （６．１）
拉脱维亚 １．０ （０．７） ｃ ｃ ｃ ｃ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４５．８ （０．２） ５２９ （５．２） ４９８ （３．８）
俄罗斯 ０．３ （０．２） ｃ ｃ ｃ ｃ
塞尔维亚 ０．０ （０．０） ａ ａ ａ ａ
泰国 ６．０ （１．６） ４２８ （１３．７） ４３０ （１４．３）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１４．１ （０．８） ５０１ （６．１） ５２４ （６．１）

英国４ ５．３ （０．９） ５８９ （９．０） ５８３ （１２．２）

国家（地区）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依
靠政府和不依靠政府的学
校一起）之间的成绩差异

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指数

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依靠政府和
不依靠政府的学校一起）

差　异

考虑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作用之后，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数学成绩上的差异：

学　生 学生和学校

差异
（公立 私立）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平均指数 标准误
差异

（公立 私立）
标准误

差异
（公立 私立）

标准误
差异

（公立 私立）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奥地利 －１８ （１２．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２５ （０．１２） －５ （１０．４） －３ （２．７）
比利时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加拿大 －４１ （８．３） ０．４２ （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０７） －０．４６ （０．０７） －２６ （６．１） －４ （３．２）
捷克 ３ （１３．５）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１３） １４ （９．８） ２９ （４．４）
丹麦 ４ （７．１）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７） ５ （５．２） ７ （３．１）
芬兰 ５ （１２．３） 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１３） －０．２４ （０．１３） １３ （１０．７） １６ （６．８）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６６ （１３．７）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８２ （０．０７） －０．７１ （０．０８） －３０ （１０．５） １４ （２．５）
希腊 ｃ ｃ －０．２０ （０．０４）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匈牙利 －１７ （１８．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１３） －５ （１２．７） １６ （４．７）
冰岛 ｃ ｃ ０．６８ （０．０１）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爱尔兰 －３１ （５．０） －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６） －１６ （３．９） －２ （２．５）
意大利 ２２ （２２．４）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７） ３２ （２２．３） ２７ （４．１）
日本 ３１ （８．６）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０５） ４０ （６．８） ６４ （１．３）
韩国 －２８ （１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３６ （０．０７） －１４ （８．２） ９ （１．９）
卢森堡 ３５ （３．３）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４） ２８ （３．６） １６ （３．９）
墨西哥 －５５ （９．８） －１．３２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１３） －１．１６ （０．１４） －２６ （８．０） １７ （２．１）
荷兰 －２５ （１６．４）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９） －１０ （１０．５） －２ （２．０）
新西兰 －５７ （１７．３） 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８９ （０．１３） －０．６９ （０．１３） －２５ （１２．２） ５ （４．７）
挪威 ｃ ｃ ０．６０ （０．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波兰 ｃ ｃ －０．２１ （０．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葡萄牙 －１９ （１６．９） －０．６５ （０．０４）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３１ （０．３２） －１１ （１０．３） １ （５．２）
斯洛伐克 －２７ （１０．３）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０８） －１６ （８．１） －３ （１．８）
西班牙 －３６ （５．４） －０．５２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５８ （０．０８） －１９ （４．３） －３ （１．６）
瑞典 －８ （１１．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５９ （０．１０） －０．３５ （０．１０） ７ （７．９） １６ （５．１）
瑞士 ２１ （２２．３）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８） －０．３５ （０．０９） ３９ （２１．３） ７２ （７．０）
土耳其 ｃ ｃ －１．０３ （０．０６）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美国 －２４ （９．９） ０．２９ （０．０３） ０．７０ （０．０９） －０．４１ （０．０９） －４ （８．４） １２ （５．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０ （３．４）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０３） －２４ （２．９） －８ （０．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３３ （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０２） －２４ （１．４） －９ （０．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１２ （１３．５） －１．１４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０８） －１．４９ （０．１０） －７４ （１３．８） －９ （４．０）
中国香港 ３２ （２８．０）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２５） ４１ （２１．２） ８２ （３．３）
印度尼西亚 ２９ （８．１） －１．２１ （０．０６） －１．３１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８） ２７ （７．２） １３ （１．２）
拉脱维亚 ｃ ｃ ０．１１ （０．０３）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４６ （１０．２） －１．４１ （０．１２） －０．８７ （０．０２） －０．５３ （０．１２） －４０ （１１．０） －２１ （１１．４）
俄罗斯 ｃ ｃ －０．１０ （０．０２）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ｃ
塞尔维亚 ａ ａ －０．２３ （０．０３）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
泰国 －７ （１２．７） －１．２３ （０．０３） －０．８４ （０．０８） －０．３９ （０．０９） ３ （１２．１） １８ （２．２）
突尼斯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乌拉圭 －９２ （６．８） －０．５２ （０．０３） ０．７２ （０．０６） －１．２４ （０．０７） －５４ （６．８） ７ （４．６）

英国４ －８７ （８．３）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０６） －０．９２ （０．０６） －５０ （７．６） １ （２．５）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１．公立学校：学校由以下部门直接控制和管理：１）公立教育机构；２）政府机构或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大多数成员由公立机构任命或选举

２．依靠政府的私立学校：获得政府资助的经费超过５０％的私立学校

３．不依靠政府私立学校：获得政府资助不到５０％的私立学校

４．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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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０
学生数学成绩与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水平及学校资源的关系

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解释
的学校间方差

在考虑了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的影响作用后，学校资源解释的学校间方差

学生和学校社会经济地位
同学校资源共同解释的方差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４４．７ 　２．０ ２８．６

奥地利 ３６．７ ３．８ ３２．４

比利时 ３４．４ ６．５ ４３．６

加拿大 ３８．１ ５．９ ９．２

捷克 ３８．４ ２．７ ３６．７

丹麦 ４９．８ ６．０ ２３．３

芬兰 １７．４ －１．９ ９．１

法国 ｗ ｗ ｗ

德国 ３６．３ ５．５ ３２．１

希腊 ６３．９ １．７ ４．９

匈牙利 ６８．５ ０．７ １２．７

冰岛 ３８．８ －３１．１ ３．５

爱尔兰 ６１．９ ０．０ ２３．６

意大利 ５２．６ ３．１ ８．０

日本 ５４．９ １．３ ２５．２

韩国 ４７．６ ０．７ ２２．９

卢森堡 ７７．２ －０．２ １３．８

墨西哥 ５２．５ －０．１ １２．２

荷兰 ３７．２ １．９ ４１．２

新西兰 ５１．６ ２．８ ２９．３

挪威 ４７．３ ６．６ ３．１

波兰 ６２．７ １．６ １０．１

葡萄牙 ３１．０ ６．５ ２５．５

斯洛伐克 ５４．７ ０．９ ２０．３

西班牙 ４２．５ ３．０ １８．７

瑞典 ４８．２ ５．１ １６．６

瑞士 ５２．３ １．１ １１．３

土耳其 ５７．８ ０．１ １５．６

美国 ６０．６ ０．２ １４．０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１ １．４ １９．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ｍ ｍ ｍ

中国香港 ２５．４ ２０．１ ２７．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２．８ １．２ １３．１

拉脱维亚 ２６．０ １．２ ２５．４

列支敦士登 ｃ ｃ ｃ

中国澳门 ２３．４ １２．３ ９．７

俄罗斯 ２２．２ ５．３ １９．１

塞尔维亚 ６３．９ １．０ １．９

泰国 １１．３ ４．１ ４５．０

突尼斯 ３０．５ ３．０ ２５．２

乌拉圭 ４３．４ ６．０ ２８．４

英国１ ６５．２ ３．２ ３．０

注：这一估计基于学校的社会经济水平同学校风气两者共同的作用。社会经济状况使通过测量下列几项得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

平指数、学生出生地和家庭语言、学生家庭藏书量、家庭的文化经典藏量指数，学生性别、学校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学校所在地（乡

村／城市）以及学校类型（公立／私立）。学校风气通过测量以下几项得出：师生关系指数、学生的学校归属感指数、教师支持指数、纪

律状况指数、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指数、教师工作热情和奉献精神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因素指数、影响学校风气的学生

因素指数（参见附录Ａ１）。赋予每个国家相同的权重，计算出综合学生人数，据此进行分析。所得的国际通用模型就可以用于每一

个国家，据此可以顾及出国家水平上的影响作用。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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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ａ
所有犗犈犆犇成员国的学生水平和学校水平的因素对数学成绩的影响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常数 ５０２ （６．０） ５０７ （５．０） ５０６ （５．０） ４９９ （５．０） ５０１ （７．２）

学生特征

　学生是女性 －１４．８ （１．３２） －１５．０ （１．３９） －１５．３ （１．４０）

　学生出生在国外 －１２．１ （３．０４） －１２．２ （３．０２） －１２．３ （２．９７）

　学生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或几乎都说外语 －１０．１ （２．２８） －１０．１ （２．２１） －１０．２ （２．１８）

　学生接受过一年以上学前教育 ８．４ （１．８４） ７．９ （１．８３） ８．０ （１．８２）

　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指标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２４．１ （１．５５） ２２．０ （１．７０） ２２．０ （１．７０）

　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指标的学校平均值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６３．３ （５．３５） ５２．９ （４．３４）

学校特征

　学校位于郊区 （居民少于３０００人） ８．７ （１．８６） －２．６ （３．１６）

　学校是公立的 ７．３ （３．４９） －１１．３ （３．９０）

　学校规模１ １００个学生 １．７ （０．２６） ４．７ （０．５３）

　学校规模平方１ ０．０ （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１）

学校资源

　生师比１ 每老师学生数 ０．０ （０．４３） ０．７ （０．８８）

　生师比平方１ ０．０ （０．０１） ０．０ （０．０１）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１．７ （０．８１） ２．４ （１．２２）

　教师短缺指数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１．２ （０．８２） －３．７ （１．３８）

学校风气

　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的认知指数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２．５ （０．６３） １０．２ （０．８４）

　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的认知指数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０．８ （０．６１） －１．０ （０．７１）

　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教师特征的认知指数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０．６ （０．９０） －１．４ （１．２６）

　纪律风气指数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２７．１ （１．６４） ４１．１ （３．３７）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 １＝ＯＥＣＤ标准差 ２．８ （３．０７） １４．６ （４．７４）

　不良的师生关系 所有问题的最低等级 －７４．４（１７．０６） －５１．０（４２．２３）

学校政策和实施

　将学习成绩和生源学校的推荐在学生录取时优先考虑或
作为前提条件 １１．６ （３．１６） １７．９ （４．９７）

　在录取学生时不考虑其学习成绩或生源学校的推荐 １．８ （１．４７） －１．１ （１．９４）

　每年的标准测试达到预期的次数１ 每年增加一次 －０．４ （０．３８） －０．９ （０．４５）

　每年的教师自编测验次数达到预期次数１ 每年增加一次 ０．３ （０．１４） ０．７ （０．２５）

　所有的班级均用能力分群 －２．１ （１．６２） －３．５ （２．０６）

　学校中数学课堂并不进行能力分群 ５．４ （２．０７） ８．６ （３．３８）

　学校提供额外课程（０＝无，１＝补习课或提高课，２＝两者
都有）

多一次活动
０．６ （０．７２） ２．６ （１．３５）

　学校提供数学相关的活动（０＝无，１、２、３＝提供活动的
次数）

增加一次活动
２．４ （１．１９） ６．７ （２．２４）

　学校在员工聘用和预算方面的决策数 －１．６ （０．５４） ０．３ （０．７０）

　学校在课程和评价方面所做的决策数 ０．３ （０．６７） －０．９ （１．０７）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国家间 ３３．２ ４４．２ ５３．６ ２２．４

　国家内的学校间 ３２．２ ６３．６ ７１．４ ３６．０

　校内学生间 ７．５ ７．５ ７．６ ０．０

方差百分比

　国家间 １０

　国家内学校间 ２８

　校内学生间 ６１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这些模型采用增加虚拟指标的方法处理缺失值。

１．变量分布在国家（地区）的平均数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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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ｂ
学生水平和学校水平的因素对于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学　　　　生　　　　特　　　　征

学生是女性 学生是外国人
学生在家里总是

或者经常说一种外语
学生接受了至少
一年学前教育

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
指数（增加１个单位）

学校水平的平均社会、
经济和文化地位指数
（增加１个单位）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８．２５ （１．６１） －２．４３ （２．５４） ０．２１ （３．０４） ４．５０ （１．５３） ２５．６６ （１．０５） ４２．８６ （４．９６）
奥地利 －１８．４５ （２．４５） －１９．６０ （４．４４） －１６．０２ （４．８０） －３．７５ （２．６２） ７．０３ （１．４４） ４１．６４ （７．５７）
比利时 －２５．４８ （１．７８） －２３．３８ （３．４０） －２７．４０ （４．２８） ３８．７６ （３．５３） ２１．３４ （１．０４） ５１．７２ （５．１９）
加拿大 －１４．７２ （０．９８） －５．８９ （１．９５） －１０．３１ （１．９７） １３．７４ （１．０４） ２４．６０ （０．６６） ２５．５３ （３．２０）
捷克 －２２．８８ （１．９１） －３．０４ （８．０５） ２．５１ （１０．１０） ２．１４ （２．１６） ２０．８８ （１．２９） ７２．６０ （６．２６）
丹麦 －１６．３０ （２．５８） －２４．５５ （６．１１） －５．０１ （７．３６） １６．１６ （２．７８） ３５．４７ （１．６８） ２５．６６ （５．１９）
芬兰 －９．６４ （２．０４） －２３．２８ （８．０４） －４６．００ （１０．７６） ３．２３ （２．２２） ３２．６３ （１．３１） －２．０５ （６．１７）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２９．８１ （２．０６） －６．０１ （４．０５） －１９．９９ （４．６０） １７．３５ （２．８６） １２．４４ （１．２６） ６６．１２ （５．７４）
希腊 －２４．４４ （２．３１） －３．７１ （４．７４） ９．９１ （７．６０） ７．９７ （２．４４） １５．２８ （１．３５） ６３．７４ （７．０２）
匈牙利 －２４．１６ （２．０８） －３．３９ （５．９７） －１４．４８ （１２．７７） ７．７３ （４．１１） １２．３８ （１．４２） ７０．９９ （５．６２）
冰岛 １５．６７ （３．００） －０．９７ （６．５６） －３５．０５ （１２．３４） －２．６２ （４．９０） ２８．０２ （２．０５） ３．９０ （８．８２）
爱尔兰 －１７．８５ （２．８１） －０．９４ （５．０５） －１５．０２ （１４．８５） －１４．３５ （２．６９） ２８．６３ （１．５７） ３６．０６ （４．９５）
意大利 －２３．４５ （１．４８） －９．５８ （４．４２） ６．２４ （６．２２） ９．４３ （１．９２） ７．４４ （０．７５） ７０．６６ （５．１１）
日本 －１７．８８ （２．２７） １１．２７ （１７．７０） －１１４．４０ （２２．３３） ２０．２４ （５．９６） ３．７６ （１．６１） １０６．０９ （１１．５３）
韩国 －１６．５７ （２．７５） ２９．９５ （２１．７４） －８６．４１ （２７．６８） －６．４０ （２．８７） １３．４３ （１．３５） ６０．７６ （８．２９）
卢森堡 －２３．３３ （２．５２） －９．０３ （３．５３） －１０．７１ （３．５９） １３．２８ （２．９８） １４．１１ （１．３３） ２０．８６ （１６．７５）
墨西哥 －１５．９４ （０．７７） －３６．９８ （２．８５） －１９．７９ （４．４９） ７．９８ （０．８５） ５．３１ （０．４１） ４０．３３ （２．１９）
荷兰 －１３．１６ （１．９２） －１８．４５ （４．７５） －１７．７４ （５．２７） １８．９５ （４．１８） １２．３０ （１．２５） ８５．３８ （９．９４）
新西兰 －９．７０ （２．９０） －４．１４ （４．１４） －８．００ （５．５１） １１．０９ （２．９８） ３２．３３ （１．５８） ４６．１５ （７．４２）
挪威 －７．６９ （２．６５） －２５．４５ （７．００） －４．１４ （７．８４） １２．０４ （３．３４） ３９．５０ （１．８４） １８．２０ （７．４３）
波兰 －６．１６ （２．４３） －２０．８８ （５９．４０） －３７．９４ （２９．９８） ６．７８ （２．６０） ３７．１９ （１．７２） ３１．４３ （７．５９）
葡萄牙 －１６．１９ （２．０９） －９．１２ （４．５０） ８．４２ （９．５７） －０．２４ （２．１５） １７．６０ （０．９６） １９．９０ （４．７６）
斯洛伐克 －２４．５４ （１．７８） －１．８７ （７．６１） －２２．３５ （８．６６） ３．９２ （２．００） ２２．４０ （１．２２） ７８．１２ （５．３５）
西班牙 －１２．２０ （１．５３） －２０．４４ （４．００） ４．５６ （６．１６） １８．６６ （２．１２） ２０．６４ （０．８８） ２９．４５ （４．０６）
瑞典 －６．８４ （２．４９） －４０．７１ （５．５０） －１５．４５ （６．１９） ６．８５ （２．６１） ３４．７８ （１．５５） １４．９９ （５．９７）
瑞士 －２５．１８ （１．６９） －３１．１４ （２．８７） －２３．７９ （３．５４） －０．４９ （１．９９） ２３．２２ （１．１３） ６２．９０ （５．６０）
土耳其 －２１．５１ （２．１４） －１７．４４ （１０．０９） －１２．２０ （９．６８） １０．２３ （４．０３） ８．７１ （１．１９） ６４．７６ （６．８８）
美国 －１０．６５ （２．２４） －４．４５ （５．０１） ３．５５ （４．９６） －１８．０７ （３．７５） ３０．３１ （１．４４） ３７．２９ （４．９８）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９．２５ （２．２７） －５．０７ （１８．６４） －２７．３４ （１６．３４） １０．３４ （２．４３） ４．７４ （１．３１） ４７．７２ （６．５９）
中国香港 －１９．４５ （２．４１） －１０．０１ （２．８６） －２７．３０ （５．２７） ３８．１３ （３．６０） １．５２ （１．５１） ６６．６４ （１０．２３）
印度尼西亚 －８．９７ （１．２０） －１６．３９ （１２．６６） －７．９８ （４．１５） ５．１７ （１．５５） ０．６５ （０．６９） ４６．２６ （４．４０）
拉脱维亚 －８．４２ （２．２９） １８．２０ （６．９９） －１１．６０ （４．５９） ０．４９ （２．３９） ２８．４２ （１．６７） ２７．６９ （１０．３７）
俄罗斯 －１７．１３ （２．０６） －１２．３０ （３．３５） －１２．７３ （５．６１） １２．０１ （２．４９） ２１．０３ （１．４９） ３８．８２ （１０．１７）
塞尔维亚 －２１．０７ （２．３８） ９．５０ （３．９９） －２５．８９ （８．６８） －１．３４ （２．２９） １５．２９ （１．４０） ５８．６５ （６．９３）
泰国 ２．２５ （１．９９） ２５．２４ （３１．５０） ０．００ ａ ７．０５ （２．２９） ７．０４ （１．２１） ３４．７１ （７．０２）
突尼斯 －２１．８５ （１．８２） －１６．８６ （７．８７） ２０．２３ （１５．７２） ３．７３ （２．３０） ６．６６ （０．９３） ３７．８０ （５．６９）
乌拉圭 －１９．１４ （２．０８） －８．９４ （５．４２） －１７．０２ （７．８８） １１．１５ （２．２９） １１．３７ （１．１９） ５５．２３ （７．０２）

英国１ －１２．５３ （１．６７） －９．９５ （３．７６） －１．０７ （４．５８） ５．３４ （１．７８） ３０．１３ （１．０１） ４６．８４ （４．６０）

学　　　　校　　　　特　　　　征

学校位于农村地区，其标准
是社区居民少于３０００人

公立学校
学校规模指数
（每一百个学生）

学校规模平方指数
（每一百个学生）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７．８７ （７．２８） ０．００ ａ ２．１８ （１．７５） －０．１１ （０．０８）
奥地利 －１２．５６ （８．２１） １０．５２ （１０．６６） ３．１３ （１．７０） －０．０４ （０．０６）
比利时 －１３．３７ （１３．８９） －３．９７ （５．６２） ３．１６ （２．４２） －０．１５ （０．１４）
加拿大 ８．８５ （３．３５） －５．５３ （４．９５） １．８３ （０．９６） －０．０２ （０．０４）
捷克 ５．３２ （８．７５） ２７．０８ （９．０８） １．３１ （２．４０） －０．０８ （０．１２）
丹麦 １０．２５ （６．１０） －０．３４ （６．９４） ６．８５ （５．１９） －０．４５ （０．５１）
芬兰 １０．２１ （５．９４） １３．６３ （７．７５） ３．９０ （４．４０） －０．０６ （０．４４）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１．８３ （１０．９８） ５．７５ （１０．６８） ５．８６ （１．９１） －０．２６ （０．０９）
希腊 ５．８３ （１４．５８） －３０．１５ （１２８．８６） －２．０３ （１１．３６） －０．３２ （１．３８）
匈牙利 －７．８２ （１２．６３） ７．４８ （８．７８） ４．４１ （３．２２） －０．１７ （０．２２）
冰岛 －６．１５ （１０．１９） ７０．６７ （３３．１５） －３．５６ （６．９８） ０．１１ （０．７０）
爱尔兰 －３．２５ （４．６１） －０．２６ （４．８５） １．９０ （３．０１） －０．１４ （０．１９）
意大利 １２．５１ （２１．４９） ３３．５０ （１２．６８） １．０５ （２．２３） －０．０３ （０．１３）
日本 ０．００ ａ ３４．１０ （２２．６４） ３．４８ （３．０３） －０．１１ （０．１１）
韩国 －１９．６９ （２３．３１） １３．３６ （６．１７） －０．５５ （３．６４） ０．０８ （０．１５）
卢森堡 ０．００ ａ ６０．５７ （２２．１５） －１．２７ （３．４８） －０．０４ （０．０８）
墨西哥 －８．０５ （３．４３） １０．６１ （４．３９） ０．２５ （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０１）
荷兰 ８．６０ （２７．２６） ７．６５ （８．４６） １．７４ （２．４７） －０．０４ （０．１０）
新西兰 ９．９３ （８．６１） ５．３９ （１２．３４） －０．３９ （１．５３） ０．０３ （０．０５）
挪威 ２．０９ （５．６３） －３５．０２ （１９．４１） ３．５５ （９．７９） －０．３６ （１．４０）
波兰 ４．４４ （６．６８） ０．７９ （２１．４８） １．８５ （３．９０） －０．０７ （０．３１）
葡萄牙 ０．８７ （９．７３） －１２．３１ （１３．４４） ５．９８ （１．８９） －０．１５ （０．０７）
斯洛伐克 －２．０５ （７．１７） －１．３５ （６．２２） １．１４ （３．４５） －０．０５ （０．２６）
西班牙 ８．１４ （８．０８） ２．７２ （８．０３） １．２９ （１．４１） －０．０６ （０．０６）
瑞典 ３．２８ （４．７１） １２．４８ （９．０３） －１．１３ （２．２６） ０．１５ （０．１４）
瑞士 ８．１９ （４．９５） ４８．７８ （１２．０４） １．６１ （０．９３） －０．０２ （０．０２）
土耳其 ３６．４８ （３２．６４） ４．９９ （３１．０５） ２．４１ （１．３９） －０．０５ （０．０４）
美国 １９．６１ （７．２０） １０．９７ （９．４３） １．８０ （０．９９） －０．０４ （０．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１．５５ （１１．１６） １７．６８ （１４．６５） １．３４ （０．９２） －０．０２ （０．０２）
中国香港 ０．００ ａ ５５．７９ （１６．２０） ４．３５ （１６．２５） －０．０５ （０．７７）
印度尼西亚 －４．０２ （５．５０） －０．３６ （９．３２） １．９８ （０．７８） －０．０３ （０．０１）
拉脱维亚 １０．４１ （８．５２） ７９．０７ （２７．３４） ３．４７ （４．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４）
俄罗斯 ５．６３ （１１．８４） ５４．９３ （４３．４６） １．０９ （２．９９） －０．０２ （０．１５）
塞尔维亚 ０．００ ａ ０．００ ａ ０．５４ （１．８８） ０．０３ （０．０８）
泰国 －４．７８ （８．１０） １９．４５ （１１．６１） －０．４９ （１．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２）
突尼斯 １．４６ （１４．４７） ０．００ ａ ４．２３ （２．４７） －０．１０ （０．０９）
乌拉圭 １０．５７ （１１．１９） ０．７２ （１６．５６） ６．９４ （２．５３） －０．２２ （０．１３）

英国１ －６．４４ （６．００） －６．９４ （１１．０４） １．６６ （１．７６） －０．０４ （０．０７）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这些模型采用增加虚拟指标的方法处理缺失值。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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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ｂ（续１）
学生水平和学校水平的因素对于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学　　　　校　　　　资　　　　源

生 师比
（学生数／教师数）

生 师比平方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
（１个单位的变化）

教师短缺指数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６７ （７．２０） ０．０３ （０．２７） １．００ （１．８６） ２．２３ （２．０７）
奥地利 ０．７５ （２．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２．３９ （２．９０） －４．３２ （３．８１）
比利时 ２．９６ （４．０５） －０．０３ （０．１８） ５．９２ （２．１８） －５．５９ （２．２５）
加拿大 ３．５７ （１．４７） －０．０９ （０．０４） １．６２ （１．２４） １．４０ （１．３１）
捷克 ２．８５ （２．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７３ （３．５９） －１６．２６ （４．９２）
丹麦 ４．５４ （４．４２） －０．１８ （０．２０） ４．１７ （２．６９） －４．７０ （３．１１）
芬兰 ４．２６ （５．８２）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１０ （２．４２） ０．５１ （２．６０）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７．７９ （５．９９） ０．２２ （０．１７） ４．７４ （２．９５） －０．９７ （３．４０）
希腊 －９．３４ （７．５７） ０．５２ （０．３５） －１．８３ （４．３５） １．４４ （３．０６）
匈牙利 －２．４０ （１．４９） ０．０７ （０．０４） １．１８ （３．２７） ５．４６ （４．６０）
冰岛 －５．１０ （９．１３） ０．２２ （０．４２） －０．３４ （３．２１） －３．４５ （３．５２）
爱尔兰 ２．３８ （２．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３） －２．２３ （２．０４） ２．９２ （２．４４）
意大利 －０．５７ （１．３５）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０．２９ （２．６１） １．４３ （３．１９）
日本 －１．８４ （４．６６） ０．０９ （０．１７） －１．９５ （３．２８） －１．０５ （３．０９）
韩国 １４．００ （７．３７） －０．４４ （０．２２） －１．３５ （３．６７） ５．３０ （３．９６）
卢森堡 １５．４６ （２７．００） －０．９４ （１．３５） １０．３７ （７．５２） －１３．２１ （５．０４）
墨西哥 ０．００ ａ ０．００ ａ －０．３１ （１．１５） １．１３ （１．２０）
荷兰 ４．７７ （５．３２） －０．１４ （０．１６） ２．６８ （３．８５） －５．４９ （４．５６）
新西兰 １．５２ （４．９５） －０．０２ （０．１４） ４．２０ （２．６５） －０．１９ （３．０９）
挪威 －７．７０ （１０．１７） ０．２６ （０．４８） ５．０５ （３．１１） －１．６５ （２．９４）
波兰 ０．９５ （３．４６）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１９ （２．７５） －２．２８ （２．４４）
葡萄牙 －１．２２ （１．４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２．６２ （３．０７） －５．１３ （３．３６）
斯洛伐克 ２．０４ （２．９２） －０．０９ （０．０９） ４．５５ （２．６７） －３．５９ （３．３５）
西班牙 １．０７ （１．４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２．１４ （１．９６） －１．８９ （１．６９）
瑞典 －１．８３ （１．８４） ０．０８ （０．０５） －１．０３ （２．３１） １．３４ （２．１３）
瑞士 －０．１２ （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３ （２．２７） １．４３ （２．５７）
土耳其 －０．８３ （１．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５３ （４．２２） －２．２８ （３．８１）
美国 －０．７１ （１．５０） 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４２ （２．３４） ０．９１ （２．９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０．８０ （０．９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５．１１ （３．０２） －０．６８ （２．８９）
中国香港 －４．７５ （１６．０７） ０．３６ （０．４６） ２．４４ （４．１０） ３．３９ （５．０６）
印度尼西亚 ０．００ ａ ０．００ ａ ０．４７ （２．０８） －０．３３ （２．０１）
拉脱维亚 －７．８５ （６．７７） ０．３６ （０．２５） －１．５３ （３．７０） ７．６１ （４．６７）
俄罗斯 －０．８９ （１．４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８．１７ （３．４２） ５．１３ （３．２９）
塞尔维亚 ０．００ ａ ０．００ ａ ３．２７ （３．３４） ３．６６ （４．２５）
泰国 －１．４４ （１．５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２．６９ （３．６０） －０．８６ （３．３０）
突尼斯 －１６．２６ （１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２５） －０．０６ （３．５２） ４．５７ （５．００）
乌拉圭 －０．８１ （１．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２．３５ （２．５８） ０．６４ （２．８８）

英国１ －１．３６ （５．７０）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２３ （１．８８） －２．５６ （１．８５）

校　　　　　　　　　　　　　　　风

校长对学生道德和学习
努力的认识指数
（变化１个单位）

校长对师德和教师
敬业精神的认识指数
（变化１个单位）

校长对影响学校风气的
教师因素的认识指数
（变化１个单位）

纪律风气在学校
水平的平均值
（变化１个单位）

学校水平的学生对
学校归属感指数
（变化１个单位）

较差的师生关系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０３ （１．８０） －３．６８ （１．９２） ２．６１ （２．２５） ２０．７３ （５．２３） －１１．５６ （６．８０） －２５４．１４ （６１．０２）
奥地利 －３．９９ （３．３９） －０．０６ （３．２８） ２．９１ （３．３２） ２７．１５ （５．５７） ５．７４ （８．１７） －７３．８８ （５０．５３）
比利时 －１．２１ （２．９８） ４．９６ （２．６２） －１．７７ （２．５１） ２４．０４ （５．５９） ２３．５８ （９．５８） －８３．９７ （５８．９０）
加拿大 ３．１５ （１．３３） －２．１６ （１．２４） ３．６２ （１．４０） ２３．３２ （２．９２） －２．８５ （３．６２） －１６４．２４ （３２．５５）
捷克 －２．１１ （３．４０） ０．５５ （３．２３） －２．５１ （３．５４） ２０．３２ （５．０３） －８．３８ （９．２０） －５１．８８ （５１．５１）
丹麦 －０．２５ （２．６１） －１．９１ （２．５７） －１．８７ （２．６０） ２１．３１ （５．７８） －０．７６ （６．８８） －９０．７６ （５７．１０）
芬兰 ４．４７ （２．２１） ０．５４ （２．２４） －０．５９ （２．４６） ５．８９ （４．９５） －２２．９０ （８．１４） －１６４．１１ （６０．５３）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４．３２ （３．１３） －３．０６ （３．２９） －３．３８ （４．７４） ２９．０９ （６．４５） －１６．７２ （９．９９） －３７．５４ （５８．４５）
希腊 －２．９４ （３．８１） ４．４１ （３．７８） １．００ （２．５２） ３４．１１ （１２．９１） －７．６９ （１２．３８） －５４．６６ （６７．７２）
匈牙利 －２．１４ （３．３４） －１．８８ （３．３４） １．３１ （２．５５） ２１．０４ （５．２３） １１．３９ （６．９２） ６９．４３ （５２．４３）
冰岛 ０．８０ （３．０３） １．６８ （３．２６） －０．５２ （３．２４） １０．２０ （５．４８） ９．３７ （８．６４） －６３．３３ （５１．７４）
爱尔兰 ３．７９ （２．４８） １．６４ （２．００） ５．６０ （２．４６） １４．４７ （４．６９） －１９．７７ （８．５８） －２．１１ （４６．８６）
意大利 ３．８２ （３．０５） －２．２１ （３．１８） －１．４６ （２．９３） １９．５４ （５．９２） －２．９４ （８．８６） －６１．８２ （５６．７４）
日本 －０．１９ （３．２２） －０．４３ （３．８０） ７．７１ （４．５１） ３２．０８ （７．２１） １５．８６ （１６．１９） －４９．６６ （５５．９２）
韩国 ８．５４ （３．４７） １．０５ （３．６９） ０．９１ （２．５９） ４６．１９ （１０．７３） １３．０８ （１４．６６） －１０２．１０ （１０５．５０）
卢森堡 １２．３６ （８．８４） －４．１８ （５．８４） －５．５５ （５．９２） １２．０３ （２０．０１） ６４．０７ （２８．６３） －４１．４３ （１３８．４７）
墨西哥 －０．８６ （１．２２） １．０３ （１．２３） １．４３ （１．３０） ２９．５０ （３．３１） ９．６７ （３．７５） －１６９．２９ （３８．８８）
荷兰 ３．３７ （４．６５） －６．０９ （４．９９） ７．２７ （５．６７） １０．７９ （１１．０１） １２．５９ （１６．７５） －２１９．２９ （１１４．６６）
新西兰 －２．６１ （２．８７） －２．６１ （２．７４） ４．７３ （３．２２） ２４．７１ （７．１０） －１４．８５ （９．９５） －２５．７２ （７２．６３）
挪威 －２．４２ （２．７１） －１．４６ （２．３２） 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８．１０ （６．７６） －０．２１ （７．０９） －５５．７１ （３５．６５）
波兰 ０．９３ （２．５７） －１．７３ （２．６９） －０．３６ （２．５１） １６．５０ （５．５２） ４．９０ （９．５０） １７．９３ （５２．４１）
葡萄牙 －１．３３ （３．６５） －２．４８ （３．０５） －０．３９ （３．６６） ６５．２４ （８．８０） １８．８４ （１１．４６） １５７．００ （１３８．２７）
斯洛伐克 －０．１５ （２．４７） －２．３３ （２．５０） －１．８２ （２．３７） ２２．３９ （５．１０） －１１．４３ （８．４３） －６２．５３ （４２．２４）
西班牙 ６．３４ （２．４２） －０．８９ （２．３９） －１．０６ （２．００） ２０．４９ （４．２８） ９．７０ （５．４９） －９．３３ （３６．５２）
瑞典 ５．２１ （２．２４） １．６８ （２．６０） －１．６５ （２．５７） ５．８８ （５．６０） －１．４１ （７．９０） －１７８．５４ （６６．４４）
瑞士 １．７３ （２．５０） ３．４４ （２．４３） －１２．６６ （２．９０） ２３．６０ （４．５７） ２０．１７ （６．０１） －２７．１７ （４３．５５）
土耳其 －１．５５ （３．９４） －０．８０ （３．３６） －１．５５ （２．９３） ６３．１１ （１１．１１） ２６．７９ （１７．７９） －２．１３ （８３．５７）
美国 １．７１ （２．７０） －１．６５ （２．４９） ３．５４ （３．３２） ３０．９８ （５．６４） ０．００ ａ －１４８．０６ （５４．６２）

２４．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１．４５ （３．２５） －２．２２ （３．６９） －２．９３ （２．８５） ５５．４９ （１０．７３） －９．６８ （１０．０１） －２０５．５６ （１２７．５８）
中国香港 １２．３４ （４．６４） －１．０１ （４．３７） －１．２６ （２．６９） ４９．３６ （１２．８９） －８．５１ （２１．５４） １８．８６ （１０７．５５）
印度尼西亚 ２．１６ （２．３０） －２．４１ （２．５２） －１．０６ （１．４０） １７．０１ （６．５８） ２２．５３ （１０．８６） －５６３．９４ （１３５．２７）
拉脱维亚 ３．６０ （４．２３） ０．０９ （３．６３） １．８７ （３．２０） １６．４６ （６．２０） ４０．３２ （１４．４２） －１５．３９ （１０７．８２）
俄罗斯 １．０８ （４．６２） ６．６１ （３．７７） ５．２６ （２．５７） ３３．９３ （７．４８） －１５．０５ （１１．３５） ９３．５０ （１１０．９２）
塞尔维亚 ３．０６ （２．９３） －７．６８ （３．１５） ３．２７ （３．０２） ６０．２２ （９．６２） －３．１０ （１１．３３） ４９．５９ （７１．５９）
泰国 －３．０５ （２．８２） ４．１８ （３．０２） ２．５０ （３．５４） ３１．７５ （１０．６３） －０．７６ （１２．３６） －６４７．６０ （２６１．４４）
突尼斯 －０．８４ （２．８９） ７．９６ （２．９９） －０．１５ （３．０２） ４４．１８ （１１．５４） －５．４５ （１１．１７） ３２．１７ （６８．４６）
乌拉圭 ０．２４ （３．０４） －４．１７ （３．５２） １．６１ （２．８４） ３５．８１ （６．８５） －２．８７ （１０．０５） －１７０．６６ （８９．７６）

英国１ １．３６ （２．０５） －１．５４ （２．０３） １．１３ （２．５４） １７．９９ （４．４９） －２．７５ （６．７３） －１１３．５４ （４８．８９）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这些模型采用增加虚拟指标的方法处理缺失值。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４０６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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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ｂ（续２）
学生水平和学校水平的因素对于数学成绩的影响作用

学　　校　　政　　策　　和　　实　　施

学业成绩档案或生源学校
推荐是学生入学的前提或

优先考虑的部分

学生入学时不考虑
学业成绩档案或
生源学校的推荐

每年使用标准化
测试的估计值
（每年增加一次）

每年使用教师自编
测试的估计值
（每年增加一次）

所有课程中
均以能力分班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２．７２ （３．９９） ０．２０ （３．４０） －２．９４ （０．９２） －０．４７ （０．４４） ３．０６ （３．０４）
奥地利 １１．０７ （７．４６） －１８．８８ （９．７５） ２．２０ （１．８４） １．２８ （０．７３） －４．５４ （１０．５７）
比利时 ７．１６ （４．５６） ２．２４ （４．６５） －０．４８ （０．９０） ０．６４ （０．５２） ２．２３ （５．０７）
加拿大 －４．４６ （２．７０） －０．１３ （２．４８） －０．０８ （０．７６） ０．６７ （０．４３） １．６３ （２．１３）
捷克 １５．７８ （５．５５） －１９．４２ （６．６４） －１．２７ （１．７０） ０．５５ （０．６７） ９．５３ （７．８５）
丹麦 －１６．８８ （８．５７） －５．７７ （４．２３） －０．４４ （１．２５） ０．９５ （０．７５） ０．１０ （５．０４）
芬兰 １５．３４ （７．６０） ６．７２ （４．３０） ０．９０ （１．８６） ０．２３ （０．５６） ０．１２ （５．４４）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７．７２ （６．０３） －１．１３ （６．８８） －２．７３ （１．４１） ０．３１ （０．６７） －７．８５ （７．０７）
希腊 １８．５７ （２９．９１） ９．０７ （８．４７） ０．２３ （１．１６） －１．８９ （１．１２） －９．９４ （１６．１１）
匈牙利 ２２．８５ （７．５７） －１３．７５ （９．４５） －２．１６ （１．６２） ０．８７ （０．８５） －１．４８ （７．０８）
冰岛 ３０．４８ （１６．１３） １０．４７ （８．１９） ０．８６ （２．８３） －０．３９ （０．８９） －１．９７ （６．７０）
爱尔兰 ５．３９ （５．９５） －０．８７ （３．９１） ０．９１ （１．１６） －０．２７ （０．５６） ５．６０ （３．８９）
意大利 －１２．５９ （７．９５） ５．１６ （５．３４） －１．９１ （０．８１） ０．２１ （０．７２） －１６．４３ （６．３０）
日本 ８．８０ （８．７１） １１．６１ （３４．３２） ０．５２ （１．５１） －０．３５ （１．９４） ５．４１ （９．６０）
韩国 ６．６４ （８．３８） ２．１５ （９．２５） ５．３５ （１．６７） ２．４４ （５．５７） ２．１９ （８．４４）
卢森堡 ３１．０２ （８．８４） ６．２６ （２１．１４） －８．４２ （２．４７） ２．１１ （０．９８） －３９．２５ （１６．１７）
墨西哥 １．３５ （２．５９） －７．１６ （２．８８） －０．６１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３４） ０．５３ （２．６８）
荷兰 １６．１７ （１１．６８） ３０．４８ （２２．２８） －０．３９ （１．０６） －１．５８ （１．２９） １．４７ （７．０６）
新西兰 ２．５９ （６．３７） ６．７１ （５．０４） ０．７５ （０．５６） －１．０５ （０．６５） －３．７５ （４．２４）
挪威 ２９．７９ （１３．１０） ５．７３ （５．６５） ２．１６ （１．４５） －０．６８ （０．６８） ４．６７ （５．５８）
波兰 －１．９４ （５．４５） １．１６ （５．１０） １．４３ （１．１１） ０．２０ （０．５８） ４．０１ （４．５８）
葡萄牙 －１４．７４ （２０．６５） －２．４５ （６．４１） －３．１４ （４．３６） －０．８７ （０．９５） －１．８３ （５．６２）
斯洛伐克 １６．３４ （４．８２） ６．１７ （５．７０） ０．６１ （１．２３） －０．２８ （０．５８） ２．７１ （４．７９）
西班牙 －１．４２ （９．１９） ６．７４ （５．３６） －０．２３ （０．５３） ０．１１ （０．５７） －０．７２ （３．６８）
瑞典 ２３．１１ （９．０１） ３．１０ （４．７９） －０．８６ （１．０５） ０．０３ （０．５９） １．２１ （３．６７）
瑞士 ７．７３ （５．２５） －０．３７ （５．９１） ０．６３ （０．９６） ０．６８ （０．６８） －１１．５６ （４．２８）
土耳其 １１．８７ （１１．２３） －２．００ （７．４５） －０．１３ （１．５８） ０．８０ （１．３１） ８．５０ （７．５３）
美国 ２．０３ （６．０６） ４．０５ （５．４９） －０．６９ （１．４８） ２．１６ （１．４０） －１．７６ （４．３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０．７６ （１２．２６） ７．０９ （７．９９） －０．９５ （０．７５） １．２７ （０．９１） －１１．４６ （７．１９）
中国香港 ７．９８ （８．８２） －３７．８５ （３７．４１） ０．００ ａ ０．２７ （０．９０） －７．５０ （７．８６）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０ （５．３９） －３．２１ （８．４３） －１．６０ （１．１９） ０．０８ （０．５７） －７．０６ （５．９５）
拉脱维亚 ２３．１５ （７．３７） －１．４７ （７．４０） －１．５０ （１．０２） ０．６６ （０．８７） ３．２７ （５．９４）
俄罗斯 －０．４０ （８．７７） ０．１４ （６．３７） ０．１４ （１．０９） －０．６７ （０．９４） －６．６６ （６．１２）
塞尔维亚 －６．６３ （１１．１５） －１．１１ （２５．８５） －０．０４ （１．６６） －０．６４ （１．１１） －３．１１ （６．１７）
泰国 －２．７５ （６．６３） ６．７６ （１０．１４） ０．５４ （３．７６） ０．４１ （０．６９） －９．６９ （６．４６）
突尼斯 ６．８２ （６．８８） ２．７０ （７．４２） １．８１ （０．８９） －１．１０ （０．８５） －４．６７ （９．７８）
乌拉圭 ５．５３ （８．８６） ５．０１ （６．８７） －０．４５ （１．６２） １．１７ （１．３３） －４．６２ （６．９１）

英国１ ２８．５６ （５．６１） １１．４７ （４．３０） ０．７２ （０．９６） ０．６６ （０．４５） －３．４４ （３．９８）

学　　校　　政　　策　　和　　实　　施

校内数学课并
不采取能力分班

学校提供延伸课程（０＝无，

１＝补习课或者提高课，

２＝都有）（每增加１个活动）

学校提供数学相关的活动
（０＝无，１，２，３＝提供活动
的数量）（每增加１个活动）

在涉及人员和预算时
学校做决定的数量

在涉及课程和测评
时学校做决定的数量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效　用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９．９０ （８．３１） －０．７８ （３．５７） ２．３５ （２．６２） －０．７７ （１．１３） －２．６７ （２．７６）
奥地利 ３０．９２ （１２．７３） ５．６９ （４．３８） ４．２８ （５．４３） －１．１３ （３．２４） －３．６２ （２．５６）
比利时 －５．０１ （４．５６） ２．３４ （２．９１） １４．０３ （４．０９） ２．６９ （２．３４） ４．２０ （２．１９）
加拿大 －４．７４ （４．８３） －０．４７ （１．８４） ０．８３ （１．４０） －０．８０ （０．６９） １．５７ （１．１１）
捷克 ６．２８ （５．２９） ４．０７ （４．０７） －１．０５ （２．９７） －１．１７ （１．９５） －１．９８ （２．８７）
丹麦 －７．８７ （４．７９） ３．６７ （３．９９） ６．９１ （６．３５） ０．１４ （１．９２） －３．９６ （２．３６）
芬兰 ２．００ （３．３４） －０．２０ （２．５９） ０．１２ （３．０３） －０．２７ （１．４４） ０．５０ （４．４７）
法国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ｗ
德国 １１．０５ （６．６７） －２．４３ （３．６７） ２．０８ （４．１１） －１．９９ （２．９８） －３．７１ （２．４７）
希腊 －４．６８ （１０．６２） ４．１６ （７．０６） ２．４４ （７．１７） －２７．７６ （４５．９５） ０．００ ａ
匈牙利 ５．５４ （６．４７） －０．９２ （４．６０） ７．０５ （３．４１） ２．３５ （２．３９） －０．６４ （４．０５）
冰岛 －４．３９ （７．０７） ０．４２ （５．２０） －１．４８ （５．９９） １．４３ （３．１２） －０．５４ （２．９５）
爱尔兰 ３．７４ （１１．３５） －６．５１ （３．３６） ０．４５ （３．２５） －０．５５ （１．７８） －４．６１ （３．１２）
意大利 ０．５４ （５．５７） －３．８０ （４．８２） ７．２０ （２．８９） －２．４５ （２．９１） －９．３１ （４．２２）
日本 ９．４２ （６．９３） ２．０２ （４．５９） ４．４６ （５．４７） －１．４１ （４．４１） －１３．０９ （１２．８２）
韩国 １．０８ （５．９６） ６．７５ （４．９１） －０．７８ （３．５１） ０．９２ （２．２８） ５．４３ （１３．４７）
卢森堡 －１２．９６ （８．９３） －２３．７２ （１２．４９） ３．７１ （４．９９） ８８．６０ （６８．０６） ０．００ ａ
墨西哥 ０．０２ （２．８４） ５．０７ （１．６７） ２．９１ （１．４７） １．００ （０．７１） －２．４０ （１．１０）
荷兰 ９．２６ （１４．０９） －２．４３ （４．８５） ２０．２３ （７．１９） ０．７５ （４．１９） ６．００ （１２．７６）
新西兰 ４３．２１ （２５．６９） ５．９７ （７．２０） －９．２４ （５．２５） －３．２２ （３．００） ６．５８ （５．１５）
挪威 １１．２６ （９．５４） １．２１ （３．０５） ２．２５ （３．７１） －２．３６ （１．７６） －１．１５ （１．７４）
波兰 ８．５８ （５．８３） １．９１ （３．３０） －７．３５ （４．９１） －３．４８ （２．０６） ４．７９ （４．２８）
葡萄牙 ３．０９ （６．５３） ７．５０ （６．１９） －３．８８ （３．３９） ２．６０ （３．７６） －１．７５ （２．３３）
斯洛伐克 ９．３１ （５．５４） ０．９８ （３．０１） ５．６２ （２．６５） －１．３０ （１．７３） １．０１ （１．９０）
西班牙 ４．１２ （７．０１） ０．８２ （３．０５） ６．４３ （２．８８） ０．５１ （２．２４） １．２４ （２．１８）
瑞典 －７．８９ （７．８３） ０．４１ （３．６６） ３．６８ （３．３５） －０．２９ （１．７６） ２．０９ （２．９８）
瑞士 ９．７４ （５．４０） －１．１９ （２．６２） ７．０５ （４．２１） ２．４６ （１．６８） ０．８４ （１．４６）
土耳其 －２．４３ （９．２１） －３．０７ （４．４３） ２．６５ （６．１０） －５．５０ （３．１６） ０．０４ （３．６１）
美国 １．９４ （１２．７５） ３．６６ （４．１５） －１．９２ （２．１１） ０．８７ （１．６７） ２．０７ （２．６９）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１３ （９．１５） ５．６８ （５．７９） １．５６ （４．５３） ６．１４ （２．５２） ３．４２ （３．３５）
中国香港 １５．７０ （９．５７） －４．２２ （５．１８） ３．３７ （４．６０） ０．９８ （３．２７） －１４．４４ （１４．９９）
印度尼西亚 ２．２６ （６．４９） ５．０９ （４．３０） １２．４４ （３．０９） －０．５７ （２．２０） ３．１６ （４．４５）
拉脱维亚 ７．２２ （９．８８） １２．１５ （６．１４） ０．９６ （４．１３） １．６０ （２．８６） －０．８８ （３．０７）
俄罗斯 －０．１７ （１１．８４） ６．３９ （７．８７） －０．７６ （３．９８） ２．１１ （２．００） －２．２８ （４．５１）
塞尔维亚 －１３．６１ （７．４３） １．１５ （４．３４） ５．１１ （４．２３） ０．１６ （２．７７） －２．０２ （３．４５）
泰国 ８．８９ （８．１６） ２．０５ （５．８５） １．１９ （３．８５） １．２４ （２．６４） －５．８７ （８．８９）
突尼斯 －７．３３ （９．８４） －４．３０ （７．５４） －５．８５ （３．９０） ６．８２ （３．８１） －２．８２ （３．３４）
乌拉圭 ６．５７ （７．０６） ４．０４ （４．９２） ３．２２ （３．７７） １．５７ （２．４６） ０．４２ （２．７２）

英国１ －１０．３２ （２０．１６） －０．７０ （２．２４） －０．２６ （１．６９） －３．８０ （１．２６） １．９９ （４．９５）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这些模型采用增加虚拟指标的方法处理缺失值。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录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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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
阅读量表上各能力水平学生的百分比

国家（地区）

能力水平

１级以下
（３３５分以下）

１级
（３３５分到４０７分）

２级
（４０８分到４８０分）

３级
（４８１分到５５２分）

４级
（５５３分到６２５分）

５级
（６２５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３．６ （０．４） ８．２ （０．４） １８．３ （０．６） ２８．４ （０．８） ２６．９ （０．８） １４．６ （０．７）
奥地利 ７．３ （０．８） １３．４ （１．０） ２２．６ （１．０） ２７．４ （１．０） ２１．０ （１．０） ８．３ （０．８）
比利时 ７．８ （０．７） １０．０ （０．６） １８．２ （０．６） ２６．０ （０．８） ２５．４ （０．８） １２．５ （０．５）
加拿大 ２．３ （０．２） ７．３ （０．５） １８．３ （０．６） ３１．０ （０．７） ２８．６ （０．６） １２．６ （０．５）
捷克 ６．５ （０．９） １２．９ （０．９） ２４．７ （１．０） ３０．３ （１．３） １９．３ （１．１） ６．４ （０．６）
丹麦 ４．６ （０．６） １１．９ （０．７） ２４．９ （１．１） ３３．４ （１．１） ２０．０ （１．０） ５．２ （０．５）
芬兰 １．１ （０．２） ４．６ （０．４） １４．６ （０．６） ３１．７ （０．８） ３３．４ （０．７） １４．７ （０．７）
法国 ６．３ （０．７） １１．２ （０．７） ２２．８ （０．８） ２９．７ （１．１） ２２．５ （０．９） ７．４ （０．６）
德国 ９．３ （０．８） １３．０ （０．９） １９．８ （０．８） ２６．３ （０．８） ２１．９ （１．０） ９．６ （０．６）
希腊 １０．２ （０．８） １５．０ （０．８） ２５．０ （１．２） ２７．３ （１．１） １６．８ （１．２） ５．７ （０．７）
匈牙利 ６．１ （０．７） １４．４ （０．９） ２６．７ （０．９） ３０．２ （１．１） １７．６ （１．１） ４．９ （０．６）
冰岛 ６．７ （０．６） １１．８ （０．７） ２３．９ （０．８） ２９．７ （１．０） ２０．９ （０．８） ７．１ （０．６）
爱尔兰 ２．７ （０．５） ８．３ （０．７） ２１．２ （１．２） ３２．４ （１．３） ２６．２ （１．２） ９．３ （０．７）
意大利 ９．１ （０．９） １４．８ （０．８） ２４．９ （０．８） ２８．３ （１．０） １７．８ （０．７） ５．２ （０．３）
日本 ７．４ （０．８） １１．６ （０．８） ２０．９ （１．０） ２７．２ （１．１） ２３．２ （１．１） ９．７ （０．９）
韩国 １．４ （０．３） ５．４ （０．６） １６．８ （１．０） ３３．５ （１．２） ３０．８ （１．１） １２．２ （１．１）
卢森堡 ８．７ （０．４） １４．０ （０．７） ２４．２ （０．７） ２８．７ （１．０） １９．１ （０．９） ５．２ （０．４）
墨西哥 ２４．９ （１．５） ２７．１ （１．２） ２７．５ （１．０） １５．６ （１．０） ４．３ （０．６） ０．５ （０．１）
荷兰 ２．１ （０．５） ９．４ （０．９） ２３．４ （１．１） ３０．７ （１．３） ２５．６ （１．１） ８．８ （０．７）
新西兰 ４．８ （０．５） ９．７ （０．６） １８．５ （０．９） ２６．３ （０．９） ２４．３ （０．９） １６．３ （０．８）
挪威 ６．４ （０．６） １１．８ （０．８） ２１．４ （１．２） ２９．０ （１．０） ２１．５ （０．８） １０．０ （０．７）
波兰 ５．３ （０．５） １１．５ （０．７） ２４．４ （０．８） ３０．０ （０．９） ２０．７ （０．９） ８．０ （０．６）
葡萄牙 ７．６ （０．９） １４．４ （０．９） ２５．９ （１．０） ３０．５ （１．１） １７．９ （１．０） ３．８ （０．５）
斯洛伐克 ８．０ （０．８） １６．９ （１．０） ２８．４ （１．０） ２７．７ （１．１） １５．４ （０．７） ３．５ （０．４）
西班牙 ７．４ （０．７） １３．７ （０．７） ２６．１ （０．７） ２９．６ （０．８） １８．２ （０．９） ５．０ （０．５）
瑞典 ３．９ （０．５） ９．４ （０．７） ２０．７ （１．０） ２９．９ （１．５） ２４．８ （１．２） １１．４ （０．７）
瑞士 ５．４ （０．５） １１．３ （０．７） ２２．７ （１．１） ３０．９ （１．４） ２１．９ （０．９） ７．９ （０．８）
土耳其 １２．５ （１．２） ２４．３ （１．５） ３０．９ （１．４） ２０．８ （１．４） ７．７ （１．１） ３．８ （１．２）
美国 ６．５ （０．７） １２．９ （０．９） ２２．７ （１．１） ２７．８ （１．０） ２０．８ （０．９） ９．３ （０．７）
　犗犈犆犇总体 ８．１ （０．３） １３．６ （０．３） ２２．９ （０．４） ２７．２ （０．４） ２０．１ （０．３） ８．１ （０．２）
　犗犈犆犇平均 ６．７ （０．１） １２．４ （０．２） ２２．８ （０．２） ２８．７ （０．２） ２１．３ （０．２） ８．３ （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６．９ （１．６） ２３．１ （１．２） ２５．２ （１．０） １６．５ （１．０） ６．３ （０．７） １．９ （０．５）
中国香港 ３．４ （０．７） ８．６ （０．８） ２０．０ （１．０） ３５．１ （１．２） ２７．１ （１．２） ５．７ （０．５）
印度尼西亚 ２６．０ （１．５） ３７．２ （１．２） ２７．３ （１．１） ８．２ （０．９） １．２ （０．３） ０．１ （０．１）
拉脱维亚 ５．０ （０．６） １３．０ （１．０） ２５．６ （１．２） ３０．８ （１．３） １９．５ （１．３） ６．０ （０．７）
列支敦士登 ２．５ （１．０） ７．９ （１．７） １８．７ （３．２） ３０．３ （２．９） ２７．６ （２．７） １３．０ （２．５）
中国澳门 １．０ （０．３） ８．７ （１．３） ２７．８ （１．９） ４１．４ （１．７） １９．４ （１．６） １．７ （０．５）
俄罗斯 １２．８ （１．１） ２１．３ （１．０） ３０．４ （１．０） ２４．５ （１．１） ９．３ （０．８） １．７ （０．３）
塞尔维亚 １７．１ （１．１） ２９．６ （１．３） ３３．３ （１．１） １６．４ （１．１） ３．５ （０．６） ０．２ （０．１）
泰国 １３．５ （１．０） ３０．５ （１．２） ３４．３ （１．０） １７．０ （０．９） ４．１ （０．６） ０．５ （０．１）
突尼斯 ３３．７ （１．３） ２９．０ （０．９） ２３．６ （０．９） １０．９ （０．８） ２．５ （０．４） ０．３ （０．１）
乌拉圭 ２０．２ （１．０） １９．６ （０．８） ２３．９ （０．８） １９．８ （０．９） １１．２ （０．８） ５．３ （０．７）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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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
学生阅读量表的平均分和变异量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百分位数

平均分 标准差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５ （２．１） ９７ （１．５） ３５２ （４．８） ３９５ （３．６） ４６４ （３．０） ５９４ （２．５） ６４４ （２．７） ６７３ （３．１）
奥地利 ４９１ （３．８） １０３ （２．３） ３１３ （７．５） ３５４ （６．３） ４２３ （４．９） ５６５ （４．２） ６１７ （３．７） ６４６ （４．７）
比利时 ５０７ （２．６） １１０ （２．１） ３００ （８．４） ３５５ （６．６） ４４０ （４．２） ５８７ （２．１） ６３５ （２．１） ６６２ （２．６）
加拿大 ５２８ （１．７） ８９ （０．９） ３７３ （３．１） ４１０ （３．１） ４７２ （２．３） ５９０ （２．１） ６３６ （２．１） ６６３ （２．５）
捷克 ４８９ （３．５） ９６ （２．４） ３２０ （９．５） ３６２ （６．９） ４２８ （４．７） ５５５ （４．０） ６０７ （３．８） ６３６ （４．０）
丹麦 ４９２ （２．８） ８８ （１．８） ３３８ （６．６） ３７６ （４．６） ４３８ （４．０） ５５３ （３．０） ６００ （２．７） ６２７ （３．９）
芬兰 ５４３ （１．６） ８１ （１．１） ４００ （４．８） ４３７ （３．１） ４９４ （２．４） ５９９ （１．７） ６４１ （２．２） ６６６ （２．５）
法国 ４９６ （２．７） ９７ （２．２） ３２０ （７．７） ３６７ （７．０） ４３６ （４．０） ５６５ （２．８） ６１４ （２．７） ６４１ （３．３）
德国 ４９１ （３．４） １０９ （２．３） ２９５ （６．０） ３４１ （６．８） ４１９ （５．６） ５７２ （３．４） ６２４ （３．２） ６５２ （３．９）
希腊 ４７２ （４．１） １０５ （２．０） ２８８ （６．２） ３３３ （６．２） ４０６ （５．２） ５４６ （４．４） ５９９ （４．４） ６３１ （５．４）
匈牙利 ４８２ （２．５） ９２ （１．８） ３２４ （６．０） ３６１ （４．２） ４２２ （３．３） ５４６ （３．３） ５９７ （３．４） ６２５ （５．０）
冰岛 ４９２ （１．６） ９８ （１．４） ３１６ （６．４） ３６２ （４．８） ４３１ （２．３） ５６０ （２．２） ６１２ （２．８） ６４０ （３．６）
爱尔兰 ５１５ （２．６） ８７ （１．７） ３６４ （７．３） ４０１ （４．６） ４６０ （３．８） ５７７ （２．８） ６２２ （３．０） ６４７ （３．３）
意大利 ４７６ （３．０） １０１ （２．２） ２９５ （８．６） ３４１ （６．８） ４１１ （４．４） ５４７ （２．５） ５９８ （２．１） ６２７ （２．６）
日本 ４９８ （３．９） １０６ （２．５） ３１０ （７．３） ３５５ （６．５） ４３１ （５．４） ５７４ （３．７） ６２４ （４．８） ６５２ （４．７）
韩国 ５３４ （３．１） ８３ （２．０） ３９３ （６．０） ４２８ （５．２） ４８４ （４．１） ５９０ （２．８） ６３４ （４．１） ６６０ （５．０）
卢森堡 ４７９ （１．５） １００ （１．０） ３０２ （３．８） ３４４ （２．９） ４１６ （２．８） ５５１ （１．９） ６０１ （２．１） ６２７ （２．７）
墨西哥 ４００ （４．１） ９５ （１．９） ２３８ （６．１） ２７４ （５．５） ３３５ （４．９） ４６７ （４．３） ５２１ （６．１） ５５２ （５．５）
荷兰 ５１３ （２．９） ８５ （２．０） ３６９ （６．４） ４００ （５．２） ４５４ （４．５） ５７６ （３．２） ６２１ （２．９） ６４５ （４．２）
新西兰 ５２２ （２．５） １０５ （１．５） ３３８ （６．２） ３８１ （４．４） ４５３ （３．５） ５９６ （２．８） ６５２ （２．９） ６８２ （３．４）
挪威 ５００ （２．８） １０２ （１．８） ３２１ （６．１） ３６４ （４．７） ４３４ （３．８） ５７１ （３．６） ６２５ （３．９） ６５６ （３．９）
波兰 ４９７ （２．９） ９６ （１．８） ３３０ （６．３） ３７４ （５．０） ４３６ （３．６） ５６３ （３．１） ６１６ （３．４） ６４５ （４．４）
葡萄牙 ４７８ （３．７） ９３ （２．１） ３１１ （６．６） ３５１ （７．１） ４１８ （５．２） ５４４ （３．５） ５９２ （３．５） ６１７ （３．９）
斯洛伐克 ４６９ （３．１） ９３ （２．０） ３１０ （５．７） ３４８ （５．８） ４０８ （４．６） ５３５ （３．２） ５８７ （３．０） ６１３ （３．５）
西班牙 ４８１ （２．６） ９５ （１．５） ３１３ （５．８） ３５４ （４．９） ４２１ （３．４） ５４８ （２．８） ５９７ （２．８） ６２５ （３．１）
瑞典 ５１４ （２．４） ９６ （１．９） ３４９ （６．０） ３９０ （４．３） ４５３ （３．４） ５８２ （２．９） ６３１ （２．９） ６６０ （３．６）
瑞士 ４９９ （３．３） ９５ （１．９） ３３０ （５．８） ３７３ （５．６） ４３９ （４．５） ５６５ （３．７） ６１５ （３．９） ６４３ （５．０）
土耳其 ４４１ （５．８） ９５ （４．１） ２９１ （６．１） ３２４ （５．３） ３７７ （５．７） ５００ （６．６） ５６２ （１１．４） ６０８ （１９．４）
美国 ４９５ （３．２） １０１ （１．４） ３１９ （６．６） ３６１ （５．２） ４２９ （４．１） ５６８ （３．６） ６２２ （３．５） ６５１ （４．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８８ （１．２） １０４ （０．７） ３０５ （２．２） ３４９ （２．２） ４２０ （１．８） ５６２ （１．２） ６１６ （１．２） ６４６ （１．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９４ （０．６） １００ （０．４） ３１８ （１．４） ３６１ （１．３） ４３０ （１．０） ５６５ （０．６） ６１７ （０．６） ６４６ （０．７）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０３ （４．６） １１１ （２．３） ２１４ （７．３） ２５６ （７．５） ３２８ （５．５） ４７９ （５．１） ５４２ （５．２） ５８１ （６．９）
中国香港 ５１０ （３．７） ８５ （２．７） ３５５ （９．９） ３９７ （６．７） ４６１ （５．１） ５６９ （２．８） ６０８ （２．９） ６３０ （３．０）
印度尼西亚 ３８２ （３．４） ７６ （１．８） ２５４ （５．３） ２８２ （４．９） ３３２ （３．７） ４３３ （４．０） ４７８ （４．６） ５０６ （６．１）
拉脱维亚 ４９１ （３．７） ９０ （１．７） ３３５ （６．４） ３７２ （５．３） ４３１ （４．９） ５５４ （３．５） ６０３ （４．６） ６３２ （４．６）
列支敦士登 ５２５ （３．６） ９０ （３．４） ３６５ （１５．０） ４０５ （１１．７） ４６７ （９．１） ５８８ （５．７） ６３６ （１１．８） ６６１ （１４．３）
中国澳门 ４９８ （２．２） ６７ （１．９） ３８１ （６．２） ４０９ （５．１） ４５５ （３．５） ５４４ （４．４） ５８３ （３．７） ６０１ （４．３）
俄罗斯 ４４２ （３．９） ９３ （１．８） ２８１ （６．９） ３１９ （６．１） ３８１ （５．４） ５０６ （３．９） ５５８ （４．４） ５８８ （４．７）
塞尔维亚 ４１２ （３．６） ８１ （１．６） ２７４ （５．０） ３０６ （４．６） ３５８ （４．０） ４６７ （４．０） ５１６ （４．８） ５４２ （５．９）
泰国 ４２０ （２．８） ７８ （１．５） ２９３ （４．９） ３２２ （３．４） ３６６ （３．１） ４７２ （３．６） ５２０ （４．５） ５５０ （５．３）
突尼斯 ３７５ （２．８） ９６ （１．８） ２１６ （４．７） ２５１ （３．８） ３１０ （３．２） ４４１ （３．５） ４９７ （４．３） ５３０ （５．５）
乌拉圭 ４３４ （３．４） １２１ （２．０） ２２４ （５．８） ２７２ （６．０） ３５５ （４．４） ５１８ （４．４） ５８７ （４．５） ６２８ （６．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４０９　　

　
附
　
录

　
Ｂ１

表６．３
依性别计算的阅读平均分

国家（地区）

男 女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分 标准差
差异（男－女） 效应值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分数差异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０６ （２．８） １００ （１．７） ５４５ （２．６） ９０ （２．０） －３９ （３．６） －０．４１ （０．０４）
奥地利 ４６７ （４．５） １０５ （２．７） ５１４ （４．２） ９５ （２．５） －４７ （５．２） －０．４７ （０．０５）
比利时 ４８９ （３．８） １１４ （２．９） ５２６ （３．３） １０３ （２．５） －３７ （５．１） －０．３４ （０．０５）
加拿大 ５１４ （２．０） ９３ （１．２） ５４６ （１．８） ８３ （１．１） －３２ （２．０） －０．３６ （０．０２）
捷克 ４７３ （４．１） ９５ （２．８） ５０４ （４．４） ９３ （３．４） －３１ （４．９） －０．３３ （０．０６）
丹麦 ４７９ （３．３） ９０ （２．２） ５０５ （３．０） ８５ （２．３） －２５ （２．９） －０．２９ （０．０３）
芬兰 ５２１ （２．２） ８２ （１．６） ５６５ （２．０） ７３ （１．５） －４４ （２．７） －０．５６ （０．０３）
法国 ４７６ （３．８） １００ （２．８） ５１４ （３．２） ９０ （２．１） －３８ （４．５） －０．４０ （０．０４）
德国 ４７１ （４．２） １１１ （３．０） ５１３ （３．９） １０２ （２．３） －４２ （４．６） －０．３９ （０．０４）
希腊 ４５３ （５．１） １１０ （２．６） ４９０ （４．０） ９６ （２．４） －３７ （４．１） －０．３６ （０．０４）
匈牙利 ４６７ （３．２） ９３ （２．０） ４９８ （３．０） ８８ （２．５） －３１ （３．８） －０．３４ （０．０４）
冰岛 ４６４ （２．３） １００ （２．０） ５２２ （２．２） ８７ （１．９） －５８ （３．５） －０．６２ （０．０４）
爱尔兰 ５０１ （３．３） ８７ （２．２） ５３０ （３．７） ８３ （２．１） －２９ （４．６） －０．３４ （０．０５）
意大利 ４５５ （５．１） １０５ （３．０） ４９５ （３．４） ９２ （１．８） －３９ （６．０） －０．４０ （０．０６）
日本 ４８７ （５．５） １１１ （３．５） ５０９ （４．１） ９９ （２．８） －２２ （５．４） －０．２１ （０．０５）
韩国 ５２５ （３．７） ８３ （２．３） ５４７ （４．３） ８０ （３．０） －２１ （５．６） －０．２６ （０．０７）
卢森堡 ４６３ （２．６） １０３ （１．７） ４９６ （１．８） ９３ （１．５） －３３ （３．４） －０．３４ （０．０３）
墨西哥 ３８９ （４．６） ９６ （２．３） ４１０ （４．６） ９３ （２．７） －２１ （４．４） －０．２３ （０．０５）
荷兰 ５０３ （３．７） ８６ （２．３） ５２４ （３．２） ８３ （２．４） －２１ （３．９） －０．２５ （０．０５）
新西兰 ５０８ （３．１） １０７ （１．８） ５３５ （３．３） １００ （２．２） －２８ （４．４） －０．２７ （０．０４）
挪威 ４７５ （３．４） １０５ （２．５） ５２５ （３．４） ９３ （２．１） －４９ （３．７） －０．４９ （０．０４）
波兰 ４７７ （３．６） １００ （２．２） ５１６ （３．２） ８８ （１．９） －４０ （３．７） －０．４２ （０．０４）
葡萄牙 ４５９ （４．３） ９７ （２．３） ４９５ （３．７） ８５ （２．３） －３６ （３．３） －０．４０ （０．０４）
斯洛伐克 ４５３ （３．８） ９３ （２．１） ４８６ （３．３） ８９ （２．６） －３３ （３．５） －０．３６ （０．０４）
西班牙 ４６１ （３．８） ９９ （１．８） ５００ （２．５） ８８ （１．９） －３９ （３．９） －０．４２ （０．０４）
瑞典 ４９６ （２．８） ９６ （２．４） ５３３ （２．９） ９１ （２．１） －３７ （３．２） －０．３９ （０．０３）
瑞士 ４８２ （４．４） ９６ （２．７） ５１７ （３．１） ９０ （１．９） －３５ （４．７） －０．３８ （０．０５）
土耳其 ４２６ （６．８） ９９ （４．６） ４５９ （６．１） ８７ （４．２） －３３ （５．８） －０．３６ （０．０７）
美国 ４７９ （３．７） １０４ （２．１） ５１１ （３．５） ９６ （１．８） －３２ （３．３） －０．３２ （０．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７２ （１．４） １０６ （０．９） ５０３ （１．３） ９９ （０．８） －３１ （１．４） －０．３０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７７ （０．７） １０３ （０．５） ５１１ （０．７） ９５ （０．４） －３４ （０．８） －０．３５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８４ （５．８） １１６ （２．９） ４１９ （４．１） １０５ （２．９） －３５ （３．９） －０．３１ （０．０４）
中国香港 ４９４ （５．３） ９１ （３．４） ５２５ （３．５） ７５ （２．４） －３２ （５．５） －０．３８ （０．０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６９ （３．４） ７５ （１．９） ３９４ （３．９） ７５ （２．０） －２４ （２．８） －０．３２ （０．０３）
拉脱维亚 ４７０ （４．５） ９３ （２．６） ５０９ （３．７） ８３ （１．８） －３９ （４．２） －０．４４ （０．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５１７ （７．２） ９３ （４．９） ５３４ （６．５） ８５ （４．９） －１７ （１１．９） －０．２０ （０．１３）
中国澳门 ４９１ （３．６） ６９ （２．６） ５０４ （２．８） ６４ （２．２） －１３ （４．８） －０．２０ （０．０７）
俄罗斯 ４２８ （４．７） ９８ （２．３） ４５６ （３．７） ８６ （１．８） －２９ （３．９） －０．３１ （０．０４）
塞尔维亚 ３９０ （３．７） ８３ （２．０） ４３３ （３．９） ７４ （１．９） －４３ （３．９） －０．５５ （０．０５）
泰国 ３９６ （３．７） ７８ （２．２） ４３９ （３．０） ７２ （１．８） －４３ （４．１） －０．５７ （０．０６）
突尼斯 ３６２ （３．３） ９５ （２．２） ３８７ （３．３） ９５ （２．１） －２５ （３．６） －０．２７ （０．０４）
乌拉圭 ４１４ （４．５） １２５ （２．７） ４５３ （３．７） １１４ （２．４） －３９ （４．７） －０．３３ （０．０４）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注：粗体字表示相应的值达到显著性水平或效应值大于等于０．２（参见附件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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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４
阅读成绩低于４００分和高于６００分的学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阅读成绩低于４００分的学生百分比

所有学生 男 女

男生的阅读成绩
更可能在４００分
以下的程度

阅读成绩高于６００分的学生百分比

所有学生 男 女

女生的阅读成绩
更可能在６００分
以上的程度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０．８ （０．６） １５．２ （０．７） ６．２ （０．７） ２．４ （０．２８） ２２．６ （０．８） １７．３ （１．０） ２８．１ （１．１） １．６ （０．１１）
奥地利 １９．０ （１．２） ２６．３ （１．７） １１．７ （１．１） ２．２ （０．２３） １４．３ （１．０） ９．９ （０．９） １８．７ （１．５） １．９ （０．２１）
比利时 １６．５ （０．９） ２０．９ （１．４） １１．７ （１．０） １．８ （０．２０） ２０．４ （０．７） １６．３ （０．９） ２４．８ （１．１） １．５ （０．１１）
加拿大 ８．４ （０．５） １２．０ （０．６） ４．７ （０．４） ２．５ （０．２３） ２１．０ （０．８） １７．５ （０．８） ２６．４ （１．０） １．５ （０．０８）
捷克 １７．５ （１．４） ２１．４ （１．７） １３．６ （１．７） １．６ （０．２１） １１．５ （０．８） ８．４ （０．８） １４．７ （１．２） １．７ （０．１８）
丹麦 １４．７ （０．９） １８．５ （１．３） １１．０ （１．１） １．７ （０．２０） １０．１ （０．７） ７．６ （０．９） １２．５ （０．９） １．７ （０．２１）
芬兰 ５．０ （０．４） ７．９ （０．７） ２．２ （０．３） ３．７ （０．６５） ２４．４ （０．８） １６．１ （１．１） ３２．５ （１．２） ２．０ （０．１６）
法国 １６．０ （１．０） ２１．８ （１．７） １０．８ （１．０） ２．０ （０．２１） １３．４ （０．８） ９．３ （０．９） １７．２ （１．１） １．８ （０．２１）
德国 ２０．７ （１．２） ２６．２ （１．５） １４．９ （１．３） １．８ （０．１５） １６．０ （０．９） １２．０ （１．０） ２０．２ （１．４） １．７ （０．１７）
希腊 ２３．２ （１．３） ３０．５ （１．８） １６．４ （１．２） １．９ （０．１３） ９．９ （０．９） ８．０ （１．０） １１．７ （１．０） １．５ （０．１６）
匈牙利 １８．６ （１．０） ２３．５ （１．３） １３．２ （１．２） １．８ （０．１７） ９．３ （０．８） ６．９ （０．９） １１．９ （１．０） １．７ （０．２３）
冰岛 １６．９ （０．７） ２４．８ （１．０） ８．４ （０．９） ３．０ （０．３５） １２．５ （０．８） ７．３ （１．０） １８．２ （１．２） ２．５ （０．４１）
爱尔兰 ９．７ （０．８） １２．８ （１．２） ６．７ （０．９） １．９ （０．２９） １６．４ （１．０） １２．０ （１．１） ２０．８ （１．７） １．７ （０．２１）
意大利 ２１．８ （１．２） ２８．７ （２．２） １５．４ （１．２） １．９ （０．２０） ９．６ （０．４） ７．１ （０．６） １１．９ （０．７） １．７ （０．１７）
日本 １７．５ （１．３） ２１．５ （１．７） １３．７ （１．５） １．６ （０．１７） １６．３ （１．１） １４．７ （１．８） １７．８ （１．０） １．２ （０．１５）
韩国 ５．８ （０．７） ７．３ （０．９） ３．６ （０．７） ２．０ （０．４７） ２０．７ （１．３） １７．８ （１．４） ２５．０ （２．０） １．４ （０．１５）
卢森堡 ２０．８ （０．８） ２６．４ （１．４） １５．５ （０．８） １．７ （０．１４） １０．２ （０．５） ８．０ （０．８） １２．３ （０．７） １．５ （０．１９）
墨西哥 ４９．０ （１．８） ５４．０ （２．２） ４４．３ （２．０） １．２ （０．０６） １．２ （０．２） ０．９ （０．３） １．４ （０．３） １．５ （０．４９）
荷兰 ９．９ （１．１） １２．４ （１．４） ７．４ （１．１） １．７ （０．２７） １６．３ （１．０） １３．５ （１．２） １９．２ （１．４） １．４ （０．１５）
新西兰 １３．１ （０．８） １６．４ （１．１） ９．９ （１．２） １．７ （０．２４） ２３．６ （０．９） １９．９ （１．１） ２７．４ （１．５） １．４ （０．１０）
挪威 １６．６ （０．９） ２３．３ （１．２） ９．９ （１．０） ２．４ （０．２４） １６．０ （０．９） １０．７ （０．９） ２１．４ （１．３） ２．０ （０．１７）
波兰 １５．０ （１．０） ２１．２ （１．５） ８．８ （１．０） ２．４ （０．２９） １３．７ （０．７） １０．１ （０．７） １７．４ （１．０） １．７ （０．１４）
葡萄牙 １９．９ （１．５） ２７．４ （２．１） １３．２ （１．３） ２．１ （０．１８） ８．１ （０．８） ６．１ （０．９） ９．８ （１．２） １．６ （０．３１）
斯洛伐克 ２２．４ （１．４） ２８．２ （１．８） １６．３ （１．４） １．７ （０．１３） ７．２ （０．５） ４．９ （０．６） ９．６ （０．９） ２．０ （０．２９）
西班牙 １９．１ （０．９） ２５．７ （１．５） １２．７ （０．７） ２．０ （０．１７） ９．４ （０．６） ６．８ （０．８） １１．８ （０．９） １．８ （０．２５）
瑞典 １１．９ （０．８） １５．９ （１．１） ７．８ （０．７） ２．０ （０．１８） １８．６ （０．９） １３．４ （１．１） ２３．８ （１．３） １．８ （０．１６）
瑞士 １５．１ （１．１） １９．５ （１．６） １０．５ （０．９） １．９ （０．１９） １３．９ （１．１） １０．３ （１．４） １７．８ （１．４） １．７ （０．２６）
土耳其 ３３．７ （２．３） ４１．２ （２．９） ２４．６ （２．３） １．７ （０．１５） ５．５ （１．４） ５．０ （１．５） ６．２ （１．５） １．２ （０．２６）
美国 １７．５ （１．０） ２２．３ （１．２） １２．７ （１．１） １．７ （０．１４） １５．０ （０．９） １１．８ （１．２） １８．３ （１．２） １．５ （０．１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９．９ （０．４） ２４．７ （０．６） １５．１ （０．４） １．６ （０．０５） １３．７ （０．３） １０．８ （０．３） １６．５ （０．４） １．５ （０．０５）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７．３ （０．２） ２２．３ （０．３） １２．３ （０．２） １．８ （０．０３） １４．１ （０．２） １０．８ （０．２） １７．５ （０．２） １．６ （０．０３）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４７．１ （１．７） ５４．１ （２．２） ４１．０ （１．７） １．３ （０．０５） ２．１ （０．５） ３．０ （０．８） １．３ （０．４） １．３ （０．３７）
中国香港 １０．６ （１．２） １５．３ （１．９） ５．９ （０．９） ２．６ （０．４４） １２．４ （０．９） ９．７ （１．２） １５．１ （１．３） １．６ （０．２５）
印度尼西亚 ５９．６ （１．８） ６６．０ （１．８） ５３．３ （２．３） １．２ （０．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２） ３．４ （３．４６）
拉脱维亚 １６．０ （１．２） ２２．４ （１．８） １０．１ （１．０） ２．２ （０．２４） １０．７ （０．９） ７．６ （１．０） １３．６ （１．２） １．８ （０．２３）
列支敦士登 ９．２ （１．６） １１．５ （２．８） ６．７ （２．０） １．７ （０．８０） ２０．９ （１．９） １８．５ （３．０） ２３．５ （３．１） １．３ （０．３１）
中国澳门 ８．２ （１．２） １０．６ （１．６） ６．０ （１．６） １．８ （０．５６） ５．２ （１．０） ４．９ （１．４） ５．６ （１．５） １．２ （０．５２）
俄罗斯 ３１．３ （１．８） ３８．２ （２．２） ２４．５ （１．７） １．６ （０．０９） ３．７ （０．５） ３．１ （０．６） ４．３ （０．７） １．４ （０．３７）
塞尔维亚 ４３．２ （１．９） ５４．９ （２．２） ３１．８ （２．１） １．７ （０．１１） ０．７ （０．２） ０．４ （０．２） １．０ （０．３） ２．２ （１．０５）
泰国 ４０．４ （１．５） ５３．９ （２．２） ２９．２ （１．５） １．８ （０．１０） １．３ （０．３） ０．７ （０．２） １．７ （０．６） ２．５ （１．３０）
突尼斯 ５９．６ （１．３） ６５．３ （１．４） ５４．１ （１．５） １．２ （０．０３） ０．７ （０．２） ０．６ （０．２） ０．７ （０．３） １．２ （０．５３）
乌拉圭 ３７．４ （１．２） ４３．９ （１．７） ３１．２ （１．４） １．４ （０．０７） ８．２ （０．７） ６．３ （０．８） ９．９ （０．９） １．６ （０．２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件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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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５
不同性别学生在阅读各能力水平上的百分比

国家（地区）

男

能力水平

１级以下
（３３５分以下）

１级
（３３５分到４０７分）

２级
（４０８分到４８０分）

３级
（４８１分到５５２分）

４级
（５５３分到６２５分）

５级
（６２５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５ （０．６） １１．０ （０．７） ２１．２ （０．９） ２８．１ （０．９） ２３．４ （０．８） １０．７ （０．８）
奥地利 １１．２ （１．２） １７．０ （１．４） ２４．０ （１．４） ２５．４ （１．４） １７．０ （１．１） ５．３ （０．７）
比利时 １０．５ （１．０） １１．９ （０．９） ２０．１ （１．０） ２５．２ （１．１） ２３．０ （０．９） ９．４ （０．７）
加拿大 ３．６ （０．３） ９．８ （０．６） ２０．３ （０．６） ３０．５ （０．９） ２５．６ （１．０） １０．３ （０．７）
捷克 ８．１ （１．２） １５．４ （１．２） ２７．６ （１．３） ２８．５ （１．３） １５．９ （１．１） ４．６ （０．７）
丹麦 ６．１ （０．８） １４．４ （１．０） ２６．９ （１．２） ３２．０ （１．６） １６．９ （１．３） ３．８ （０．５）
芬兰 １．８ （０．３） ７．２ （０．７） １９．７ （０．９） ３４．０ （１．２） ２８．５ （１．４） ８．８ （０．８）
法国 ９．３ （１．３） １４．２ （１．１） ２４．６ （１．３） ２８．４ （１．５） １８．８ （１．０） ４．６ （０．７）
德国 １２．５ （１．２） １５．５ （１．１） ２２．１ （１．２） ２５．２ （１．１） １７．７ （１．３） ７．０ （０．９）
希腊 １４．８ （１．３） １７．８ （１．１） ２４．５ （１．６） ２４．４ （１．６） １４．１ （１．４） ４．５ （０．７）
匈牙利 ８．２ （０．９） １７．４ （１．４） ２８．２ （１．４） ２７．９ （１．２） １４．９ （１．１） ３．４ （０．７）
冰岛 １０．７ （１．１） １６．２ （１．４） ２６．８ （１．３） ２７．７ （１．３） １４．９ （０．９） ３．７ （０．７）
爱尔兰 ３．６ （０．７） １０．７ （１．１） ２４．１ （１．４） ３２．４ （１．７） ２２．９ （１．６） ６．３ （０．８）
意大利 １３．４ （１．７） １７．６ （１．３） ２５．７ （１．２） ２４．９ （１．５） １４．７ （１．２） ３．７ （０．４）
日本 ９．９ （１．１） １３．３ （１．１） ２０．６ （１．５） ２６．７ （１．４） ２０．４ （１．３） ９．０ （１．５）
韩国 １．７ （０．４） ６．６ （０．８） １８．５ （１．４） ３３．７ （１．３） ２９．６ （１．４） ９．８ （１．０）
卢森堡 １２．１ （０．８） １６．５ （１．２） ２５．４ （１．３） ２５．８ （１．５） １６．４ （１．１） ３．９ （０．５）
墨西哥 ２９．２ （１．９） ２７．７ （１．７） ２５．３ （１．５） １３．７ （１．１） ３．６ （０．６） ０．４ （０．２）
荷兰 ２．７ （０．７） １１．６ （１．３） ２５．３ （１．４） ３０．０ （１．６） ２３．６ （１．６） ６．９ （０．８）
新西兰 ６．４ （０．６） １１．５ （０．８） ２０．３ （１．１） ２６．１ （１．３） ２２．１ （１．１） １３．６ （０．８）
挪威 ９．９ （１．０） １４．９ （１．０） ２４．０ （１．４） ２７．８ （１．４） １７．１ （１．３） ６．２ （０．７）
波兰 ８．４ （０．９） １５．０ （１．１） ２５．８ （１．１） ２８．０ （１．４） １７．０ （１．３） ５．７ （０．６）
葡萄牙 １１．５ （１．３） １７．９ （１．５） ２６．８ （１．４） ２６．１ （１．５） １４．７ （１．１） ２．９ （０．５）
斯洛伐克 １０．６ （１．０） ２０．４ （１．２） ２９．２ （１．３） ２５．２ （１．３） １２．５ （１．１） ２．１ （０．３）
西班牙 １０．９ （１．０） １７．０ （１．０） ２７．７ （１．１） ２６．８ （１．２） １４．０ （１．１） ３．６ （０．６）
瑞典 ５．３ （０．９） １２．４ （０．９） ２３．４ （１．２） ２９．９ （１．８） ２１．１ （１．２） ７．８ （０．７）
瑞士 ７．５ （０．８） １３．７ （１．１） ２５．１ （１．９） ３０．４ （２．６） １７．８ （１．８） ５．５ （１．０）
土耳其 １７．１ （１．８） ２７．０ （２．０） ２８．６ （１．５） １７．４ （１．８） ６．５ （１．１） ３．５ （１．２）
美国 ８．８ （０．８） １５．５ （０．９） ２４．０ （１．１） ２６．４ （１．２） １８．１ （１．０） ７．１ （０．８）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０．７ （０．４） １５．９ （０．４） ２３．８ （０．４） ２５．９ （０．４） １７．４ （０．４） ６．３ （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９．２ （０．２） １５．０ （０．２） ２４．３ （０．３） ２７．３ （０．３） １８．１ （０．２） ６．１ （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３．１ （２．０） ２３．８ （１．６） ２２．３ （１．５） １４．０ （１．４） ５．０ （０．８） １．７ （０．５）
中国香港 ５．７ （１．２） １１．４ （１．２） ２１．６ （１．３） ３３．６ （１．６） ２３．７ （１．６） ４．０ （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３０．９ （１．８） ３８．５ （１．５） ２３．９ （１．５） ６．０ （０．７） ０．７ （０．２） ０．０ ｃ
拉脱维亚 ７．９ （１．３） １７．１ （１．６） ２７．７ （１．４） ２７．９ （１．５） １５．２ （１．６） ４．１ （０．９）
列支敦士登 ３．６ （１．６） ９．０ （３．０） １９．２ （４．４） ３０．２ （４．６） ２６．６ （４．０） １１．３ （３．７）
中国澳门 １．４ （０．５） １０．８ （１．９） ２９．９ （３．２） ３９．０ （２．８） １７．１ （２．１） １．８ （０．９）
俄罗斯 １７．３ （１．５） ２３．４ （１．１） ２８．６ （１．４） ２１．３ （１．３） ８．０ （０．９） １．４ （０．３）
塞尔维亚 ２５．０ （１．６） ３３．２ （１．７） ２８．０ （１．４） １１．３ （１．３） ２．３ （０．６） ０．２ （０．１）
泰国 ２１．３ （１．７） ３５．９ （１．６） ２８．５ （１．３） １１．３ （１．１） ２．８ （０．６） ０．２ （０．１）
突尼斯 ３８．８ （１．７） ２９．４ （１．３） ２１．３ （１．２） ８．４ （０．８） ２．０ （０．６） ０．２ （０．１）
乌拉圭 ２５．９ （１．６） ２０．４ （１．４） ２３．０ （１．４） １７．２ （１．０） ９．４ （１．４） ４．１ （０．８）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国家（地区）

女

能力水平

１级以下
（３３５分以下）

１级
（３３５分到４０７分）

２级
（４０８分到４８０分）

３级
（４８１分到５５２分）

４级
（５５３到６２５分）

５级
（６２５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７ （０．３） ５．４ （０．６） １５．２ （０．８） ２８．６ （１．１） ３０．５ （１．２） １８．６ （１．１）
奥地利 ３．４ （０．６） ９．７ （１．１） ２１．１ （１．３） ２９．４ （１．５） ２５．０ （１．７） １１．３ （１．３）
比利时 ４．９ （０．７） ８．０ （０．６） １６．１ （０．９） ２６．８ （１．２） ２８．１ （１．１） １６．０ （０．８）
加拿大 １．１ （０．２） ４．５ （０．４） １４．９ （０．８） ３１．０ （０．９） ３２．３ （０．９） １６．２ （０．７）
捷克 ４．７ （１．２） １０．２ （１．１） ２１．７ （１．３） ３２．１ （２．３） ２２．９ （１．７） ８．３ （０．８）
丹麦 ３．２ （０．７） ９．５ （０．８） ２３．１ （１．５） ３４．８ （１．３） ２３．０ （１．１） ６．５ （０．８）
芬兰 ０．３ （０．１） ２．１ （０．４） ９．５ （１．０） ２９．３ （１．４） ３８．３ （１．４） ２０．５ （１．３）
法国 ３．６ （０．６） ８．５ （０．８） ２１．２ （１．２） ３０．９ （１．３） ２５．９ （１．４） ９．９ （０．８）
德国 ５．９ （０．７） １０．４ （１．１） １７．６ （１．１） ２７．５ （１．１） ２６．３ （１．３） １２．３ （１．０）
希腊 ６．０ （０．７） １２．５ （１．０） ２５．４ （１．５） ２９．９ （１．４） １９．４ （１．４） ６．８ （０．９）
匈牙利 ３．７ （０．７） １１．２ （１．４） ２５．０ （１．６） ３２．８ （１．６） ２０．７ （１．６） ６．５ （０．８）
冰岛 ２．４ （０．４） ７．１ （０．８） ２０．７ （１．３） ３１．８ （１．４） ２７．３ （１．４） １０．７ （０．９）
爱尔兰 １．８ （０．５） ５．９ （０．７） １８．２ （１．４） ３２．３ （１．６） ２９．５ （１．６） １２．３ （１．１）
意大利 ５．０ （０．７） １２．２ （１．０） ２４．１ （１．０） ３１．４ （１．１） ２０．７ （１．０） ６．５ （０．５）
日本 ５．１ （０．８） １０．０ （１．０） ２１．１ （１．５） ２７．７ （１．７） ２５．８ （１．３） １０．３ （０．９）
韩国 ０．８ （０．３） ３．６ （０．７） １４．４ （１．３） ３３．０ （１．７） ３２．５ （１．７） １５．６ （１．８）
卢森堡 ５．５ （０．６） １１．７ （０．９） ２３．１ （１．５） ３１．４ （１．１） ２１．８ （１．３） ６．５ （０．６）
墨西哥 ２０．８ （１．６） ２６．６ （１．４） ２９．７ （１．４） １７．４ （１．２） ５．０ （０．８） ０．６ （０．２）
荷兰 １．５ （０．６） ７．１ （１．０） ２１．４ （１．５） ３１．４ （１．８） ２７．８ （１．５） １０．８ （１．０）
新西兰 ３．２ （０．６） ７．９ （１．１） １６．８ （１．５） ２６．５ （１．３） ２６．６ （１．４） １９．０ （１．４）
挪威 ２．７ （０．５） ８．６ （０．９） １８．７ （１．４） ３０．３ （１．２） ２５．９ （１．２） １３．７ （１．０）
波兰 ２．３ （０．４） ７．９ （０．８） ２３．１ （１．２） ３２．０ （１．１） ２４．４ （１．３） １０．３ （０．９）
葡萄芽 ４．０ （０．８） １１．１ （１．１） ２５．１ （１．２） ３４．４ （１．３） ２０．８ （１．３） ４．６ （０．９）
斯洛伐克 ５．３ （０．８） １３．２ （１．２） ２７．５ （１．５） ３０．４ （１．７） １８．５ （１．０） ５．０ （０．５）
西班牙 ４．０ （０．６） １０．５ （０．９） ２４．５ （０．９） ３２．３ （１．１） ２２．３ （１．０） ６．３ （０．６）
瑞典 ２．４ （０．５） ６．３ （０．７） １７．９ （１．２） ２９．９ （２．０） ２８．４ （１．８） １５．０ （１．０）
瑞士 ３．１ （０．５） ８．７ （０．９） ２０．１ （１．１） ３１．４ （１．２） ２６．３ （１．３） １０．４ （１．０）
土耳其 ６．８ （１．１） ２１．０ （２．１） ３３．７ （２．２） ２５．１ （１．９） ９．２ （１．７） ４．２ （１．３）
美国 ４．１ （０．７） １０．３ （１．２） ２１．３ （１．３） ２９．３ （１．５） ２３．６ （１．２） １１．４ （０．９）
　犗犈犆犇总体 ５．５ （０．３） １１．３ （０．４） ２２．０ （０．５） ２８．５ （０．５） ２２．８ （０．５） １０．０ （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４．１ （０．１） ９．７ （０．２） ２１．２ （０．２） ３０．０ （０．２） ２４．４ （０．３） １０．６ （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２１．５ （１．７） ２２．５ （１．７） ２７．８ （１．３） １８．７ （１．１） ７．５ （０．８） ２．１ （０．６）
中国香港 １．２ （０．３） ５．８ （０．８） １８．４ （１．４） ３６．６ （１．８） ３０．６ （１．６） ７．４ （０．８）
印度尼西亚 ２１．３ （１．６） ３６．０ （１．７） ３０．７ （１．６） １０．４ （１．２） １．６ （０．５） ０．１ ｃ
拉脱维亚 ２．４ （０．５） ９．２ （０．９） ２３．７ （１．６） ３３．５ （１．９） ２３．５ （１．６） ７．７ （０．９）
列支敦士登 １．３ （１．１） ６．７ （２．４） １８．１ （４．２） ３０．４ （４．６） ２８．７ （３．９） １４．７ （２．９）
中国澳门 ０．７ （０．３） ６．７ （１．４） ２５．９ （２．６） ４３．７ （２．９） ２１．６ （２．４） １．６ （０．７）
俄罗斯 ８．３ （１．０） １９．１ （１．１） ３２．１ （１．３） ２７．７ （１．３） １０．７ （０．９） ２．１ （０．４）
塞尔维亚 ９．４ （１．２） ２６．０ （１．８） ３８．３ （１．４） ２１．３ （１．５） ４．６ （１．０） ０．３ （０．２）
泰国 ７．２ （０．９） ２６．０ （１．４） ３９．１ （１．５） ２１．８ （１．２） ５．３ （０．８） ０．７ （０．３）
突尼斯 ２８．８ （１．４） ２８．６ （１．２） ２５．９ （１．１） １３．４ （１．１） ３．０ （０．５） ０．３ （０．２）
乌拉圭 １４．８ （１．２） １８．８ （１．２） ２４．８ （１．４） ２２．２ （１．３） １３．０ （１．１） ６．３ （０．９）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４１２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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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６
学生科学量表的平均分和变异量

国家（地区）

所有学生 百分位数

平均分 标准差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５ （２．１） １０２ （１．５） ３５１ （４．２） ３９１ （３．４） ４５７ （３．１） ５９６ （２．７） ６５２ （２．９） ６８６ （３．７）
奥地利 ４９１ （３．４） ９７ （１．５） ３２７ （６．６） ３６３ （４．１） ４２３ （４．１） ５６１ （４．０） ６１５ （４．１） ６４４ （４．４）
比利时 ５０９ （２．５） １０７ （１．８） ３２０ （６．１） ３６４ （５．０） ４３６ （３．８） ５８８ （２．４） ６４０ （２．５） ６６８ （２．６）
加拿大 ５１９ （２．０） ９９ （１．０） ３５２ （３．９） ３８９ （３．３） ４５２ （２．７） ５８８ （２．４） ６４４ （３．０） ６７６ （２．９）
捷克 ５２３ （３．４） １０１ （１．７） ３５６ （５．８） ３９１ （４．３） ４５３ （４．２） ５９４ （３．９） ６５２ （４．７） ６８６ （４．５）
丹麦 ４７５ （３．０） １０２ （１．７） ３０６ （６．４） ３４３ （４．７） ４０７ （３．９） ５４７ （３．６） ６０５ （３．４） ６３８ （４．４）
芬兰 ５４８ （１．９） ９１ （１．１） ３９３ （３．５） ４２９ （２．６） ４８８ （２．８） ６１１ （２．２） ６６２ （２．９） ６９１ （３．５）
法国 ５１１ （３．０） １１１ （２．２） ３２１ （６．７） ３６３ （５．５） ４３５ （４．４） ５９１ （３．４） ６５１ （３．２） ６８２ （４．５）
德国 ５０２ （３．６） １１１ （２．１） ３０７ （７．１） ３５１ （５．６） ４２７ （５．８） ５８４ （４．０） ６４０ （３．６） ６７２ （３．５）
希腊 ４８１ （３．８） １０１ （１．６） ３１５ （５．８） ３４９ （５．０） ４１２ （４．５） ５５２ （４．０） ６１０ （４．６） ６４３ （４．９）
匈牙利 ５０３ （２．８） ９７ （２．０） ３４０ （５．９） ３７５ （４．１） ４３７ （３．１） ５７２ （３．９） ６２８ （５．５） ６５８ （４．６）
冰岛 ４９５ （１．５） ９６ （１．４） ３３１ （５．９） ３６９ （４．０） ４３２ （２．８） ５６２ （２．７） ６１６ （３．６） ６４７ （３．６）
爱尔兰 ５０５ （２．７） ９３ （１．３） ３４８ （６．１） ３８４ （４．８） ４４２ （３．７） ５７２ （３．０） ６２５ （３．３） ６５２ （３．４）
意大利 ４８６ （３．１） １０８ （２．０） ３０３ （７．３） ３４４ （６．３） ４１５ （４．９） ５６３ （２．８） ６２２ （２．７） ６５６ （３．９）
日本 ５４８ （４．１） １０９ （２．７） ３５７ （７．０） ４０２ （６．０） ４７５ （６．１） ６２４ （４．２） ６８２ （６．０） ７１５ （７．９）
韩国 ５３８ （３．５） １０１ （２．２） ３６５ （６．３） ４０５ （５．０） ４７３ （４．８） ６０９ （４．３） ６６３ （４．７） ６９５ （５．８）
卢森堡 ４８３ （１．５） １０３ （１．１） ３０９ （４．２） ３４７ （２．６） ４１３ （２．９） ５５６ （２．４） ６１４ （３．１） ６４５ （２．９）
墨西哥 ４０５ （３．５） ８７ （２．２） ２６４ （５．１） ２９５ （４．８） ３４７ （３．５） ４６２ （４．２） ５１７ （５．３） ５５１ （６．８）
荷兰 ５２４ （３．１） ９９ （２．２） ３６３ （６．６） ３９４ （５．６） ４５１ （５．３） ５９９ （４．０） ６５３ （４．１） ６８２ （４．３）
新西兰 ５２１ （２．４） １０４ （１．４） ３４７ （３．９） ３８２ （４．１） ４４８ （３．９） ５９６ （３．３） ６５３ （３．９） ６８７ （３．２）
挪威 ４８４ （２．９） １０４ （１．８） ３１２ （５．３） ３４９ （４．６） ４１４ （４．０） ５５７ （３．８） ６１６ （４．６） ６５１ （６．１）
波兰 ４９８ （２．９） １０２ （１．４） ３３３ （５．３） ３６７ （３．５） ４２６ （４．３） ５７０ （３．５） ６３０ （４．１） ６６６ （６．３）
葡萄牙 ４６８ （３．５） ９３ （１．７） ３１０ （５．９） ３４６ （６．２） ４０５ （５．０） ５３３ （３．４） ５８７ （３．７） ６１８ （４．５）
斯洛伐克 ４９５ （３．７） １０２ （３．１） ３３１ （７．０） ３６７ （６．０） ４２８ （４．６） ５６６ （３．６） ６２５ （３．８） ６５７ （３．９）
西班牙 ４８７ （２．６） １００ （１．５） ３１８ （５．８） ３５５ （４．０） ４２１ （３．４） ５５７ （３．１） ６１３ （３．１） ６４４ （３．８）
瑞典 ５０６ （２．７） １０７ （１．８） ３２７ （６．５） ３６８ （４．０） ４３５ （３．５） ５８１ （４．０） ６４２ （４．０） ６７３ （４．８）
瑞士 ５１３ （３．７） １０８ （１．９） ３２８ （５．８） ３６９ （４．６） ４４０ （４．５） ５８８ （４．６） ６４８ （５．９） ６８３ （６．８）
土耳其 ４３４ （５．９） ９６ （４．７） ２９５ （５．０） ３２１ （４．７） ３６７ （４．９） ４９２ （８．４） ５６０ （１２．８） ６０９ （２０．０）
美国 ４９１ （３．１） １０２ （１．３） ３２２ （５．４） ３５９ （４．４） ４２０ （３．８） ５６４ （３．３） ６２２ （４．３） ６５４ （３．５）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９６ （１．１） １０９ （０．７） ３１６ （１．９） ３５３ （１．６） ４１９ （１．７） ５７４ （１．４） ６３６ （１．５） ６７０ （１．７）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０ （０．６） １０５ （０．４） ３２４ （１．２） ３６２ （１．１） ４２７ （１．０） ５７５ （０．８） ６３４ （０．９） ６６８ （１．０）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９０ （４．３） ９８ （２．６） ２３５ （７．６） ２６８ （５．２） ３２３ （４．８） ４５２ （５．４） ５２０ （７．６） ５６０ （７．９）
中国香港 ５３９ （４．３） ９４ （２．８） ３７３ （９．８） ４１２ （８．６） ４７８ （６．９） ６０８ （３．５） ６５３ （３．９） ６８０ （４．３）
印度尼西亚 ３９５ （３．２） ６８ （１．９） ２８５ （４．５） ３１０ （４．０） ３５０ （３．０） ４３８ （３．８） ４８３ （５．５） ５１２ （６．２）
拉脱维亚 ４８９ （３．９） ９３ （１．５） ３３６ （５．６） ３７０ （５．０） ４２５ （４．６） ５５３ （５．１） ６０９ （４．９） ６４２ （５．７）
列支敦士登 ５２５ （４．３） １０３ （４．４） ３５１ （１７．３） ３８９ （８．７） ４５０ （５．７） ５９８ （９．１） ６５９ （１０．４） ６９０ （１３．５）
中国澳门 ５２５ （３．０） ８８ （３．０） ３７５ （７．９） ４１０ （７．７） ４６５ （５．３） ５８７ （４．０） ６３５ （６．２） ６６３ （９．５）
俄罗斯 ４８９ （４．１） １００ （１．５） ３２４ （５．６） ３５９ （５．４） ４２２ （４．８） ５５８ （４．５） ６１７ （４．０） ６５２ （５．０）
塞尔维亚 ４３６ （３．５） ８３ （１．６） ３０５ （４．５） ３３２ （３．９） ３８０ （３．９） ４９２ （４．４） ５４４ （５．２） ５７６ （６．４）
泰国 ４２９ （２．７） ８１ （１．６） ３０３ （３．６） ３２９ （３．４） ３７３ （２．９） ４８０ （３．５） ５３７ （４．４） ５７１ （５．６）
突尼斯 ３８５ （２．６） ８７ （１．８） ２４４ （４．６） ２７４ （３．８） ３２５ （２．７） ４４４ （３．３） ４９８ （５．０） ５３０ （６．２）
乌拉圭 ４３８ （２．９） １０９ （１．８） ２５７ （３．９） ２９６ （４．４） ３６３ （４．０） ５１６ （４．５） ５７９ （５．０） ６１３ （５．３）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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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７
依性别计算的科学平均分

国家（地区）

男 女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分 标准差
差异（男－女） 效应值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标准差 标准误 分数差异 标准误 效应值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５２５ （２．９） １０７ （１．８） ５２５ （２．８） ９７ （１．９） ０ （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４）
奥地利 ４９０ （４．３） １０２ （２．１） ４９２ （４．２） ９２ （１．９） －３ （５．０） －０．０３ （０．０５）
比利时 ５０９ （３．６） １１１ （２．５） ５０９ （３．５） １０３ （２．２） ０ （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５）
加拿大 ５２７ （２．３） １０４ （１．３） ５１６ （２．２） ９５ （１．３） １１ （２．６） ０．１１ （０．０３）
捷克 ５２６ （４．３） １０１ （２．０） ５２０ （４．１） １００ （２．５） ６ （４．９） ０．０６ （０．０５）
丹麦 ４８４ （３．６） １０３ （２．３） ４６７ （３．２） １００ （２．２） １７ （３．２） ０．１７ （０．０３）
芬兰 ５４５ （２．６） ９５ （１．５） ５５１ （２．２） ８６ （１．６） －６ （２．８） －０．０７ （０．０３）
法国 ５１１ （４．１） １１５ （２．９） ５１１ （３．５） １０７ （２．４） ０ （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４）
德国 ５０６ （４．５） １１４ （３．１） ５００ （４．２） １０８ （２．４） ６ （４．８） ０．０５ （０．０４）
希腊 ４８７ （４．８） １０５ （２．０） ４７５ （３．９） ９６ （１．９） １２ （４．２） ０．１２ （０．０４）
匈牙利 ５０３ （３．３） １０１ （２．３） ５０４ （３．３） ９４ （２．３） －１ （３．７） －０．０１ （０．０４）
冰岛 ４９０ （２．４） １００ （１．９） ５００ （２．４） ９１ （１．８） －１０ （３．８） －０．１１ （０．０４）
爱尔兰 ５０６ （３．１） ９４ （１．９） ５０４ （３．９） ９２ （１．８） ２ （４．５） ０．０２ （０．０５）
意大利 ４９０ （５．２） １１４ （３．４） ４８４ （３．６） １０１ （１．６） ６ （６．３） ０．０５ （０．０６）
日本 ５５０ （６．０） １１６ （３．５） ５４６ （４．１） １０３ （３．０） ４ （６．０） ０．０４ （０．０５）
韩国 ５４６ （４．７） １０２ （２．６） ５２７ （５．５） ９８ （２．９） １８ （７．０） ０．１８ （０．０７）
卢森堡 ４８９ （２．５） １０８ （１．７） ４７７ （１．９） ９８ （２．０） １３ （３．３） ０．１２ （０．０３）
墨西哥 ４１０ （３．９） ８９ （２．３） ４００ （４．２） ８４ （３．０） ９ （４．１） ０．１１ （０．０５）
荷兰 ５２７ （４．２） １００ （２．４） ５２２ （３．６） ９７ （２．６） ５ （４．７） ０．０５ （０．０５）
新西兰 ５２９ （３．０） １０７ （１．８） ５１３ （３．４） １０１ （２．３） １６ （４．２） ０．１５ （０．０４）
挪威 ４８５ （３．５） １０８ （２．４） ４８３ （３．３） ９９ （２．１） ２ （３．６） ０．０２ （０．０３）
波兰 ５０１ （３．２） １０６ （１．８） ４９４ （３．４） ９９ （１．９） ７ （３．３） ０．０７ （０．０３）
葡萄牙 ４７１ （４．０） ９８ （２．１） ４６５ （３．６） ８９ （１．９） ６ （３．２） ０．０７ （０．０３）
斯洛伐克 ５０２ （４．３） １０４ （３．０） ４８７ （３．９） １００ （３．９） １５ （３．７） ０．１５ （０．０４）
西班牙 ４８９ （３．９） １０５ （１．８） ４８５ （２．６） ９６ （２．２） ４ （３．９） ０．０４ （０．０４）
瑞典 ５０９ （３．１） １０８ （２．４） ５０４ （３．５） １０５ （２．４） ５ （３．６） ０．０５ （０．０３）
瑞士 ５１８ （５．０） １１０ （２．２） ５０８ （３．９） １０５ （２．４） １０ （５．０） ０．１０ （０．０５）
土耳其 ４３４ （６．７） ９８ （５．３） ４３４ （６．４） ９３ （４．６） ０ （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６）
美国 ４９４ （３．５） １０５ （２．０） ４８９ （３．５） ９８ （１．９） ５ （３．３） ０．０５ （０．０３）
　犗犈犆犇总体 ４９９ （１．３） １１２ （０．９） ４９３ （１．３） １０６ （０．８） ６ （１．５） ０．０５ （０．０１）
　犗犈犆犇平均 ５０３ （０．７） １０９ （０．５） ４９７ （０．８） １０２ （０．４） ６ （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１）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３９３ （５．３） １０２ （３．５） ３８７ （４．３） ９５ （２．６） ６ （３．９） ０．０６ （０．０４）
中国香港 ５３８ （６．１） １００ （３．７） ５４１ （４．２） ８７ （２．７） －３ （６．０） －０．０４ （０．０６）
印度尼西亚 ３９６ （３．１） ６７ （１．８） ３９４ （３．８） ６９ （２．４） １ （２．７） ０．０２ （０．０４）
拉脱维亚 ４８７ （５．１） ９７ （２．４） ４９１ （３．９） ８９ （２．１） －４ （４．７） －０．０４ （０．０５）
列支敦士登 ５３８ （７．７） １０８ （６．７） ５１２ （７．３） ９６ （５．３） ２６ （１２．５） ０．２５ （０．１２）
中国澳门 ５２９ （５．０） ８８ （４．９） ５２１ （４．０） ８８ （２．７） ８ （６．８） ０．０９ （０．０８）
俄罗斯 ４９４ （５．３） １０５ （２．０） ４８５ （４．０） ９４ （１．８） ９ （４．３） ０．０９ （０．０４）
塞尔维亚 ４３４ （３．７） ８６ （２．２） ４３９ （４．２） ７９ （２．１） －５ （３．８） －０．０６ （０．０５）
泰国 ４２５ （３．７） ８３ （２．０） ４３３ （３．１） ８０ （２．０） －８ （４．２） －０．１０ （０．０５）
突尼斯 ３８０ （２．７） ８９ （２．１） ３９０ （３．０） ８６ （２．３） －１０ （２．６） －０．１１ （０．０３）
乌拉圭 ４４１ （３．７） １１３ （２．０） ４３６ （３．６） １０５ （２．５） ４ （４．４） ０．０４ （０．０４）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或效应值大于等于０．２（参见附件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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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８
科学成绩低于４００分和高于６００分的学生百分比

国家（地区）

科学成绩低于４００分的学生百分比

所有学生 男 女

男生的科学成绩
更可能在４００分
以下的程度

科学成绩高于６００分的学生百分比

所有学生 男 女

女生的科学成绩
更可能在６００分
以上的程度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犗犈犆犇成员
澳大利亚 １１．６ （０．６） １２．９ （０．７） １０．２ （０．８） １．３ （０．１１） ２３．７ （０．８） ２４．９ （１．２） ２２．５ （１．０） １．１ （０．０７）
奥地利 １８．５ （１．２） ２０．２ （１．６） １６．７ （１．４） １．２ （０．１２） １３．４ （１．０） １４．９ （１．４） １２．０ （１．２） １．２ （０．１７）
比利时 １６．５ （０．９） １７．５ （１．３） １５．４ （１．２） １．１ （０．１２） ２０．９ （０．８） ２２．５ （１．２） １９．１ （０．９） １．２ （０．０８）
加拿大 １２．０ （０．６） １１．５ （０．６） １１．６ （０．７） １．０ （０．０６） ２１．０ （０．８） ２５．３ （１．１） １９．３ （１．０） １．３ （０．０９）
捷克 １１．６ （０．９） １１．２ （１．１） １２．１ （１．２） ０．９ （０．１２） ２３．２ （１．２） ２４．２ （１．６） ２２．１ （１．３） １．１ （０．０８）
丹麦 ２２．７ （１．２） ２０．６ （１．５） ２４．７ （１．３） ０．８ （０．０６） １０．８ （０．７） １２．４ （０．８） ９．３ （０．９） １．３ （０．１４）
芬兰 ５．７ （０．４） ６．９ （０．６） ４．６ （０．５） １．５ （０．２１） ２９．２ （０．９） ２９．２ （１．４） ２９．２ （１．０） １．０ （０．０６）
法国 １６．６ （１．０） １７．７ （１．５） １５．６ （１．１） １．１ （０．１１） ２２．５ （１．１） ２３．６ （１．２） ２１．５ （１．５） １．１ （０．０８）
德国 １８．８ （１．１） １９．０ （１．４） １８．２ （１．４） １．１ （０．１０） １９．９ （１．１） ２１．９ （１．３） １８．０ （１．４） １．２ （０．１１）
希腊 ２１．７ （１．２） ２１．０ （１．６） ２２．３ （１．３） ０．９ （０．０８） １２．１ （１．０） １４．６ （１．３） ９．８ （１．２） １．５ （０．１９）
匈牙利 １４．８ （０．８） １５．５ （１．１） １４．０ （１．１） １．１ （０．１０） １６．４ （１．３） １７．３ （１．６） １５．４ （１．３） １．１ （０．０９）
冰岛 １６．２ （０．７） １８．７ （１．０） １３．５ （１．０） １．４ （０．１３） １３．４ （０．７） １３．４ （１．１） １３．４ （０．９） １．０ （０．１１）
爱尔兰 １３．１ （０．９） １３．４ （１．３） １２．８ （１．２） １．０ （０．１３） １５．８ （０．９） １６．５ （１．０） １５．２ （１．４） １．１ （０．１１）
意大利 ２１．２ （１．２） ２１．６ （１．９） ２０．９ （１．６） １．０ （０．１２） １４．５ （０．６） １６．４ （１．０） １２．７ （０．８） １．３ （０．１１）
日本 ９．７ （０．９） １１．０ （１．１） ８．４ （１．１） １．３ （０．１８） ３３．４ （１．５） ３５．８ （２．４） ３１．２ （１．５） １．１ （０．０９）
韩国 ９．２ （０．８） ８．６ （１．１） １０．０ （１．２） ０．９ （０．１４） ２８．１ （１．５） ３１．２ （１．８） ２３．４ （２．２） １．３ （０．１４）
卢森堡 ２１．４ （０．９） ２１．１ （１．１） ２１．８ （１．４） １．０ （０．０９） １２．９ （０．６） １５．８ （１．０） １０．０ （０．９） １．６ （０．１８）
墨西哥 ４８．７ （１．９） ４６．７ （２．２） ５０．５ （２．０） ０．９ （０．０４） １．４ （０．３） １．８ （０．５） １．０ （０．３） １．８ （０．８２）
荷兰 １１．１ （１．２） １０．６ （１．３） １１．６ （１．４） ０．９ （０．１１） ２４．５ （１．２） ２５．５ （１．８） ２３．４ （１．３） １．１ （０．０９）
新西兰 １３．５ （０．７） １２．５ （０．９） １４．６ （１．２） ０．９ （０．１０） ２３．７ （１．１） ２７．０ （１．３） ２０．３ （１．４） １．３ （０．０９）
挪威 ２１．３ （１．０） ２２．０ （１．４） ２０．５ （１．３） １．１ （０．０９） １２．９ （０．９） １３．９ （１．０） １１．９ （１．０） １．２ （０．０９）
波兰 １７．７ （０．９） １７．９ （１．１） １７．４ （１．２） １．０ （０．０８） １６．４ （０．８） １８．１ （１．０） １４．７ （１．０） １．２ （０．０９）
葡萄牙 ２３．５ （１．６） ２３．９ （１．８） ２３．１ （１．６） １．０ （０．０７） ７．５ （０．６） ９．１ （０．８） ６．０ （０．７） １．５ （０．２０）
斯洛伐克 １６．９ （１．３） １６．１ （１．５） １７．６ （１．６） ０．９ （０．１０） １５．１ （０．９） １７．３ （１．２） １２．８ （１．０） １．４ （０．１１）
西班牙 １９．１ （０．８） １９．６ （１．３） １８．７ （１．０） １．１ （０．０９） １２．７ （０．８） １４．５ （１．２） １１．１ （０．９） １．３ （０．１４）
瑞典 １６．１ （０．８） １５．７ （１．１） １６．６ （１．０） ０．９ （０．０８） １９．５ （１．０） ２０．３ （１．１） １８．７ （１．４） １．１ （０．０８）
瑞士 １５．６ （１．０） １５．３ （１．２） １５．８ （１．１） １．０ （０．０８） ２１．４ （１．４） ２３．６ （２．３） １９．０ （１．４） １．２ （０．１４）
土耳其 ３８．６ （２．３） ３８．９ （２．５） ３８．３ （３．０） １．０ （０．０８） ５．７ （１．５） ６．２ （１．７） ５．０ （１．４） １．３ （０．２６）
美国 １９．３ （１．１） １９．１ （１．２） １９．４ （１．２） １．０ （０．０６） １４．７ （０．９） １６．３ （１．１） １３．１ （１．２） １．２ （０．１２）
　犗犈犆犇总体 １９．９ （０．４） ２０．０ （０．５） １９．９ （０．５） １．０ （０．０２） １７．７ （０．３） １９．４ （０．４） １６．１ （０．４） １．２ （０．０３）
　犗犈犆犇平均 １７．９ （０．２） １８．０ （０．３） １７．７ （０．２） １．０ （０．０２） １７．６ （０．２） １９．３ （０．２） １６．０ （０．２） １．２ （０．０２）
伙伴国家（地区）
巴西 ５６．２ （１．８） ５５．３ （２．１） ５６．９ （２．１） １．０ （０．０３） ２．１ （０．５） ３．０ （０．８） １．３ （０．４） ２．３ （０．６８）
中国香港 ８．２ （１．２） １０．３ （１．７） ６．０ （０．９） １．７ （０．３０） ２７．８ （１．４） ２９．０ （２．０） ２６．６ （１．７） １．１ （０．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５４．４ （２．０） ５４．３ （２．０） ５４．６ （２．３） １．０ （０．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２） ０．６ （０．３０）
拉脱维亚 １７．２ （１．２） １８．７ （１．７） １５．８ （１．５） １．２ （０．１４） １１．５ （１．０） １２．４ （１．４） １０．７ （１．３） １．２ （０．１９）
列支敦士登 １２．１ （１．７） １１．０ （２．５） １３．３ （２．７） ０．８ （０．２８） ２４．２ （２．５） ３０．７ （４．５） １７．３ （３．０） １．８ （０．４６）
中国澳门 ８．５ （１．２） ７．７ （１．５） ９．３ （１．５） ０．８ （０．１９） １９．９ （１．４） ２０．９ （２．３） １８．９ （２．３） １．１ （０．２１）
俄罗斯 １８．６ （１．３） １８．７ （１．７） １８．４ （１．４） １．０ （０．１０） １３．５ （１．０） １６．０ （１．４） １１．０ （１．０） １．５ （０．１４）
塞尔维亚 ３３．６ （１．６） ３５．５ （１．７） ３１．７ （２．２） １．１ （０．０８） ２．７ （０．５） ３．０ （０．６） ２．３ （０．６） １．３ （０．３４）
泰国 ３７．６ （１．４） ４０．０ （２．０） ３５．６ （１．６） １．１ （０．０７） ２．５ （０．４） ２．６ （０．５） ２．４ （０．６） １．１ （０．３５）
突尼斯 ５７．５ （１．４） ６０．３ （１．５） ５４．８ （１．８） １．１ （０．０３） ０．７ （０．２） ０．８ （０．４） ０．６ （０．２） １．３ （０．７８）
乌拉圭 ３６．３ （１．２） ３６．１ （１．５） ３６．４ （１．６） １．０ （０．０５） ６．６ （０．７） ７．９ （０．９） ５．４ （０．８） １．５ （０．２１）

英国１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ｍ　

注：粗体字表示该值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参见附件Ａ４）。

１．应答率过低，不能确保可比性（参见附件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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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２：几个国家（地区）内部区域间的成绩差异

经认可的区域

这些区域对ＰＩＳＡ抽样标准的遵循和国际可比性得到了国际认可。

未经认可的区域

由相关的国家评测，该国各区域的数据遵循ＰＩＳＡ抽样标准。

在这些国家，只有各区域总体对ＰＩＳＡ抽样标准的遵循和国际可比性得到国际认可。

表Ｂ２．１（参见表２．５ａ，附录Ａ１）

数学量表上各能力水平学生百分比

能　　　　力　　　　水　　　　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８ （０．５） ７．０ （１．０） １７．２ （１．８） ２７．８ （２．４） ２５．９ （１．８） １５．０ （１．４） ５．３ （１．１）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０ （０．３） ３．９ （０．９） １３．５ （１．８） ２９．８ （２．４） ２９．８ （１．９） １６．９ （１．５） ５．１ （１．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４．５ （１．３） ９．８ （２．０） １８．９ （１．６） ２６．８ （２．０） ２３．２ （１．７） １２．０ （１．８） ４．８ （１．０）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６．６ （１．１） １２．４ （１．４） ２３．７ （１．８） ２９．２ （２．０） １９．２ （１．６） ７．１ （１．２） １．９ （０．５）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６．７ （１．１） １４．８ （１．３） ２３．０ （１．３） ２７．２ （１．６） １９．７ （１．４） ７．２ （０．９） １．５ （０．４）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３．７ （０．８） １０．７ （１．４） ２１．６ （１．８） ２９．５ （１．６） ２２．１ （１．８） ９．３ （１．１） ３．１ （０．８）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４．７ （０．５） １１．６ （０．８） ２３．７ （０．９） ２８．７ （１．１） ２１．６ （１．２） ８．２ （０．７） １．５ （０．３）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４．８ （１．０） １１．４ （１．１） ２３．０ （１．５） ２８．３ （１．７） ２１．７ （１．６） ８．９ （１．２） １．９ （０．６）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６．１ （０．９） １３．３ （１．３） ２４．２ （１．１） ２８．５ （１．７） １７．６ （１．７） ８．０ （１．１） ２．２ （０．６）

英国（苏格兰） ２．８ （０．５） ８．５ （０．７） １９．２ （１．１） ２８．２ （１．４） ２５．１ （１．１） １２．２ （０．８） ３．９ （０．４）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４．８ （０．４） ６．６ （０．５） １３．０ （０．７） １８．７ （０．９） ２２．７ （０．８） ２１．９ （０．９） １２．４ （０．６）

比利时（法语区） １０．３ （１．２） １２．９ （０．９） １９．８ （１．０） ２１．９ （１．１） １８．９ （１．１） １１．７ （０．８） ４．５ （０．７）

比利时（德语区） ６．４ （０．９） １１．３ （１．１） １９．０ （１．４） ２３．２ （１．８） ２０．９ （１．５） １３．７ （１．３） ５．４ （０．８）

芬兰（讲芬兰语） １．４ （０．２） ５．３ （０．４） １５．８ （０．６） ２７．７ （０．７） ２６．１ （０．９） １６．８ （０．７） ６．８ （０．５）

芬兰（讲瑞典语） １．９ （０．６） ５．８ （０．７） １９．１ （１．５） ２７．５ （１．９） ２６．３ （２．０） １５．０ （１．８） ４．３ （０．９）

英国（北爱尔兰） ５．４ （０．７） １１．１ （０．８） １９．３ （０．９） ２５．３ （１．２） ２２．２ （１．０） １２．１ （０．８） ４．６ （０．５）

英国（威尔士） ６．６ （２．５） １３．０ （４．３） ２３．２ （５．２） ２６．９ （３．５） ２０．０ （３．５） ９．０ （３．０） １．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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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２（参见表２．５，附录Ａ１）

数学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男女生百分比

男—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１ （０．５） ５．４ （１．２） １４．６ （３．０） ２４．９ （３．７） ２７．３ （２．５） １８．４ （１．９） ８．２ （１．９）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６ （０．２） ２．２ （０．８） ８．３ （１．８） ２４．４ （２．８） ３３．２ （２．８） ２２．３ （３．２） ９．１ （２．５）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６．０ （２．４） １０．６ （３．７） １６．５ （２．１） ２３．８ （２．６） ２２．５ （２．８） １３．６ （２．５） ７．０ （１．６）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６．８ （１．６） １１．１ （２．２） ２１．１ （２．０） ２８．１ （２．１） ２１．０ （２．５） ９．２ （１．４） ２．７ （０．９）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６．５ （１．６） １３．９ （２．４） ２０．６ （２．０） ２７．２ （２．９） ２０．３ （２．０） ９．３ （１．５） ２．２ （０．６）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４．９ （１．６） １１．０ （２．３） １９．２ （１．８） ２７．２ （２．１） ２２．０ （２．３） １１．０ （１．７） ４．７ （１．３）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５．９ （０．８） １２．５ （１．４） ２２．０ （１．４） ２５．９ （１．４） ２１．８ （１．６） ９．５ （１．１） ２．３ （０．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５．３ （１．２） ９．８ （１．４） ２１．３ （１．６） ２７．８ （２．７） ２２．５ （２．５） １０．５ （１．６） ２．８ （０．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５．３ （１．１） １１．６ （１．７） ２３．２ （１．４） ２７．９ （２．２） １８．９ （１．９） ９．９ （２．１） ３．２ （１．１）

英国（苏格兰） ２．８ （０．７） ８．３ （１．１） １８．４ （１．５） ２７．２ （２．０） ２５．５ （１．６） １３．４ （１．０） ４．５ （０．６）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４．３ （０．５） ６．８ （０．８） １２．３ （１．１） １７．１ （１．０） ２１．４ （１．１） ２３．０ （１．５） １５．１ （１．２）

比利时（法语区） １１．３ （１．７） １３．６ （１．６） １８．５ （１．５） ２０．３ （１．５） １８．４ （１．５） １２．２ （１．１） ５．７ （１．０）

比利时（德语区） ７．７ （１．７） １１．８ （２．０） １９．６ （２．１） ２１．７ （２．３） ２０．６ （２．２） １２．３ （１．９） ６．３ （１．２）

芬兰（讲芬兰语） １．５ （０．３） ５．８ （０．６） １５．３ （０．８） ２５．９ （０．９） ２５．３ （１．２） １７．８ （１．１） ８．４ （０．９）

芬兰（讲瑞典语） ２．２ （０．９） ５．３ （１．２） １７．７ （２．０） ２６．４ （２．６） ２６．７ （２．５） １６．７ （２．５） ５．０ （１．１）

英国（北爱尔兰） ６．２ （１．２） １０．６ （１．３） １８．１ （１．４） ２４．９ （１．７） ２１．５ （１．７） １３．４ （１．５） ５．３ （０．８）

英国（威尔士） ６．９ （３．７） １２．９ （４．４） ２２．７ （６．８） ２８．８ （７．３） １８．８ （５．５） ８．３ （３．８） １．６ （１．５）

女—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５８分以下）
１级（３５８分

到４２０分）
２级（４２１分

到４８２分）
３级（４８３分

到５４４分）
４级（５４５分

到６０６分）
５级（６０７分

到６６８分）
６级

（６６８分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２．４ （０．８） ８．４ （１．４） １９．５ （２．０） ３０．４ （２．２） ２４．６ （２．２） １２．０ （１．８） ２．７ （０．８）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３ （０．５） ５．４ （１．３） １７．９ （２．４） ３４．３ （４．１） ２７．０ （２．４） １２．３ （１．９） １．７ （０．８）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２．９ （０．９） ９．０ （１．９） ２１．４ （２．３） ２９．７ （２．３） ２４．０ （２．２） １０．３ （２．０） ２．６ （１．０）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６．４ （１．４） １３．５ （２．２） ２５．９ （２．８） ３０．２ （２．９） １７．６ （２．１） ５．３ （１．３） １．２ （０．４）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６．８ （１．７） １５．７ （２．０） ２５．７ （２．０） ２７．２ （２．０） １９．０ （２．３） ４．９ （０．９） ０．７ （０．４）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２．４ （０．９） １０．４ （１．８） ２４．２ （２．７） ３１．８ （２．６） ２２．１ （３．０） ７．６ （１．５） １．５ （０．６）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３．５ （０．５） １０．８ （０．９） ２５．４ （１．３） ３１．４ （１．３） ２１．３ （１．３） ６．９ （０．９） ０．７ （０．３）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４．４ （１．２） １２．８ （１．６） ２４．５ （２．４） ２８．８ （２．３） ２０．９ （１．７） ７．４ （１．５） １．１ （０．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６．９ （１．４） １４．８ （２．１） ２５．２ （１．７） ２９．１ （２．５） １６．４ （２．５） ６．３ （１．２） １．４ （０．５）

英国（苏格兰） ２．８ （０．６） ８．７ （１．３） ２０．１ （１．６） ２９．２ （１．５） ２４．８ （１．４） １１．０ （１．１） ３．３ （０．６）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５．３ （０．８） ６．５ （０．９） １３．６ （０．９） ２０．３ （１．３） ２４．０ （１．２） ２０．８ （１．０） ９．６ （０．７）

比利时（法语区） ９．２ （１．６） １２．０ （１．２） ２１．４ （１．６） ２３．８ （１．５） １９．４ （１．５） １１．１ （１．０） ３．０ （０．７）

比利时（德语区） ５．２ （１．４） １０．８ （１．９） １８．５ （２．６） ２４．７ （２．８） ２１．２ （２．３） １５．０ （１．８） ４．６ （１．２）

芬兰（讲芬兰语） １．３ （０．３） ４．８ （０．６） １６．４ （０．８） ２９．５ （１．２） ２６．９ （１．３） １５．９ （０．９） ５．２ （０．６）

芬兰（讲瑞典语） １．７ （０．６） ６．２ （１．１） ２０．４ （２．０） ２８．６ （２．６） ２６．０ （２．７） １３．４ （２．２） ３．７ （１．２）

英国（北爱尔兰） ４．６ （０．７） １１．５ （１．２） ２０．５ （１．４） ２５．８ （１．６） ２３．０ （１．７） １０．８ （１．１） ３．８ （０．７）

英国（威尔士） ６．４ （３．７） １３．１ （５．４） ２３．８ （５．５） ２４．７ （５．６） ２１．３ （６．４） ９．８ （３．６） １．０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b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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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３（参见表２．５ｃ，附录Ａ１）

数学量表学生成绩平均数、方差和性别差异

所　　有　　学　　生 性　　别　　差　　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均数 标准误 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５３６ （４．８） ８５ （２．３） ５５２ （５．８） ５２２ （４．６） ３０ （４．５）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５４７ （３．０） ７８ （２．６） ５７０ （３．８） ５２８ （３．９） ４２ （５．１）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５１９ （７．３） ９３ （４．１） ５２３ （１４．１） ５１６ （６．４） ６ （１６．３）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４９４ （４．９） ８８ （３．１） ５０２ （６．３） ４８７ （６．１） １５ （８．３）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４９２ （４．３） ８７ （２．４） ４９９ （８．１） ４８４ （６．０） １５ （１１．４）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５１１ （５．５） ８５ （２．８） ５１５ （９．６） ５０７ （６．６） ８ （１２．４）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５０２ （２．８） ８２ （１．１） ５０２ （３．９） ５０１ （３．１） １ （４．１）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５０３ （４．０） ８５ （２．７） ５０９ （５．６） ４９８ （４．７） １１ （６．４）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４９４ （４．７） ８８ （２．０） ５０４ （５．６） ４８６ （５．８） １８ （６．２）

英国（苏格兰） ５２４ （２．３） ８４ （１．７） ５２７ （３．３） ５２０ （２．９） ７ （４．１）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５５３ （２．１） １０５ （１．４） ５６１ （３．６） ５４６ （３．６） １５ （５．８）

比利时（法语区） ４９８ （４．３） １０８ （３．１） ４９８ （６．２） ４９７ （５．３） １ （７．８）

比利时（德语区） ５１５ （３．０） １００ （２．４） ５１２ （５．０） ５１８ （４．２） －６ （６．９）

芬兰（讲芬兰语） ５４５ （２．０） ８４ （１．１） ５４９ （２．６） ５４１ （２．２） ７ （２．８）

芬兰（讲瑞典语） ５３４ （２．３） ８１ （１．６） ５３８ （３．７） ５３１ （３．３） ８ （５．２）

英国（北爱尔兰） ５１５ （２．８） ９４ （２．０） ５１７ （５．３） ５１３ （４．０） ４ （７．５）

英国（威尔士） ４９８ （１０．８） ８５ （３．１） ４９７ （１０．０） ４９９ （１４．１） －２ （１１．３）

百　　　　分　　　　位　　　　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３９４ （７．１） ４２６ （５．９） ４７９ （５．１） ５９６ （５．７） ６４５ （７．２） ６７２ （９．６）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４２１ （７．３） ４５１ （８．５） ４９８ （６．０） ５９９ （５．３） ６４４ （５．８） ６６９ （６．９）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３６４ （１４．４） ４００ （１２．０） ４５９ （１０．４） ５８２ （７．４） ６３６ （８．５） ６６８ （９．３）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３４５ （７．９） ３８１ （８．０） ４３８ （５．７） ５５３ （６．０） ６０２ （７．６） ６３２ （７．９）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３４６ （７．７） ３７６ （７．８） ４３２ （６．６） ５５２ （４．４） ６０１ （４．８） ６３１ （５．０）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３７０ （８．８） ４０１ （７．６） ４５５ （６．５） ５６８ （６．３） ６１９ （６．７） ６５０ （８．１）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３６１ （５．２） ３９５ （３．８） ４４７ （３．４） ５６０ （３．６） ６０６ （３．３） ６３１ （３．７）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３５９ （１０．７） ３９５ （７．２） ４４８ （５．３） ５６２ （４．３） ６１１ （５．１） ６３９ （６．７）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３４９ （６．９） ３８１ （６．２） ４３８ （５．７） ５５２ （６．１） ６０８ （６．２） ６４０ （８．９）

英国（苏格兰） ３８０ （６．０） ４１３ （４．８） ４６８ （３．４） ５８３ （２．５） ６３１ （４．１） ６６０ （４．３）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３６０ （５．９） ４１１ （４．９） ４８５ （３．７） ６３１ （２．６） ６７９ （３．０） ７０７ （２．８）

比利时（法语区） ３０９ （１１．９） ３５５ （９．３） ４２７ （６．２） ５７５ （４．８） ６３３ （５．０） ６６５ （６．５）

比利时（德语区） ３４３ （１４．０） ３８４ （５．３） ４４７ （６．１） ５８７ （３．８） ６４２ （５．６） ６７３ （６．６）

芬兰（讲芬兰语） ４０７ （３．９） ４３９ （３．０） ４８９ （２．４） ６０３ （２．４） ６５２ （３．０） ６８１ （３．３）

芬兰（讲瑞典语） ４０１ （７．３） ４３３ （４．７） ４７８ （３．８） ５９１ （３．６） ６３８ （５．７） ６６５ （６．８）

英国（北爱尔兰） ３５４ （５．５） ３８９ （５．１） ４５０ （４．７） ５８０ （３．５） ６３４ （５．１） ６６６ （４．１）

英国（威尔士） ３４９ （１７．６） ３８３ （１８．４） ４３６ （１６．２） ５６１ （１３．９） ６０７ （１６．９） ６３４ （１６．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４１８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２

表Ｂ２．４（参见表６．１，附录Ａ１）

数学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的学生百分比

能　　　　力　　　　水　　　　平

低于１级

（３３５分以下）
１级（３３５分

到４０７分）
２级（４０８分

到４８０分）
３级（４８１分

到５５２分）
４级（５５３分

到６２５分）
５级（６２５分

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５ （０．５） ５．４ （１．０） １４．７ （１．２） ３０．３ （１．９） ３０．７ （２．１） １７．４ （２．５）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６ （０．２） ３．１ （０．６） １３．８ （１．２） ３６．７ （２．１） ３５．５ （１．９） １０．３ （１．４）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３．８ （１．３） ７．７ （１．６） ２０．１ （１．８） ３１．９ （２．０） ２７．３ （２．０） ９．２ （１．２）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４．８ （０．７） ９．９ （１．１） ２１．６ （１．７） ３４．４ （２．０） ２２．４ （１．７） ６．９ （１．１）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７．１ （１．８） １１．７ （１．４） ２２．６ （１．８） ３０．６ （２．２） ２０．８ （２．１） ７．２ （０．９）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３．０ （１．０） ８．５ （１．５） ２０．５ （１．８） ３２．８ （２．１） ２６．９ （２．１） ８．２ （１．２）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５．３ （０．５） １１．８ （０．８） ２２．８ （１．０） ３０．８ （１．０） ２２．６ （１．３） ６．６ （０．６）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４．４ （０．９） １０．４ （１．０） ２３．９ （１．４） ３２．１ （１．８） ２３．２ （１．７） ５．９ （０．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６．２ （０．７） １３．０ （１．４） ２６．５ （１．７） ３１．９ （１．８） １８．１ （１．６） ４．３ （０．９）

英国（苏格兰） ２．６ （０．４） ８．２ （０．８） ２１．２ （１．０） ３３．０ （１．２） ２６．０ （１．０） ９．０ （０．７）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４．５ （０．４） ７．９ （０．６） １５．８ （０．８） ２５．８ （０．８） ２９．５ （０．９） １６．６ （０．７）

比利时（法语区） １２．３ （１．４） １２．８ （１．１） ２１．３ （１．０） ２６．２ （１．２） ２０．１ （１．２） ７．３ （０．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６．６ （１．０） １３．６ （１．４） １９．２ （１．５） ２７．７ （２．５） ２３．５ （２．０） ９．５ （１．３）

芬兰（讲芬兰语） １．１ （０．２） ４．６ （０．４） １４．４ （０．６） ３１．４ （０．８） ３３．５ （０．８） １５．０ （０．８）

芬兰（讲瑞典语） １．２ （０．４） ５．５ （０．８） １７．６ （１．５） ３５．０ （１．９） ３１．０ （１．４） ９．７ （０．９）

英国（北爱尔兰） ４．０ （０．６） ９．４ （０．６） ２０．５ （１．３） ２８．１ （１．６） ２５．３ （１．３） １２．７ （０．９）

英国（威尔士） ５．７ （２．２） １２．６ （３．４） ２２．９ （３．６） ２８．２ （３．９） ２２．９ （４．１） ７．６ （２．９）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４１９　　

　
附
　
录

　
Ｂ２

表Ｂ２．５（参见表６．２和６．３，附录Ａ１）

阅读量表学生成绩的平均数，方差和性别差异

所　　有　　学　　生 性　　别　　差　　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均数 标准误 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５４４ （５．４） ８８ （２．５） ５２４ （７．０） ５６２ （５．１） －３７ （５．４）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５４２ （２．２） ７１ （２．３） ５３２ （３．８） ５５１ （３．２） －１９ （５．４）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５１５ （６．９） ９２ （５．６） ４９０ （１１．９） ５４１ （５．４）
－５１ （１４．２）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５０１ （４．０） ９３ （３．５） ４７８ （６．８） ５２２ （５．５） －４４ （８．５）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４９２ （６．７） １００ （３．８） ４６４ （９．２） ５２３ （７．３） －５９ （１２．２）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５１４ （６．３） ８７ （４．４） ４９４ （９．９） ５３５ （６．８） －４２ （１２．５）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４９７ （２．９） ９３ （１．４） ４７４ （４．２） ５１９ （２．９） －４５ （４．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４９９ （３．９） ８９ （２．７） ４８０ （５．３） ５１７ （４．５） －３７ （５．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４８３ （４．５） ９１ （２．３） ４６１ （５．０） ５０２ （６．０） －４２ （７．４）

英国（苏格兰） ５１６ （２．５） ８６ （１．７） ５０４ （３．２） ５２７ （３．４） －２４ （４．４）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５３０ （２．１） １０１ （１．４） ５１６ （３．６） ５４４ （３．５） －２８ （５．８）

比利时（法语区） ４７７ （５．０） １１４ （３．６） ４５６ （６．９） ５０１ （６．０） －４５ （８．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４９９ （２．７） １０２ （２．７） ４７１ （４．８） ５２５ （４．９） －５４ （８．１）

芬兰（讲芬兰语） ５４４ （１．７） ８１ （１．２） ５２２ （２．３） ５６６ （２．１） －４４ （２．８）

芬兰（讲瑞典语） ５３０ （２．４） ７８ （２．３） ５０８ （３．９） ５４９ （２．９） －４１ （５．０）

英国（北爱尔兰） ５１７ （３．１） ９８ （２．７） ５００ （５．３） ５３３ （４．３） －３３ （７．８）

英国（威尔士） ４９６ （１２．４） ９５ （４．８） ４７５ （１１．２） ５１９ （１２．３） －４４ （８．９）

百　　　　分　　　　位　　　　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３９３ （１０．３） ４３１ （８．６） ４９０ （６．０） ６０３ （７．０） ６５２ （１０．５） ６８０ （８．７）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４２２ （８．１） ４５３ （５．２） ４９９ （２．７） ５８９ （３．９） ６２６ （６．０） ６５０ （５．７）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３５５ （２０．５） ４０１ （１２．２） ４６２ （１０．０） ５７７ （４．５） ６２３ （５．６） ６５０ （６．３）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３３７ （８．７） ３８０ （８．４） ４４８ （６．４） ５６４ （５．２） ６１０ （６．６） ６３８ （６．１）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３１０ （１８．２） ３５８ （１５．６） ４３１ （１０．６） ５６１ （６．４） ６１１ （６．６） ６４１ （７．５）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３６１ （１５．１） ３９９ （１２．１） ４６０ （９．４） ５７５ （５．８） ６１７ （５．３） ６４３ （６．２）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３３１ （６．８） ３７２ （５．２） ４３７ （５．１） ５６３ （３．４） ６１０ （３．１） ６３６ （３．３）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３４０ （１２．１） ３８３ （８．３） ４４５ （５．１） ５６３ （４．５） ６０７ （４．８） ６３２ （６．０）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３２３ （７．３） ３６４ （６．７） ４２６ （５．７） ５４７ （５．３） ５９４ （６．３） ６２１ （５．７）

英国（苏格兰） ３６５ （７．２） ４０３ （５．２） ４６１ （３．５） ５７７ （３．２） ６２１ （３．５） ６４６ （３．９）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３４１ （４．７） ３９１ （４．３） ４６８ （３．８） ６０３ （２．３） ６４８ （２．５） ６７４ （３．０）

比利时（法语区） ２６５ （１４．０） ３１６ （１１．４） ４０７ （８．６） ５６０ （４．５） ６１１ （４．７） ６３８ （５．２）

比利时（德语区） ３１９ （１１．６） ３５８ （８．９） ４２８ （５．９） ５７５ （５．９） ６２３ （５．８） ６４８ （７．２）

芬兰（讲芬兰语） ４００ （５．２） ４３８ （３．３） ４９５ （２．７） ６００ （１．８） ６４２ （２．５） ６６６ （２．６）

芬兰（讲瑞典语） ３９３ （６．０） ４２６ （６．２） ４８１ （３．７） ５８４ （４．０） ６２４ （４．３） ６４９ （５．９）

英国（北爱尔兰） ３４８ （７．２） ３８８ （５．３） ４５３ （４．５） ５８６ （４．３） ６３７ （３．５） ６６７ （４．０）

英国（威尔士） ３３０ （２２．１） ３６７ （１５．２） ４３３ （２０．８） ５６８ （１２．９） ６１６ （１３．３） ６４０ （１３．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４２０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附
　
录

　
Ｂ２

表Ｂ２．６（参见表６．５，附录Ａ１）

阅读量表上各能力水平的男女生百分比

男—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３５分以下）
１级（３３５分

到４０７分）
２级（４０８分

到４８０分）
３级（４８１分

到５５２分）
４级（５５３分

到６２５分）
５级（６２５分

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２．７ （０．９） ８．３ （１．８） １７．４ （２．２） ３２．３ （２．４） ２６．５ （２．５） １２．８ （２．６）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９ （０．４） ４．８ （１．１） １６．１ （２．０） ３７．７ （２．８） ３１．９ （２．６） ８．５ （２．２）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６．８ （２．３） １１．７ （２．７） ２４．５ （３．０） ２８．１ （２．９） ２２．６ （３．４） ６．２ （１．４）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７．８ （１．５） １３．１ （１．７） ２５．５ （２．２） ３２．６ （２．８） １７．０ （２．１） ４．０ （１．０）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１１．０ （２．９） １５．３ （２．１） ２６．２ （２．６） ２９．２ （３．０） １４．５ （２．１） ３．８ （０．９）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５．２ （１．７） １２．６ （２．３） ２３．８ （２．２） ３０．１ （２．８） ２２．１ （２．７） ６．２ （１．４）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８．７ （０．９） １６．３ （１．１） ２４．８ （１．４） ２７．５ （１．２） １８．１ （１．９） ４．５ （０．９）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７．４ （１．６） １３．３ （１．５） ２７．１ （２．８） ２９．４ （２．４） １８．２ （２．１） ４．６ （１．０）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９．４ （１．１） １７．０ （２．６） ２９．８ （３．０） ２８．９ （２．３） １１．９ （１．６） ３．０ （１．１）

英国（苏格兰） ３．６ （０．７） １０．４ （１．２） ２２．８ （１．３） ３３．１ （１．９） ２３．３ （１．７） ６．９ （０．９）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５．６ （０．６） ９．２ （１．０） １８．５ （１．４） ２６．１ （１．２） ２７．７ （１．３） １２．８ （０．９）

比利时（法语区） １６．７ （２．１） １５．１ （１．７） ２２．０ （１．８） ２３．９ （１．７） １７．２ （１．３） ５．１ （０．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９．２ （１．５） １８．６ （２．２） ２３．６ （２．４） ２６．０ （２．４） １７．３ （２．１） ５．２ （１．５）

芬兰（讲芬兰语） １．８ （０．３） ７．２ （０．７） １９．６ （１．０） ３３．８ （１．２） ２８．６ （１．４） ９．０ （０．８）

芬兰（讲瑞典语） ２．４ （０．９） ７．９ （１．５） ２２．６ （２．８） ３６．６ （３．２） ２５．６ （２．０） ５．０ （１．２）

英国（北爱尔兰） ６．１ （１．２） １１．５ （１．３） ２２．８ （１．５） ２７．２ （１．５） ２２．３ （１．５） １０．０ （１．１）

英国（威尔士） ９．１ （３．５） １５．１ （４．６） ２４．２ （５．８） ２９．９ （５．１） １５．３ （４．１） ６．５ （３．４）

女—能力水平

低于１级

（３３５分以下）
１级（３３５分

到４０７分）
２级（４０８分

到４８０分）
３级（４８１分

到５５２分）
４级（５５３分

到６２５分）
５级（６２５分

以上）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４ （０．２） ２．８ （０．７） １２．３ （１．５） ２８．６ （２．４） ３４．５ （２．８） ２１．４ （２．９）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３ （０．２） １．６ （０．５） １１．８ （２．３） ３５．９ （２．７） ３８．６ （３．０） １１．８ （１．７）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７ （０．５） ３．５ （１．２） １５．５ （２．０） ３５．８ （２．３） ３２．１ （２．４） １２．３ （１．８）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２．２ （０．７） ７．０ （１．５） １８．２ （２．１） ３６．０ （２．６） ２７．２ （２．６） ９．５ （１．７）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８ （０．９） ７．６ （１．７） １８．５ （２．３） ３２．０ （２．６） ２８．０ （３．０） １１．１ （１．８）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７ （０．３） ４．２ （１．２） １７．１ （２．６） ３５．７ （２．６） ３２．０ （３．０） １０．４ （２．１）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２．０ （０．６） ７．４ （０．９） ２０．７ （１．３） ３４．１ （１．５） ２７．１ （１．４） ８．７ （１．０）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７ （０．８） ７．８ （１．３） ２１．１ （２．５） ３４．６ （２．４） ２７．７ （２．５） ７．０ （１．２）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３．４ （１．１） ９．６ （１．７） ２３．８ （２．３） ３４．５ （２．７） ２３．４ （２．４） ５．３ （１．２）

英国（苏格兰） １．６ （０．５） ６．１ （０．８） １９．７ （１．４） ３２．９ （１．９） ２８．７ （１．７） １１．０ （１．１）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３．４ （０．４） ６．５ （０．７） １３．０ （０．９） ２５．４ （１．２） ３１．４ （１．２） ２０．４ （１．２）

比利时（法语区） ７．１ （１．５） １０．２ （１．３） ２０．５ （１．６） ２８．８ （１．９） ２３．５ （１．９） ９．８ （１．４）

比利时（德语区） ４．１ （１．５） ８．８ （２．２） １５．０ （２．１） ２９．２ （３．６） ２９．４ （３．１） １３．５ （２．１）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４ （０．１） ２．０ （０．４） ９．２ （１．０） ２９．１ （１．４） ３８．４ （１．４） ２１．０ （１．４）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１ ３．４ （０．９） １３．１ （１．８） ３３．６ （２．９） ３５．９ （２．４） １３．９ （１．４）

英国（北爱尔兰） １．９ （０．５） ７．３ （０．９） １８．１ （２．０） ２９．０ （２．５） ２８．２ （２．２） １５．４ （１．３）

英国（威尔士） ２．０ （１．７） １０．０ （６．３） ２１．５ （３．９） ２６．３ （５．８） ３１．３ （４．９） ８．９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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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７（参见表６．６和６．７，附录Ａ１）

阅读量表学生成绩的平均数，方差和性别差异

所　　有　　学　　生 性　　别　　差　　异

平均分 标准差 男 女 差异量（男—女）

均数 标准误 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分差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５３３ （５．５） ９２ （３．０） ５３６ （７．０） ５２９ （５．１） 　７ （５．３）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５６６ （２．９） ８５ （２．７） ５８２ （４．８） ５５３ （４．３） ２９ （７．０）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５４０ （７．５） １００ （５．６） ５３３ （１４．５） ５４８ （５．９） －１５ （１６．７）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５２２ （５．２） １００ （３．６） ５２７ （６．７） ５１７ （６．５） １０ （８．７）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５１３ （５．７） １０６ （３．１） ５０９ （９．７） ５１９ （７．５） －１０ （１３．４）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５３３ （６．０） ９２ （３．２） ５２５ （９．８） ５４２ （７．０） －１７ （１２．３）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４８４ （３．１） ９５ （１．３） ４８１ （４．４） ４８７ （３．２） －６ （４．６）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５０２ （４．８） ９８ （４．８） ５０６ （６．３） ４９８ （５．２） ９ （６．２）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５０２ （４．０） ９２ （２．２） ５０５ （５．１） ５００ （５．３） ５ （６．８）

英国（苏格兰） ５１４ （２．７） １００ （１．７） ５１８ （３．７） ５１０ （４．０） ８ （５．５）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５２９ （２．１） １０１ （１．５） ５３３ （３．５） ５２５ （３．７） ８ （５．８）

比利时（法语区） ４８３ （４．６） １１０ （３．２） ４７９ （６．６） ４８７ （５．９） －８ （８．６）

比利时（德语区） ４９２ （２．８） １０１ （２．７） ４８６ （４．４） ４９８ （５．０） －１３ （７．６）

芬兰（讲芬兰语） ５５０ （２．０） ９１ （１．１） ５４６ （２．７） ５５３ （２．３） －７ （２．９）

芬兰（讲瑞典语） ５２４ （２．７） ９０ （２．０） ５２５ （４．０） ５２３ （３．８） ２ （５．６）

英国（北爱尔兰） ５２４ （３．０） １０５ （２．２） ５２４ （５．６） ５２４ （４．５） ０ （８．１）

英国（威尔士） ５１１ （１１．３） ９８ （４．２） ５０６ （１２．５） ５１６ （１２．８） －１０ （１２．５）

百　　　　分　　　　位　　　　数

第５ 第１０ 第２５ 第７５ 第９０ 第９５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分数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３８０ （８．０） ４１２ （７．９） ４７１ （６．７） ５９７ （８．１） ６５０ （９．５） ６８０ （１０．１）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４２１ （８．１） ４５８ （７．７） ５１３ （４．６） ６２３ （５．０） ６６９ （５．４） ６９９ （７．９）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３６７ （２０．１） ４１４ （１４．２） ４８１ （１０．５） ６０９ （６．３） ６５８ （８．３） ６８９ （８．４）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３４７ （９．９） ３８８ （９．１） ４６１ （６．５） ５８８ （６．８） ６４３ （５．８） ６７７ （９．１）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３３０ （１３．３） ３７５ （１２．７） ４４７ （８．１） ５８７ （５．６） ６４３ （７．７） ６７５ （７．４）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３７８ （１０．０） ４１３ （９．２） ４７２ （８．２） ５９７ （６．５） ６５１ （７．１） ６７９ （５．９）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３２６ （５．１） ３５９ （４．９） ４１９ （４．１） ５５１ （３．８） ６０５ （４．３） ６３７ （４．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３４５ （１１．９） ３８３ （６．６） ４４１ （５．９） ５６８ （４．９） ６２１ （４．９） ６４９ （５．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３４８ （７．５） ３８５ （５．７） ４４０ （５．０） ５６８ （４．９） ６１８ （６．４） ６４７ （８．０）

英国（苏格兰） ３４８ （６．６） ３８３ （４．５） ４４５ （４．２） ５８５ （３．３） ６４１ （３．６） ６７５ （３．８）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３５１ （５．１） ３９０ （４．１） ４６３ （３．３） ６０２ （２．５） ６５１ （２．６） ６７７ （２．８）

比利时（法语区） ２９１ （１１．７） ３３４ （８．６） ４０７ （６．４） ５６５ （５．５） ６２０ （４．８） ６５１ （６．０）

比利时（德语区） ３２２ （１０．０） ３５７ （７．５） ４２０ （５．８） ５６８ （６．５） ６１９ （５．９） ６４７ （５．７）

芬兰（讲芬兰语） ３９５ （４．０） ４３１ （２．９） ４９０ （２．９） ６１２ （２．４） ６６３ （３．２） ６９２ （３．６）

芬兰（讲瑞典语） ３７３ （７．５） ４０７ （５．８） ４６４ （４．８） ５８９ （４．３） ６３９ （４．５） ６６６ （６．５）

英国（北爱尔兰） ３４５ （７．８） ３８６ （５．０） ４５２ （４．３） ５９８ （４．８） ６５７ （４．０） ６８９ （４．７）

英国（威尔士） ３４１ （１８．９） ３７５ （１６．３） ４４３ （１８．９） ５８１ （１３．８） ６４０ （１５．７） ６６９ （１６．１）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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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２

表Ｂ２．８（参见表４．２ａ，附录Ａ１）

职业地位的国际社会经济指数（犎犐犛犈犐）和依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父亲或母亲最高的职业） 依据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４９．７ （０．６） ２９．３ （０．３） ４４．８ （０．２６） ５４．４ （０．２） ７０．５ （０．４） ５２３ （５．２） ５３６ （８．９） ５２９ （５．９） ５６２ （７．９）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４８．６ （０．６） ２７．９ （０．３） ４１．８ （０．２９） ５１．９ （０．２） ７２．９ （０．６） ５４２ （５．９） ５４３ （５．５） ５５０ （５．５） ５５８ （６．２）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４９．６ （０．７） ２９．８ （０．２） ４５．０ （０．２２） ５２．５ （０．１） ７１．０ （０．６）
４８５ （１０．９） ５１８ （８．７） ５２４ （５．３） ５５７ （９．８）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４７．０ （０．９） ２８．４ （０．２） ４０．６ （０．２６） ５０．８ （０．１） ６８．３ （０．８） ４６３ （７．０） ４８５ （５．０） ５０７ （６．１） ５２４ （８．９）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４８．０ （０．９） ２８．５ （０．２） ４２．０ （０．２７） ５１．６ （０．１） ６９．８ （０．７） ４５７ （７．５） ４９０ （５．１） ５０６ （５．３） ５１７ （５．１）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４６．３ （０．９） ２８．１ （０．３） ３９．８ （０．２１） ４９．８ （０．１） ６７．５ （０．６） ４９６ （６．７） ５０５ （６．５） ５１２ （７．４） ５３３ （５．８）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４５．２ （０．８） ２５．６ （０．２） ３５．５ （０．１２） ４９．５ （０．１） ７０．２ （０．４） ４７２ （３．９） ４９４ （４．０） ５１２ （３．３） ５３３ （３．６）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４３．３ （１．０） ２５．９ （０．３） ３３．８ （０．１９） ４８．２ （０．２） ６５．５ （０．８） ４７６ （７．０） ４９７ （７．１） ５０８ （６．８） ５３５ （６．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４７．８ （１．１） ２９．１ （０．２） ４０．１ （０．２５） ５２．５ （０．１） ６９．６ （０．７） ４６２ （６．１） ４８６ （６．０） ５０９ （４．２） ５２７ （６．７）

英国（苏格兰） ５１．０ （０．４） ３０．６ （０．２） ４５．７ （０．１４） ５５．３ （０．２） ７２．４ （０．３） ４９３ （４．１） ５１４ （４．２） ５３４ （３．４） ５６５ （３．５）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５１．０ （０．４） ２９．２ （０．２） ４５．３ （０．１９） ５６．８ （０．２） ７２．８ （０．２） ５０５ （５．０） ５５４ （３．７） ５８１ （３．４） ６１１ （２．８）

比利时（法语区） ５０．０ （０．７） ２８．８ （０．２） ４３．４ （０．１８） ５５．９ （０．２） ７２．０ （０．２） ４５１ （５．７） ４９４ （５．７） ５１９ （４．４） ５６１ （５．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５０．７ （０．６） ２９．０ （０．４） ４４．０ （０．３３） ５７．０ （０．４） ７２．９ （０．５） ４６７ （６．３） ５０３ （６．３） ５３７ （６．７） ５７１ （７．８）

芬兰（讲芬兰语） ５０．１ （０．４） ２８．６ （０．１） ４３．２ （０．１７） ５６．２ （０．１） ７２．３ （０．２） ５１６ （３．０） ５３７ （３．２） ５５３ （３．１） ５７７ （３．１）

芬兰（讲瑞典语） ５２．８ （０．５） ３０．２ （０．３） ４６．４ （０．２９） ６０．５ （０．３） ７４．０ （０．４） ５０３ （５．１） ５２８ （４．７） ５４６ （６．４） ５６１ （４．９）

英国（北爱尔兰） ４７．９ （０．５） ２７．５ （０．２） ３９．６ （０．１３） ５３．５ （０．１） ７１．１ （０．３） ４７８ （４．０） ５０４ （４．０） ５３６ （３．５） ５６５ （４．３）

英国（威尔士） ４９．３ （０．８） ２９．１ （０．７） ４１．７ （０．７５） ５５．１ （０．５） ７１．７ （１．１） ４７８ （１６．５） ４９１ （２２．３） ４９４ （７．９） ５４２ （１７．７）

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
地位指数每变化一个单位
导致数学成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
的学生倾向于在数学得分上
也处于最低１／４的可能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２．８ （３．０２） １．３ （０．１６） ２．１ （０．９７）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６．９ （２．８７） １．１ （０．１４） ０．９ （０．７０）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２７．０ （５．０５） １．９ （０．２２） ７．９ （２．４９）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２４．７ （２．９２） １．８ （０．１９） ７．４ （１．７０）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２．２ （３．２２） １．９ （０．１９） ６．４ （１．７１）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１５．９ （２．５８） １．３ （０．１４） ３．１ （０．９８）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２１．４ （１．７８） １．９ （０．１４） ７．８ （１．３０）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２１．８ （３．７５） １．７ （０．２３） ６．５ （１．８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２３．８ （２．４７） １．９ （０．１９） ７．１ （１．４２）

英国（苏格兰） ２８．４ （１．９１） ２．１ （０．１５） １１．０ （１．４０）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３８．８ （２．１３） ２．７ （０．１７） １６．５ （１．５６）

比利时（法语区） ３９．３ （２．９３） ２．３ （０．１６） １５．０ （１．９５）

比利时（德语区） ３５．１ （３．５０） ２．３ （０．２７） １３．７ （２．７９）

芬兰（讲芬兰语） ２１．９ （１．３５） １．７ （０．０８） ７．３ （０．８７）

芬兰（讲瑞典语） ２０．５ （２．５３） ２．１ （０．２３） ７．０ （１．７０）

英国（北爱尔兰） ３２．２ （１．９０） ２．１ （０．１２） １３．２ （１．３５）

英国（威尔士） ２３．０ （６．１１） １．６ （０．５３） ７．７ （３．８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４２３　　

　
附
　
录

　
Ｂ２

表Ｂ２．９（参见表４．４，附录Ａ１）

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犈犛犆犛）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量表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经济、社会和文化指数 依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指标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最低的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的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２ （０．０１） ０．４ （０．０） １．３ （０．０） ５１３ （６．１） ５３５ （５．３） ５３８ （７．１） ５６０ （８．２）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３ （０．０１） ０．４ （０．０） １．４ （０．０） ５３２ （６．８） ５４８ （５．６） ５５０ （６．４） ５６１ （６．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１ （０．０） －１．１ （０．１） －０．２ （０．０１） ０．４ （０．０） １．３ （０．０）
４８５ （９．２） ５０９ （６．７） ５２７ （８．７） ５５９ （９．０）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０．０ （０．１） －１．２ （０．０） －０．４ （０．０１） ０．３ （０．０） １．２ （０．０） ４５９ （６．６） ４８３ （５．８） ５０７ （６．２） ５２８ （８．３）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０．０ （０．１） －１．２ （０．０） －０．３ （０．０１） ０．４ （０．０） １．３ （０．０） ４５１ （５．９） ４８５ （６．７） ５０７ （５．２） ５２４ （５．０）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１ （０．１） －１．３ （０．０） －０．５ （０．０１） ０．２ （０．０） １．２ （０．０） ４８５ （６．６） ５０５ （７．８） ５１７ （７．３） ５３７ （６．２）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１ （０．０） －１．３ （０．０） －０．４ （０．０１） ０．２ （０．０） １．１ （０．０） ４７１ （４．１） ４８９ （３．６） ５１１ （３．６） ５３８ （３．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２ （０．１） －１．４ （０．０） －０．５ （０．０１） ０．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４６２ （６．３） ４９７ （５．８） ５１４ （５．３） ５４０ （５．２）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１ （０．１） －１．４ （０．０） －０．４ （０．０１） ０．２ （０．０） １．１ （０．０） ４５２ （５．２） ４８６ （４．８） ５０５ （５．６） ５３５ （６．０）

英国（苏格兰） ０．１ （０．０） －１．１ （０．０） －０．２ （０．０１） ０．４ （０．０） １．２ （０．０） ４８２ （４．０） ５０９ （３．２） ５３６ （３．１） ５７３ （３．２）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１ （０．０１） ０．５ （０．０） １．３ （０．０） ４９５ （５．３） ５４５ （３．５） ５８１ （３．１） ６１８ （２．８）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１ （０．０） －１．２ （０．０） －０．２ （０．０１） ０．５ （０．０） １．３ （０．０） ４３３ （５．６） ４８１ （４．６） ５２３ （４．８） ５７０ （５．５）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２ （０．０１） ０．５ （０．０） １．３ （０．０） ４７４ （６．５） ４９５ （６．５） ５２７ （６．９） ５７１ （６．９）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２ （０．０） －０．８ （０．０） ０．０ （０．０１） ０．６ （０．０） １．３ （０．０） ５０９ （２．９） ５３８ （２．６） ５５４ （２．８） ５８０ （３．０）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３ （０．０） －０．８ （０．０） ０．０ （０．０１） ０．６ （０．０） １．３ （０．０） ４９８ （５．３） ５２７ （５．０） ５３７ （５．１） ５７５ （４．５）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０ （０．０） －１．１ （０．０） －０．４ （０．０１） ０．２ （０．０） １．２ （０．０） ４６６ （４．６） ４９９ （４．３） ５３０ （３．７） ５７２ （３．５）

英国（威尔士） ０．２ （０．１） －０．９ （０．０） －０．２ （０．０２） ０．５ （０．１） １．４ （０．１） ４８１ （１５．３） ４７５ （１５．２） ５００ （１５．０） ５４７ （１６．８）

社会、经济和文化指数
每变化一个单位

导致数学成绩的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低１／４
的学生倾向于在数学得分上
也处于最低１／４的可能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２１．３ （３．９４） １．６０ （０．２０） ４．８ （１．６２）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２．９ （３．５４） １．４１ （０．２０） ２．４ （１．２４）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３０．８ （４．１９） １．９５ （０．１８） １０．１ （２．５９）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２９．７ （３．２５） １．９６ （０．１５） １０．６ （２．１７）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９．８ （３．０９） ２．１１ （０．２１） １１．０ （２．１８）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２１．３ （３．１１） １．６８ （０．１９） ５．６ （１．４３）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２８．８ （２．０５） ２．０１ （０．１２） １０．７ （１．４６）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３２．２ （３．７０） ２．１４ （０．２２） １３．０ （２．５２）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３３．３ （２．４１） ２．４３ （０．２０） １３．８ （１．９７）

英国（苏格兰） ３９．０ （１．８８） ２．４８ （０．１６） １８．１ （１．４３）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５３．３ （２．３１） ２．９５ （０．２２） ２３．５ （１．９４）

比利时（法语区） ５４．０ （２．９０） ３．１０ （０．２０） ２５．５ （２．１７）

比利时（德语区） ４２．３ （３．７９） ２．０９ （０．２４） １５．５ （２．７３）

芬兰（讲芬兰语） ３３．１ （１．７３） １．９７ （０．０９） １０．８ （１．１０）

芬兰（讲瑞典语） ３４．２ （３．０２） ２．３９ （０．２４） １２．１ （２．０８）

英国（北爱尔兰） ４６．３ （２．１０） ２．３４ （０．１７） １９．９ （１．４６）

英国（威尔士） ３４．７ （７．００） ２．２３ （０．３６） １３．６ （４．８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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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０（参见表５．１ａ，附录Ａ１）

教师在数学课上的支持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教师在数学课上的支持指数 依各国教师支持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４４ （０．０４）－１．７１ （０．０５）－０．７４ （０．０１）－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０３） ５３７ （１０．４） ５３８ （５．８） ５４５ （６．５） ５２５ （４．９）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３２ （０．０３）－１．５８ （０．０６）－０．５８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０３） ５４５ （５．３） ５５４ （６．４） ５５０ （５．６） ５４３ （６．５）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２６ （０．０５）－１．５０ （０．０４）－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９４ （０．０３） ５１８ （９．５） ５２５ （８．７） ５２４ （９．６） ５１３ （１０．９）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０．２２ （０．０７）－１．５５ （０．０５）－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０１ （０．０３） ５０３ （８．２） ５０３ （５．４） ４８８ （６．６） ４８４ （７．０）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０．３０ （０．０４）－１．６０ （０．０３）－０．５５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０３） ４９７ （７．１） ４９６ （５．２） ４９１ （７．１） ４８４ （６．８）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３２ （０．０６）－１．５７ （０．０４）－０．５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９ （０．０３） ５２２ （８．１） ５０８ （６．４） ５１１ （６．９） ５０３ （７．２）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１０ （０．０３）－１．２６ （０．０３）－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２） ４９８ （４．５） ５０３ （３．６） ５０８ （４．５） ５０１ （３．２）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２６ （０．０７）－１．６８ （０．０５）－０．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３） ５１３ （６．７） ５０２ （５．４） ５０３ （５．８） ４９８ （６．４）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０３ （０．０５）－１．１８ （０．０５）－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２０ （０．０４） ４９２ （６．４） ４９７ （５．６） ４９８ （７．５） ４９５ （７．０）

英国（苏格兰） ０．１９ （０．０３）－１．１４ （０．０３）－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０２） ５１５ （３．６） ５１６ （４．８） ５３２ （４．０） ５３５ （４．１）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１４ （０．０２）－１．３７ （０．０２）－０．４３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１１ （０．０２） ５６１ （４．１） ５６２ （３．４） ５６５ （３．６） ５６３ （４．５）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０７ （０．０３）－１．３３ （０．０３）－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５２１ （５．９） ５１１ （４．６） ５０６ （５．８） ４９０ （６．２）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４２ （０．０３）－１．７３ （０．０４）－０．７２ （０．０１）－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４） ５１８ （６．１） ５２９ （６．２） ５２０ （７．７） ５０２ （７．７）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０８ （０．０２）－１．０２ （０．０２）－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２） ５３９ （３．３） ５４３ （３．１） ５４９ （３．５） ５５０ （３．４）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０２ （０．０２）－１．０４ （０．０３）－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１０ （０．０３） ５３０ （４．３） ５３１ （５．３） ５３８ （５．５） ５３９ （６．５）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１９ （０．０３）－１．１４ （０．０２）－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５０ （０．０１） １．５１ （０．０２） ５１５ （３．８） ５１４ （５．５） ５２２ （４．５） ５１７ （４．３）

英国（威尔士） ０．２０ （０．１１）－１．１７ （０．１１）－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５４ （０．０２） １．５４ （０．０６） ４９６ （１６．８） ４８８ （１３．７） ５１１ （１２．２） ５００ （１７．９）

教师支持指数每变化
一个单位对应的数学

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的
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数学
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
（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５．４ （３．７０） ０．９ （０．１４） －３．６ （３．７８）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７ （３．０３） ０．９ （０．１２） －２．４ （３．１９）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３．５ （４．２０） ０．９ （０．１１） －３．１ （２．８５）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９．２ （３．２７） ０．９ （０．１２） －３．８ （３．２２）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５．２ （２．９１） ０．８ （０．０８） －５．４ （２．２２）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６．４ （３．３８） ０．８ （０．１３） －３．９ （３．５９）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１．６ （１．７４） １．１ （０．１０） ３．２ （２．３７）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４．８ （３．２２） ０．７ （０．１１） －９．４ （３．５４）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５ （２．８０） １．１ （０．１３） ３．２ （２．９３）

英国（苏格兰） ７．７ （２．０３） １．１ （０．０９） ３．１ （２．０９）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７ （２．０８） ０．９ （０．０７） －２．５ （１．７７）

比利时（法语区） －１２．５ （２．５７） ０．８ （０．０７） －６．５ （１．９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５．８ （３．４７） ０．９ （０．１２） －２．９ （３．２６）

芬兰（讲芬兰语） ４．４ （１．９３） １．１ （０．０６） ２．８ （１．５１）

芬兰（讲瑞典语） ３．４ （３．６２） １．０ （０．１３） －０．８ （３．４９）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９ （１．８８） １．０ （０．０８） ０．１ （２．０７）

英国（威尔士） ４．９ （７．４１） ０．９ （０．３１） －２．１ （８．２０）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面向明日世界的学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犘犐犛犃）２００３报告　　４２５　　

　
附
　
录

　
Ｂ２

表Ｂ２．１１（参见表５．２ａ，附录Ａ１）

校长对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的认知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指数 依该国影响校风学生因素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１５ （０．０６）－１．０５ （０．０１）－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７５ （０．０６） ５４０ （４．９） ５２３ （６．３） ５２４ （６．２） ５５８ （１２．２）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４１ （０．０２）－１．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７６ （０．０２） １．８５ （０．０２） ５４６ （４．９） ５５５ （９．４） ５６３ （６．１） ５２５ （５．６）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３３ （０．１１）－０．９６ （０．０６）－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７０ （０．０６） １．６８ （０．１６）
４８０ （７．２） ５１１ （２４．１） ５３４ （１３．１） ５５３ （１６．６）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０．１１ （０．１２）－１．００ （０．１２）－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４６ （０．０５） １．１１ （０．０８） ４６５ （１１．６） ４９７ （１１．５） ５０５ （１１．６） ５０９ （７．９）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０．１０ （０．１１）－１．０４ （０．１２）－０．３０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８１ （０．１３） ４５７ （１３．２） ４９０ （１４．４） ５１９ （９．３） ４９５ （１３．９）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３１ （０．１３）－０．８６ （０．１４）－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６８ （０．０５） １．５０ （０．１６） ４７２ （１２．８） ５２６ （１４．５） ５２０ （１０．６） ５２６ （８．６）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５９ （０．０９）－０．７３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８３ （０．０３） ２．０８ （０．０８） ４８８ （５．２） ５００ （５．８） ５０６ （５．８） ５１３ （５．０）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１６ （０．１３）－１．３４ （０．１２）－０．５４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０５） １．０５ （０．０８） ４９３ （８．６） ４９４ （８．５） ５０７ （９．０） ５１８ （７．５）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５０ （０．１８）－０．７６ （０．１４）－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８１ （０．０７） １．９８ （０．１５） ４８１ （９．５） ４８６ （９．９） ５０２ （７．８） ５０９ （１１．４）

英国（苏格兰） －０．１１ （０．０６）－０．９９ （０．０６）－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１０） ５００ （５．６） ５２０ （４．４） ５３２ （７．３） ５４４ （５．７）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７６ （０．０７）－０．５４ （０．０９） ０．４２ （０．０３） １．１３ （０．０３） ２．０３ （０．０５） ４８９ （１０．０） ５５３ （９．９） ５６８ （７．２） ５９７ （７．１）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１５ （０．１０）－１．３１ （０．０７）－０．６１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１．１６ （０．１１） ４５９ （１４．７） ４６７ （１３．３） ５３０ （１０．１） ５４３ （７．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１０ （０．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０１） ４２５ （６．２） ５３７ （７．０） ５５４ （６．１） ５４５ （６．０）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１１ （０．０５）－０．９１ （０．０４）－０．３０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６２ （０．０５） ５３６ （３．４） ５４２ （４．２） ５５３ （３．３） ５４８ （３．８）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７ （０．０１）－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５９ （０．０１） ５１７ （５．７） ５３３ （５．７） ５４５ （６．２） ５４１ （４．２）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０５ （０．０５）－１．０１ （０．０６）－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３） １．２２ （０．０９） ４５７ （７．６） ４９５ （８．７） ５３８ （９．１） ５６９ （８．２）

英国（威尔士） －０．０９ （０．２５）－０．８７ （０．０７）－０．６２ （０．０７）－０．０３ （０．２４） １．２１ （０．１１） ４８０ （１６．６） ５２４ （１３．２） ４９１ （１０．７） ４９７ （１３．３）

影响校风的学生因素
指数每变化一个单位
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
的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用 标准误 比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２．３ （８．６５） ０．９ （０．１３） １．０ （１．４２）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２．４ （２．４８） １．０ （０．１３） ０．１ （０．２８）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２９．７ （５．９９） １．９ （０．４７） １０．９ （４．２４）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２２．７ （５．９７） １．８ （０．４２） ４．７ （２．７３）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６．６ （７．７９） １．９ （０．５０） ５．２ （３．２５）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１６．８ （５．８２） ２．１ （０．４３） ３．６ （２．３０）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７．３ （２．３９） １．３ （０．１５） ０．９ （０．６８）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０．７ （４．１７） １．３ （０．２１） １．４ （１．１０）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１０．７ （５．５３） １．２ （０．２２） １．８ （１．８３）

英国（苏格兰） ２２．９ （３．６７） １．６ （０．１７） ３．９ （１．３７）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４０．３ （４．１２） ２．８ （０．４１） １５．３ （３．３４）

比利时（法语区） ３６．８ （６．６４） １．９ （０．４０） １１．１ （３．７６）

比利时（德语区） １０３．２ （６．９７） ４．８ （０．５３） ２２．３ （２．５５）

芬兰（讲芬兰语） ９．０ （２．９１） １．２ （０．０８） ０．４ （０．２９）

芬兰（讲瑞典语） １１．６ （５．５０） １．５ （０．１８） ０．４ （０．４０）

英国（北爱尔兰） ４７．５ （５．２８） ２．３ （０．２５） ２０．５ （３．３４）

英国（威尔士） １．９ （９．４７） １．８ （０．６９） ０．０ （０．６７）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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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

表Ｂ２．１２（参见表５．３ａ，附录Ａ１）

数学课堂纪律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成绩

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

数学课堂纪律指数 依该国纪律风气指数四等分计算的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０９ （０．０４）－１．３０ （０．０３）－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６３ （０．０５） ５２５ （６．２） ５２４ （５．８） ５３５ （７．３） ５６０ （７．７）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０８ （０．０３）－１．３５ （０．０４）－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２） １．４８ （０．０３） ５３０ （７．３） ５４６ （７．０） ５５９ （５．７） ５５７ （６．２）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０４ （０．０７）－１．４１ （０．０３）－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０３）
４９３ （９．９） ５０７ （１０．７） ５２６ （８．１） ５５４ （８．８）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０．１７ （０．０４）－１．５０ （０．０３）－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１４ （０．０４） ４７９ （７．０） ４８７ （５．９） ４９７ （６．８） ５１６ （７．３）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０．２８ （０．０５）－１．５０ （０．０４）－０．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０１ （０．０３） ４７２ （６．５） ４８３ （８．７） ４９９ （５．７） ５１６ （５．７）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１４ （０．０５）－１．４３ （０．０２）－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１） １．１８ （０．０３） ４９１ （８．９） ５０２ （７．２） ５２０ （６．６） ５３１ （６．３）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００ （０．０３）－１．１８ （０．０３）－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２） ４８８ （５．０） ４９５ （４．５） ５０７ （３．４） ５２０ （３．７）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０１ （０．０５）－１．３０ （０．０３）－０．３６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０４） ４８９ （７．３） ４９２ （５．９） ５１０ （５．６） ５２５ （５．２）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０４ （０．０５）－１．１６ （０．０２）－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０４） ４６６ （６．０） ４９１ （６．９） ５０４ （６．５） ５２２ （６．４）

英国（苏格兰） ０．１９ （０．０４）－１．２６ （０．０２）－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１） １．６２ （０．０３） ４８７ （４．４） ５１５ （４．０） ５３６ （３．９） ５６１ （３．６）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１７ （０．０３）－１．１６ （０．０２）－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４４ （０．０１） １．５４ （０．０２） ５３９ （３．５） ５５３ （３．８） ５７１ （３．４） ５８８ （４．１）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１３ （０．０４）－１．３６ （０．０２）－０．５０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３） ４７８ （６．０） ４９５ （５．８） ５１３ （４．６） ５４５ （５．１）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０５ （０．０３）－１．３３ （０．０５）－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４） ４９０ （７．９） ５０６ （６．９） ５１８ （６．２） ５５６ （６．８）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１６ （０．０２）－１．２６ （０．０１）－０．４４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９７ （０．０２） ５３４ （３．２） ５３９ （３．４） ５４５ （３．０） ５６２ （３．５）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０３ （０．０３）－１．０８ （０．０３）－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１．１９ （０．０３） ５１６ （５．２） ５３４ （５．１） ５３９ （４．８） ５５０ （５．７）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２３ （０．０３）－１．１３ （０．０３）－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５５ （０．０１） １．６３ （０．０２） ４８５ （５．２） ５１０ （５．０） ５２４ （４．２） ５４９ （３．８）

英国（威尔士） －０．０４ （０．２１）－１．３８ （０．０６）－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２９ （０．０３） １．４０ （０．０７） ４６７ （１３．８） ４８７ （１３．５） ５０４ （１４．６） ５３７ （１５．５）

纪律风气指数每变化一个
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
的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２．１ （２．５２） １．１ （０．１３） ２．７ （１．１２）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０．０ （３．１２） １．４ （０．２１） ２．１ （１．２６）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２０．２ （５．１６） １．７ （０．２３） ５．８ （２．６２）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１４．０ （３．１３） １．３ （０．１８） ２．８ （１．３５）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１６．１ （３．１３） １．７ （０．２３） ３．５ （１．４０）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１５．１ （３．８３） １．４ （０．２０） ３．３ （１．６５）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１１．１ （２．４０） １．５ （０．１１） １．７ （０．７３）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１．７ （２．９４） １．４ （０．１３） ２．２ （１．１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２１．５ （２．６６） １．７ （０．２２） ５．２ （１．３２）

英国（苏格兰） ２３．９ （２．０５） ２．０ （０．１７） １０．５ （１．７２）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１７．４ （１．７６） １．４ （０．０８） ３．６ （０．７２）

比利时（法语区） ２４．５ （２．４０） １．７ （０．１３） ６．４ （１．１１）

比利时（德语区） ２２．８ （３．２１） １．８ （０．２４） ５．９ （１．６２）

芬兰（讲芬兰语） １０．４ （１．６２） １．３ （０．０７） １．３ （０．３９）

芬兰（讲瑞典语） １２．１ （３．１４） １．５ （０．１７） １．８ （０．９０）

英国（北爱尔兰） ２０．４ （２．１６） １．８ （０．１４） ５．７ （１．０７）

英国（威尔士） ２３．７ （４．７５） １．９ （０．７７） ９．６ （３．７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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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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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３（参见表５．４ａ，附录Ａ１）

校长对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的认知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指数 依该国影响校风教师因素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２０ （０．０９）－１．２３ （０．０４）－０．５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１５） ５２３ （５．０） ５２９ （５．３） ５５１ （８．６） ５４２ （１５．４）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０３ （０．０１）－０．８２ （０．０１）－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７７ （０．０４） ５４９ （５．５） ５５６ （５．４） ５６０ （１０．０） ５２５ （４．９）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１２ （０．１２）－１．０５ （０．０４）－０．２６ （０．０６） ０．４２ （０．０５） １．３６ （０．１５） ５４０ （１４．０） ５２６ （１３．１） ５２３ （１７．１） ４９０ （２１．５）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０．２９ （０．１２）－０．８４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０３） １．３８ （０．１３） ５０４ （１２．４） ４９１ （１０．８） ４８７ （１３．６） ４９３ （１３．２）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０．１０ （０．１３）－１．２５ （０．０８）－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７） １．１５ （０．２０） ４９５ （１５．１） ４９８ （１８．４） ４９５ （１２．０） ４７９ （１２．７）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０４ （０．１３）－１．２６ （０．１５）－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２０ （０．０３） １．２９ （０．２０） ５１０ （１０．５） ５１６ （１０．３） ５２６ （８．３） ４９２ （１６．３）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２８ （０．０８）－０．８９ （０．０６）－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３） １．５７ （０．１０） ４９２ （６．５） ５０６ （５．９） ５０６ （５．１） ５０２ （５．７）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３１ （０．１７）－０．９１ （０．０６）－０．２７ （０．０４） ０．７０ （０．０６） １．７１ （０．１７） ５１０ （１１．４） ５１１ （９．９） ５０４ （８．４） ４８８ （６．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２６ （０．１５）－０．９７ （０．１６）－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４９ （０．０７） １．６０ （０．１５） ４９１ （８．２） ４９９ （８．４） ４９２ （１０．０） ４９５ （１０．９）

英国（苏格兰） －０．０９ （０．０７）－１．０８ （０．０６）－０．３９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４） １．０４ （０．１２） ５０２ （６．３） ５２３ （４．２） ５２８ （６．０） ５４３ （５．８）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６２ （０．０７）－０．４３ （０．０６）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８７ （０．０２） １．７５ （０．０８） ５４０ （１１．３） ５６１ （１０．６） ５５６ （９．０） ５５０ （９．５）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１２ （０．０９）－１．０５ （０．０６）－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８６ （０．１３） ４９４ （１４．７） ４９０ （１２．３） ５１３ （１３．６） ５０２ （１２．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２７ （０．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０．３４ （０．０１）－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０） ５５１ （５．１） ４５５ （９．３） ４９１ （８．５） ５６４ （８．１）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０９ （０．０６）－０．８１ （０．０７）－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９７ （０．０６） ５４１ （３．７） ５４５ （４．０） ５４９ （３．７） ５４５ （４．０）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０１） ５３６ （５．５） ５３２ （５．４） ５３６ （５．５） ５３２ （５．２）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０９ （０．０５）－０．８８ （０．０５）－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２） １．１７ （０．０９） ４６５ （７．３） ５０６ （８．４） ５２５ （１１．２） ５６３ （９．８）

英国（威尔士） ０．２２ （０．３２）－１．１９ （０．３４）－０．３０ （０．１１） ０．５２ （０．１８） １．９０ （０．４７） ５０５ （５．１） ５００ （３０．６） ４９４ （１２．９） ４９３ （１４．１）

影响校风的教师因素指数
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应的

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
的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３．１ （７．２６） １．１ （０．１５） １．８ （２．１７）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７．２ （４．０６） １．２ （０．１８） ０．４ （０．４０）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９．５ （１１．３５） ０．６ （０．２０） ３．９ （４．４４）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２．７ （９．４５） ０．９ （０．２２） ０．１ （０．８１）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７．３ （７．７０） １．０ （０．３７） ０．７ （１．５３）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４．０ （６．５５） １．０ （０．１９） ０．２ （０．８３）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３．０ （３．１４） １．２ （０．１３） ０．１ （０．３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８．１ （５．１８） ０．９ （０．１８） １．０ （１．２７）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１．６ （６．７８） １．０ （０．１９） ０．０ （０．５０）

英国（苏格兰） １６．３ （３．８５） １．５ （０．１７） ２．８ （１．３１）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２．７ （７．０９） １．３ （０．２３） ０．０ （０．４４）

比利时（法语区） ５．５ （１１．１６） １．２ （０．２９） ０．２ （０．９７）

比利时（德语区） １．９ （７．４２） ０．４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９）

芬兰（讲芬兰语） １．８ （３．２６） １．１ （０．０８） ０．０ （０．１１）

芬兰（讲瑞典语） －２．６ （４．４９） ０．９ （０．１２） ０．０ （０．１５）

英国（北爱尔兰） ４１．８ （５．７９） ２．２ （０．２６） １３．１ （２．９１）

英国（威尔士） －４．８ （３．４０） ０．８ （０．３７） ０．５ （０．８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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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４（参见表５．５ａ，附录Ａ１）

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校长对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指数 依该国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１０ （０．０７）－０．９４ （０．０８）－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９６ （０．０２） ５２５ （６．７） ５２２ （５．７） ５３８ （４．３） ５６０ （１４．３）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６３ （０．００）－１．３９ （０．０３）－０．５８ （０．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５４６ （５．１） ５４２ （７．３） ５４５ （６．９） ５５７ （６．１）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４８ （０．１２）－１．５３ （０．１１）－０．５８ （０．００）－０．３１ （０．０７） ０．５１ （０．０７） ５０４ （１４．８） ５１５ （１５．５） ５２８ （１２．２） ５３１ （１３．７）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０．７０ （０．０９）－１．５３ （０．０５）－０．７８ （０．０６）－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１２） ４９４ （１３．８） ４８８ （８．２） ４８７ （９．２） ５０７ （１１．１）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０．７５ （０．１３）－２．００ （０．１０）－０．９１ （０．０９）－０．５６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１４） ５０２ （１０．５） ４９１ （１１．７） ４７７ （１４．４） ４９７ （１５．０）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８４ （０．１３）－１．９３ （０．０６）－１．２１ （０．０４）－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１９） ４９６ （１１．７） ５０６ （８．７） ５２３ （１１．９） ５１９ （１３．０）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２９ （０．０８）－１．３５ （０．０６）－０．５７ （０．００）－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９３ （０．０７） ４８８ （５．０） ５０５ （４．７） ５０４ （５．７） ５１０ （６．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３４ （０．１１）－１．４８ （０．０８）－０．５７ （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７１ （０．１３） ４８７ （６．８） ５１７ （８．７） ５０９ （８．８） ４９９ （８．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３７ （０．１４）－１．３７ （０．０９）－０．５７ （０．００）－０．２７ （０．０９） ０．７２ （０．１６） ４７８ （１０．３） ４８８ （６．４） ４９８ （７．４） ５１４ （９．６）

英国（苏格兰） ０．２３ （０．１０）－０．９０ （０．０８）－０．１９ （０．０６） ０．４８ （０．０５） １．５３ （０．０４） ５１４ （５．７） ５２５ （５．２） ５３１ （５．７） ５２５ （４．９）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１３ （０．０６）－１．０１ （０．０８）－０．５７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４） １．０７ （０．０８） ５３２ （８．２） ５３５ （７．６） ５７４ （７．５） ５６６ （８．９）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７３ （０．０７）－１．６２ （０．０５）－０．９６ （０．０４）－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０７） ４６０ （１１．６） ４９３ （９．４） ５０４ （１０．７） ５４２ （８．２）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４８ （０．００）－１．４８ （０．０４）－０．５７ （０．００）－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０１） ５０５ （６．７） ４９０ （１１．４） ４９７ （９．３） ５６９ （６．５）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３１ （０．０６）－０．８０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５８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５） ５４２ （３．６） ５４４ （４．０） ５４３ （３．５） ５５１ （４．１）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２４ （０．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０１） １．３３ （０．０１） ５３６ （５．６） ５３３ （６．８） ５３１ （５．５） ５３８ （４．９）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５２ （０．０８）－０．８３ （０．１０） ０．２４ （０．０３） １．０２ （０．０４） １．６５ （０．００） ４８３ （６．９） ５０７ （８．９） ５１４ （１０．４） ５５６ （８．４）

英国（威尔士） ０．３０ （０．３２）－０．５８ （０．００）－０．３６ （０．１４） ０．７２ （０．０８） １．４２ （０．１８） ５１３ （１９．１） ５１６ （１５．８） ４８２ （２１．２） ４８０ （７．５）

教师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的认知指数每变化
一个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
的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２３．２ （６．５１） １．２ （０．２８） ４．８ （２．５６）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２．１ （３．５６） １．０ （０．１７） ０．０ （０．１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１．０ （１０．０８） １．３ （０．３７） ０．９ （１．６６）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６．３ （１０．６９） １．３ （０．２４） ０．２ （０．９２）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５ （７．２０） ０．８ （０．２０） ０．１ （０．７８）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１１．０ （８．２３） １．３ （０．２９） １．５ （２．３０）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８．３ （３．３９） １．３ （０．１４） ０．８ （０．６９）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２．４ （４．６９） １．４ （０．２１） ０．１ （０．３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１５．９ （７．０４） １．４ （０．２９） ２．４ （２．０４）

英国（苏格兰） ４．２ （３．２０） １．２ （０．１４） ０．２ （０．３６）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１８．３ （６．６４） １．４ （０．１８） ２．３ （１．６３）

比利时（法语区） ４２．５ （７．５９） ２．０ （０．２８） ８．５ （３．１１）

比利时（德语区） ２１．２ （３．３６） １．１ （０．２０） ３．０ （０．９３）

芬兰（讲芬兰语） ５．２ （２．６０） １．０ （０．０８） ０．３ （０．２７）

芬兰（讲瑞典语） －１．１ （３．１１） ０．９ （０．１３） ０．０ （０．１２）

英国（北爱尔兰） ２５．８ （４．５４） １．７ （０．２０） ７．３ （２．３６）

英国（威尔士） －１８．０ （６．０２） ０．６ （０．２５） ３．３ （２．２４）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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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５（参见表５．６ａ，附录Ａ１）

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指数和依照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指数
依该国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
认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２０ （０．０１）－１．１３ （０．０１）－０．５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８３ （０．００） ５１５ （５．０） ５２３ （７．６） ５４９ （１３．５） ５５９ （４．４）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１０ （０．０２）－０．９３ （０．０４）－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２） １．１０ （０．０１） ５５４ （８．６） ５５７ （５．８） ５３２ （４．８） ５４６ （５．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１４ （０．１２）－１．１７ （０．１０）－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６２ （０．０３） １．１４ （０．０５） ４９２ （１５．１） ５０７ （１０．４） ５６１ （１６．０） ５１７ （２４．５）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０．１３ （０．１２）－１．１０ （０．０７）－０．４７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６） ０．８４ （０．０９） ４９３ （１２．３） ４９６ （９．４） ４９１ （７．９） ４９５ （１３．６）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０．２０ （０．１０）－１．２８ （０．０８）－０．５１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４） ０．８９ （０．１０） ４６８ （１２．９） ４９１ （１９．８） ５０１ （１０．０） ５１４ （１２．６）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０３ （０．１３）－１．４１ （０．０８）－０．２８ （０．１１） ０．５６ （０．０６） １．２４ （０．０８） ４７９ （１２．７） ５０７ （１２．９） ５１６ （１３．７） ５４２ （９．８）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４２ （０．０８）－１．４１ （０．０５）－０．７８ （０．０２）－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６８ （０．０７） ４８５ （４．６） ５０４ （５．５） ５０６ （５．０） ５１１ （６．２）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６９ （０．０９）－１．４７ （０．０７）－１．０５ （０．０２）－０．４６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０７） ４８２ （９．７） ４９１ （９．８） ５１５ （８．４） ５２６ （８．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０５ （０．１２）－１．０９ （０．０７）－０．３４ （０．０８） ０．２６ （０．０７） ０．９９ （０．０８） ４７５ （１１．２） ４９８ （６．６） ４９０ （６．８） ５１６ （１０．７）

英国（苏格兰） ０．３４ （０．０９）－０．５６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３５ （０．０４） １．５５ （０．１５） ５１４ （６．０） ５１９ （７．０） ５２５ （６．５） ５３７ （６．５）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１３ （０．０６）－１．１４ （０．０４）－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７５ （０．０８） ５１３ （１０．４） ５６９ （６．７） ５６４ （８．０） ５７０ （９．２）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４１ （０．０７）－１．３９ （０．０５）－０．７２ （０．０４）－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５７ （０．０５） ４３４ （１１．９） ５０６ （１４．０） ５２４ （１０．６） ５３９ （９．４）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５４ （０．００）－１．３６ （０．０１）－０．６３ （０．０１）－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４３８ （６．３） ５２９ （６．４） ５２８ （６．７） ５６５ （６．５）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０２ （０．０７）－１．０３ （０．０６）－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８） ５３４ （４．９） ５４３ （４．０） ５４８ （４．３） ５５５ （４．０）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０７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１） １．３１ （０．０１） ５２９ （５．１） ５３８ （６．１） ５２８ （５．９） ５４２ （５．３）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６４ （０．０６）－０．５３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９０ （０．０５） ２．０９ （０．０７） ４６６ （７．８） ４８２ （６．６） ５３０ （９．２） ５８２ （６．４）

英国（威尔士）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１１） １．００ （０．０７） ４９２ （１８．２） ４８１ （１６．８） ５２１ （１３．８） ４９８ （１４．３）

校长对学生学习热情和努力程度的认知指数
每变化一个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
的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２７．２ （３．０８） １．５ （０．１８） ６．０ （１．３３）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０．５ （３．６９） １．０ （０．２０） １．１ （０．７７）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８．８ （１１．５０） １．６ （０．５１） ３．４ （４．１９）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０．９ （９．６７） １．１ （０．２５） ０．０ （０．６４）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３．２ （７．８７） １．６ （０．４２） ５．２ （３．３９）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２２．３ （６．８２） １．８ （０．４３） ７．３ （４．０１）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１２．６ （３．０８） １．４ （０．１４） １．６ （０．８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２６．６ （７．６２） １．７ （０．２５） ４．６ （２．５３）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１７．２ （７．４１） １．５ （０．３４） ２．５ （２．２２）

英国（苏格兰） １０．９ （３．２６） １．２ （０．１４） １．４ （０．８１）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３２．５ （８．１６） １．９ （０．３２） ５．３ （２．７６）

比利时（法语区） ５０．７ （６．９０） ２．７ （０．４２） １３．３ （３．６２）

比利时（德语区） ８１．７ （５．０２） ４．１ （０．４９） ２０．８ （２．２２）

芬兰（讲芬兰语） ９．５ （２．８２） １．２ （０．１０） ０．９ （０．５４）

芬兰（讲瑞典语） ４．７ （３．０１） １．２ （０．１５） ０．３ （０．３５）

英国（北爱尔兰） ４２．９ （３．０１） ２．２ （０．２４） ２３．４ （２．４７）

英国（威尔士） １８．１ （１７．９３） １．３ （０．５７） ０．９ （１．６７）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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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６（参见表５．１５，附录Ａ１）

师资短缺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师资短缺指数 依各国师资短缺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２２ （０．０８）－０．７８ （０．０８）－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０） １．２２ （０．０７） ５６８ （１１．１） ５３２ （５．０１） ５３１ （３．８５） ５１５ （７．５）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０８ （０．０１）－１．１３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４６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２） ５５２ （４．８） ５２０ （６．５２） ５７４ （６．００） ５４４ （５．５）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２８ （０．１０）－０．５８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４５ （０．００） １．１０ （０．１９） ５３５ （１５．５） ５１５ （１３．２９） ５３４ （１６．０４） ４９３ （１８．３）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０．２７ （０．１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６８ （０．０５）－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８４ （０．１１） ４７４ （１１．７） ４９８ （１１．８５） ５０７ （６．８４） ４９６ （１６．０）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０．２８ （０．１２）－０．９８ （０．０８）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５５ （０．０２） １．２２ （０．１６） ４８０ （１３．８） ５１３ （１０．０５） ５０２ （１２．４５） ４６７ （２０．３）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３０ （０．０９）－０．６３ （０．１３）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２） １．０３ （０．１０） ４９５ （１４．０） ５３３ （９．３９） ５１１ （１４．５６） ５０７ （８．０）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２６ （０．１０）－１．２１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４７ （０．０４） １．８５ （０．１８） ４９８ （５．２） ４９８ （５．４１） ５０８ （６．１８） ５０３ （５．５）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５０ （０．１５）－１．２１ （０．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９３ （０．３６） ５００ （７．４） ５０２ （７．０６） ５１９ （１２．１８） ４９２ （１０．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５１ （０．１５）－１．２１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５）－０．３７ （０．０６） ０．５９ （０．３０） ４９４ （９．４） ５０２ （７．９９） ４９９ （６．６０） ４８２ （７．４）

英国（苏格兰） －０．１４ （０．０９）－１．２１ （０．００）－０．６９ （０．０７） ０．３２ （０．０３） １．０１ （０．０７） ５３７ （５．５） ５２７ （５．５６） ５２４ （４．３８） ５０７ （６．２）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１５ （０．０７）－１．２１ （０．００）－０．６２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２） １．０３ （０．０９） ５７１ （８．５） ５５７ （７．２７） ５５０ （９．９６） ５３８ （１１．５）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８０ （０．０８）－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９４ （０．０２） １．８４ （０．１４） ５０７ （１１．２） ４９０ （１３．２６） ５１５ （１２．７６） ４８１ （１５．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５６ （０．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０） １．５４ （０．０１） ５４３ （６．６） ５３２ （６．４７） ５３１ （６．０８） ４５４ （５．６）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５８ （０．０５）－１．２１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３）－０．３９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５） ５４３ （３．８） ５４３ （３．５３） ５５１ （４．００） ５４２ （３．６）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１２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０１） ５２０ （６．２） ５３９ （６．７５） ５４６ （５．２２） ５３２ （４．４）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３２ （０．０６）－１．２１ （０．００）－０．７８ （０．０３）－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７７ （０．０４） ５１５ （６．９） ５３３ （７．０９） ５１９ （１０．１５） ４９３ （１０．３）

英国（威尔士） －０．６５ （０．３７）－１．２１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７６ （０．０６） ０．５８ （０．５０） ４９３ （１６．６） ４９０ （１８．７３） ５０９ （２４．３２） ５００ （２０．４）

师资短缺指数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处于该指数最高１／４的学生其数学

成绩更可能处于该国数学平均成绩分布
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２３．８ （６．６６） ０．６ （０．１２） ４．８ （２．９１）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０ （３．２２） １．０ （０．１５） ０．０ （０．１４）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９．７ （１３．１５） ０．７ （０．２４） ２．４ （２．８９）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１０．２ （１０．８７） １．４ （０．２９） ０．９ （２．３２）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５．５ （１０．０８） １．３ （０．３３） ０．３ （１．３４）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２．１ （１１．４３） １．３ （０．３２） ０．０ （０．６６）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５ （２．２０） １．１ （０．１１） ０．０ （０．１１）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０ （３．７６） １．１ （０．１７） ０．０ （０．１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７．０ （４．８３） １．１ （０．２０） ０．４ （０．５５）

英国（苏格兰） －１２．２ （３．５７） ０．７ （０．１０） １．７ （１．０１）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１４．０ （５．９０） ０．７ （０．１２） １．５ （１．３０）

比利时（法语区） －１２．２ （８．９５） ０．７ （０．１６） ０．９ （１．３６）

比利时（德语区） －６０．９ （４．２７） ０．６ （０．０８） １６．２ （２．１７）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３ （３．３２） １．０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５）

芬兰（讲瑞典语） ７．７ （４．０１） １．３ （０．１５） ０．４ （０．３６）

英国（北爱尔兰） －１２．６ （６．４１） １．０ （０．１４） １．１ （１．１３）

英国（威尔士） ５．２ （６．９２） １．３ （０．７１） ０．３ （０．７３）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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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７（参见表５．１７，附录Ａ１）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依该国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３３ （０．０６）－０．８８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７２ （０．０１） １．３４ （０．０１） ５３８ （１４．５） ５２８ （８．８） ５４８ （４．６） ５３１ （５．２）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３２ （０．０５）－０．７６ （０．０３）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５２ （０．０１） １．２５ （０．０３） ５４３ （５．６） ５４６ （８．９） ５５６ （６．７） ５４６ （３．８）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１２ （０．１２）－０．９９ （０．１９）－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４） １．３１ （０．０９） ４８９ （１８．８） ５２４ （１２．０） ５３７ （１３．５） ５２８ （１５．０）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０．０５ （０．１５）－１．２２ （０．１０）－０．２７ （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０７） １．３１ （０．０９） ４８４ （１８．５） ５０５ （９．６） ４９１ （９．１） ４９７ （１４．７）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０．１９ （０．０９）－１．０３ （０．０９）－０．４２ （０．０５）－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７６ （０．１２） ４９９ （１３．３） ４９１ （１２．９） ４９２ （１４．２） ４８５ （１４．０）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１９ （０．１５）－１．５１ （０．１７）－０．３７ （０．０３）－０．０７ （０．０３） １．２１ （０．１３） ４９４ （１１．４） ５１７ （１１．８） ５１５ （１４．５） ５１８ （１３．７）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２３ （０．０８）－１．２０ （０．１２）－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７１ （０．０４） １．４９ （０．００） ４９２ （４．９） ５０２ （６．６） ５０５ （６．５） ５０８ （６．３）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２８ （０．１４）－１．０５ （０．１８）－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８０ （０．０７）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１） ４９９ （１０．７） ５０４ （８．９） ５０９ （９．３）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４４ （０．１１）－０．５８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７０ （０．０５） １．４５ （０．０２） ４９５ （７．３） ４８２ （８．６） ４９１ （８．６） ５１０ （１２．２）

英国（苏格兰） ０．１４ （０．０８）－０．９２ （０．０９）－０．２３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５） １．３３ （０．０５） ５２３ （６．７） ５２５ （５．０） ５２７ （６．１） ５２１ （７．０）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２６ （０．０８）－０．９８ （０．１２）－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５７ （０．０３） １．４９ （０．００） ５５３ （８．９） ５５８ （９．８） ５５４ （１１．０） ５４７ （９．７）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１４ （０．１０）－１．２６ （０．１１）－０．５４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１７ （０．０８） ５２４ （９．８） ４９７ （１１．６） ４８９ （１３．９） ４７９ （１０．９）

比利时（德语区） －１．２２ （０．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１．５４ （０．０２）－０．８７ （０．０１）－０．１６ （０．０１） ４６４ （６．３） ５６６ （７．３） ５１８ （６．８） ５１３ （５．３）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２５ （０．０８）－１．４１ （０．０９）－０．６１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９５ （０．０７） ５４３ （４．６） ５５１ （３．８） ５４３ （３．４） ５４３ （３．５）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１４ （０．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９１ （０．０２） ５３１ （６．１） ５３９ （６．２） ５３４ （５．５） ５３３ （５．３）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１８ （０．０９）－１．５４ （０．０８）－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２） １．１２ （０．０６） ５１２ （１０．１） ５１７ （１０．６） ５１４ （１０．８） ５１６ （９．９）

英国（威尔士） ０．０３ （０．１５）－０．７７ （０．３４）－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３６ （０．０７） ０．６７ （０．１１） ５０４ （５．２） ４９２ （２３．４） ５１３ （１３．０） ４８２ （１１．６）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每变化
一个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
的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３ （５．３６） １．２ （０．２０） ０．０ （０．３０）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３．６ （３．０４） １．１ （０．１３） ０．２ （０．２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２．１ （９．３６） １．７ （０．５３） １．３ （１．９８）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６．１ （１０．１３） １．４ （０．４３） ０．５ （１．５６）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４．９ （１０．１８） ０．９ （０．２９） ０．２ （０．９６）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９．５ （６．３１） １．３ （０．２７） １．３ （１．８１）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５．１ （２．４８） １．２ （０．１２） ０．４ （０．４４）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２．８ （４．８４） １．１ （０．２５） ０．１ （０．４８）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７．１ （７．１５） １．０ （０．１７） ０．４ （０．８５）

英国（苏格兰） －２．１ （４．３２） １．１ （０．１５） ０．１ （０．３１）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７ （５．７１） ０．９ （０．１６） ０．０ （０．２３）

比利时（法语区） －１６．５ （５．３９） ０．６ （０．１１） ２．２ （１．４３）

比利时（德语区） １５．２ （３．７２） ２．７ （０．３１） １．６ （０．８０）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８ （２．２０） １．０ （０．０８） ０．０ （０．０７）

芬兰（讲瑞典语） １．２ （２．９４） １．２ （０．２０） ０．０ （０．１２）

英国（北爱尔兰） １．７ （５．３８） １．０ （０．１８） ０．０ （０．３６）

英国（威尔士） －５．９ （９．８１） ０．９ （０．３６） ０．２ （０．５６）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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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８（参见表５．１８，附录Ａ１）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和依各国（地区）该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基于校长的报告和该校１５岁学生的比例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 依该国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四等分计算的学生数学成绩

所有学生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最低１／４ 第二个１／４ 第三个１／４ 最高１／４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
指数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平均分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０．６５ （０．０５）－０．４３ （０．１０）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９０ （０．０２） １．８１ （０．０１） ５２７ （１８．５） ５４８ （５．１） ５２１ （６．３） ５５０ （３．６）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０．９０ （０．０１）－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５９ （０．０２） ０．９３ （０．０１） ２．１１ （０．０１） ５３７ （５．１） ５４８ （９．７） ５５１ （４．７） ５５３ （４．８）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０．１７ （０．１１）－０．６６ （０．１６）－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３） １．０４ （０．１３） ４７９ （１９．５） ５３６ （１２．４） ５４７ （１５．５） ５１５ （１５．５）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０．３５ （０．１８）－１．１４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７４ （０．０６） １．７８ （０．０９） ４８４ （１７．６） ５０８ （１０．７） ４８５ （８．３） ５００ （１４．５）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０．２１ （０．１１）－０．７３ （０．０８）－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３７ （０．０３） １．２９ （０．１４） ４５３ （１７．８） ４９４ （１３．８） ５１５ （１３．０） ４９９ （９．９）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２５ （０．１４）－１．１６ （０．１３）－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４８ （０．０７） １．８３ （０．１４） ４９０ （１０．２） ５０９ （１３．９） ５１４ （１６．６） ５３１ （１３．３）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０．１３ （０．０９）－１．２４ （０．０８）－０．２８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０３） １．６１ （０．１０） ４９１ （４．９） ４９４ （６．３） ５０５ （６．０） ５１８ （５．１）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０．３９ （０．１１）－１．３２ （０．１５）－０．７１ （０．０３）－０．２１ （０．０３） ０．６７ （０．２１） ５０１ （９．２） ４９７ （８．８） ５０９ （１２．１） ５０５ （８．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０．３０ （０．１０）－０．５８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３） １．２２ （０．１４） ４９０ （８．４） ４９０ （９．４） ４９７ （１２．１） ５００ （９．６）

英国（苏格兰） ０．５３ （０．０９）－０．４４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６４ （０．０４） １．８７ （０．０９） ５１４ （６．５） ５２９ （８．７） ５２８ （６．５） ５２５ （６．２）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０．５１ （０．０８）－０．５５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７０ （０．０３） １．６９ （０．０７） ５２８ （１１．０） ５６１ （１０．０） ５６１ （９．３） ５６２ （１０．７）

比利时（法语区） －０．２５ （０．１０）－１．３０ （０．０９）－０．５９ （０．０２）－０．１０ （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１３） ５３１ （１３．５） ５１０ （１０．９） ４９７ （１３．５） ４５７ （１５．７）

比利时（德语区） －０．０３ （０．００）－０．６７ （０．０１）－０．２２ （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８８ （０．０１） ５２３ （５．３） ４８９ （９．５） ４８２ （１２．１） ５６６ （７．４）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０２ （０．０６）－０．８４ （０．０６）－０．２５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８６ （０．０９） ５４６ （４．３） ５４７ （４．４） ５４２ （３．６） ５４３ （３．７）

芬兰（讲瑞典语） －０．０６ （０．００）－０．６０ （０．０１）－０．３２ （０．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８０ （０．０１） ５３９ （６．０） ５３７ （６．１） ５２５ （５．４） ５３６ （６．０）

英国（北爱尔兰） ０．３９ （０．１１）－０．７８ （０．０８）－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５０ （０．０４） １．９２ （０．０８） ４９６ （９．４） ５１１ （９．６） ５２０ （１１．７） ５３３ （１１．９）

英国（威尔士） ０．０８ （０．２１）－０．７６ （０．０５）－０．２６ （０．１８） ０．２８ （０．０２） １．０９ （０．３１） ４８１ （１７．０） ５０３ （１２．８） ５０５ （２２．０） ５０３ （２０．４）

学校教育资源质量指数每变化
一个单位对应的数学成绩变化

该指数处于最低１／４
的学生更可能也处于该国

数学成绩分布最低１／４的程度
对学生成绩方差的解释率（狉２×１００）

效　用 标准误 比　率 标准误 百分比 标准误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７．８ （５．４０） １．４ （０．２５） ０．７ （１．０２）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５．５ （３．２８） １．３ （０．１９） ０．４ （０．３９）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０．７ （１２．４１） ２．２ （０．６７） ０．７ （１．５６）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５．９ （８．９０） １．４ （０．３８） ０．６ （１．８８）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１９．０ （１１．４４） ２．３ （０．６３） ３．１ （３．５３）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１３．１ （５．８３） １．６ （０．３４） ３．１ （２．７７）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１０．５ （２．０３） １．３ （０．１３） ２．０ （０．８２）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１ （５．６７） １．１ （０．２２） ０．０ （０．２５）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２．５ （７．０８） １．０ （０．１８） ０．０ （０．３８）

英国（苏格兰） ２．２ （３．９１） １．３ （０．１６） ０．１ （０．２２）

未经认可的区域

比利时（弗拉芒语区） １３．５ （６．８３） １．５ （０．２７） １．３ （１．３２）

比利时（法语区） －２４．８ （８．８６） ０．５ （０．１６） ４．５ （２．９７）

比利时（德语区） ３４．１ （４．０９） ０．７ （０．０９） ４．４ （１．０３）

芬兰（讲芬兰语） ０．３ （２．８６） ０．９ （０．０７） ０．０ （０．０５）

芬兰（讲瑞典语） －３．３ （４．５５） ０．９ （０．１４） ０．１ （０．２０）

英国（北爱尔兰） １３．１ （６．１５） １．３ （０．１９） ２．１ （１．８９）

英国（威尔士） ２．４ （１１．９６） １．８ （０．７０） ０．１ （０．９５）

注：粗体字表示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参见附录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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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１９（参见表Ａ３．１，附录Ａ３）

犘犐犛犃目标总体和样本

国家（地区）

总体和样本信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５岁

总体

７年级或

以上的１５岁

在校生

总体

国家（地区）

希望的目标

总体

学校生

面上的

剔除量

学校层面剔

除后，校内剔

除 前，国 家

（地区）期望

的目标总体

所有学校

层面剔除

的百分比

参与

学生数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４９０８ ４０８７ ４０８７ 　９ ４０７７．８８ ０．２２ １２６４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４５３４ ４１９９ ４１９９ ７７ ４１２２．１５ １．８３ １０３０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７６２６９ ７４９９４ ７４９９４ ２５２ ７４７４１．８９ ０．３４ １５４５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３３３４０ ３３２４２ ３３２４２ １８５ ３３０５６．８１ ０．５６ １５６５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７１１１ ２９２０８ ２９２０８ １６１ ２９０４７．２３ ０．５５ １５０９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３７８４３ ３６３８８ ３６３８８ ２４２ ３６１４５．５３ ０．６７ １５３８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１８１６０ １７７５３ １７７５３ １５ １７７３８．００ ０．０８ ３８８５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２４２１０ ２１５８０ ２１５８０ １０９ ２１４７１．００ ０．５１ １４９０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６２９４６ ６１８２９ ６１８２９ ５７６ ６１２５３．００ ０．９３ １５１６

英国（苏格兰） ６５９１３ ６３９５０ ６３９５０ ９１７ ６３０３３．００ １．４３ ２７２３

国家（地区）

总体和样本信息 覆盖率指数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参与学

生数的

加权值

剔除

学生数

剔除

学生数

加权值

校内

剔除率

（％）

总的

剔除率

（％）

覆盖指数１：

国家（地区）

期望总体

的覆盖率

覆盖指数２：

国家（地区）

在校生总体

的覆盖率

覆盖指数３：

在校总体的

百分比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３４６４ ２５ ６７ １．９０ ２．１１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８３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３３２４ ２０ ７３ ２．１６ ３．９５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６３９１６ ３８ ２０３７ ３．０９ ３．４１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８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３０１０７ ２７ ５２２ １．７０ ２．２５ ０．９８ ０．９８ １．００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２５７２２ ２１ ３４６ １．３３ １．８７ ０．９８ ０．９８ １．０８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３０８５４ ２２ ４１６ １．３３ １．９９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６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１６９７８ ５６ ２５２ １．４６ １．５５ ０．９８ ０．９８ ０．９８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８２２４ ９５ １０５７ ５．４８ ５．９６ ０．９４ ０．９４ ０．８９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５０４８４ ６１ １８４７ ３．５３ ４．４３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８

英国（苏格兰） ５８５５９ ３９ ７１５ １．２１ ２．６２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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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２０（参见表Ａ３．２，附录Ａ３）

剔除情况

国家（地区）

学生剔除量（未加权）

（１） （２） （３） （４） （５）

因能力（１类）

被剔除的

学生数量

因残疾（２类）

被剔除的

学生数量

因语言因素（３类）

被剔除的

学生数量

因其他原因（４类）

被剔除的

学生数量

被剔除的

学生总量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 ２０ ４ ０ ２５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５ ４ １１ ０ ２０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４ １６ １８ ０ ３８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２ １１ １４ ０ ２７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５ ９ ７ ０ ２１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 １６ ６ ０ ２２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５ ４４ ７ ０ ５６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 ７５ １９ ０ ９５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３ ４６ １２ ０ ６１

英国（苏格兰） １ ３６ ２ ０ ３９

国家（地区）

学生剔除量（加权后）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因残疾（１类）

被剔除的学生的

加权数量Ｗ

因残疾（２类）

被剔除的学生的

加权数量

因语言因素（３类）

被剔除的学生的

加权数量

因其他原因（４类）

被剔除的学生的

加权数量

加权后的

被剔除学生

总量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９ 　４６ 　１１ ０ 　６７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５ ９ ５０ ０ ７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３０ ８０２ １１０５ ０ ２０３７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５６ ２１２ ２５４ ０ ５２２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７５ １２８ １４３ ０ ３４６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０ ２９８ １１８ ０ ４１６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２８ １８６ ３８ ０ ２５２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７ ８４４ ２０６ ０ １０５７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９１ １３７２ ３８５ ０ １８４７

英国（苏格兰） １９ ６６０ ３５ ０ 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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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Ｂ２．２１（参见表Ａ３．３，附录Ａ３）

应答率

国家（地区）

初始样本 学校替补前

（１） （２） （３） （４） （５）

替补前学校

参与率加权值

（％）

应答学校数

加权值（根据
学生数加权）

样本学校（响
应和未应答）
数加权值（同
样根据学生数

加权）

应答学校数

（未加权）

应答和未

应答学校数

（未加权）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６７ ３９６７ ４３ ４３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６２ ３９６２ ３３ ３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００．００ ７２６５７ ７２６５７ ５２ ５２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９６．１２ ３２２４９ ３３５５２ ５５ ５７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９５．９３ ２７１２０ ２８２７２ ５０ ５２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９７．９７ ３４３４４ ３５０５６ ５１ ５２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９８．５８ １７８０３ １８０５９ １３９ １４１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９８．４５ ２０６２５ ２０９５０ ５０ ５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９７．９５ ５８３８５ ５９６０９ ４９ ５０
英国（苏格兰） ７８．３２ ４９１９８ ６２８１４ ８４ １０８

国家（地区）

最终样本 学校替补后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替补后学校

参与率加权值

（％）

应答学校数

加权值（同样依
据学生数加权）

样本学校（响
应和未应答）
数加权值（同
样依据学生数

加权）

应答学校数

（未加权）

应答和未

应答学校数

（未加权）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６７ ３９６７ ４３ ４３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６２ ３９６２ ３３ ３３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１００．００ ７２６５７ ７２６５７ ５２ ５２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５５２ ３３５５２ ５７ ５７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２７２ ２８２７２ ５２ ５２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０５６ ３５０５６ ５２ ５２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０４７ １８０４７ １４１ １４１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９１１ ２０９１１ ５１ ５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１００．００ ５９６０９ ５９６０９ ５０ ５０
英国（苏格兰） ８８．８９ ５５７３７ ６２７９４ ９６ １０８

国家（地区）

最终样本 学校替补后的学生数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替补后的学生

参与率加权值

（％）

测试的学生数

（加权值）

样本学生（测
试的和缺席的）
数（加权值）

测试的学生数

（未加权）

样本学生（测
试的和缺席的）
数（未加权）

经认可的区域
意大利（南蒂罗尔省） ９６．１３ ３３３１ ３４６４ １２６４ １３１８
意大利（特兰多省） ９５．９７ ３１９０ ３３２４ １０３０ １０７８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９５．４８ ６１０２４ ６３９１６ １５４５ １６２０
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 ９４．１５ ２８３４４ ３０１０７ １５６５ １６６１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 ９３．０４ ２３９３１ ２５７２２ １５０９ １６１７
意大利（威尼托大区） ９３．８４ ２８９５４ ３０８５４ １５３８ １６４０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 ９５．３８ １６１９５ １６９７８ ３８８５ ４０７２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莱昂） ９３．２８ １７０００ １８２２４ １４９０ １６００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９２．９５ ４６９２２ ５０４８４ １５１６ １６３４
英国（苏格兰） ８５．１４ ４４３０８ ５２０４２ ２６９２ ３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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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共同协作的犘犐犛犃，其构建和实施

简介

ＰＩＳＡ是一项共同协作的项目，它集中各参与国（地区）科学性的专业知识，各国（地区）政府

共同关注的政策问题是其方向所在。

在ＯＥＣＤ的目标框架下，代表各国（地区）的ＰＩＳＡ管理委员会决定ＰＩＳＡ优先关注的政策，

并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做到，包括指标构建、评估工具发展以及结果报告中的优先性。

参与国（地区）的专家们还要为一个工作团队服务，该团队负责将政策目标与国际上最优秀

的专业技术联系起来。通过加入这些专家团队，各国（地区）能够确信所使用的工具在国际间有

效且兼顾了各ＯＥＣＤ成员文化和教育环境的差异，评估材料具有良好的测量特性，并且这些工具

强调真实性以及教育上的有效性。

通过国家（地区）项目负责人，参与国家（地区）依照一致同意的实施步骤在国家（地区）层面

实施ＰＩＳＡ。国家（地区）项目负责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他／她要确保高质量地实施测评，核查并评

估测评的结果、分析、报告和公开发布。

在ＰＩＳＡ管理委员会所确定的框架下，该测评的设计和实施由一个称为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

的国际协作组织负责，该组织由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ＡＣＥＲ）领导。其中的合作机构还有荷

兰国家教育测量研究院（Ｃｉｔｏｇｒｏｅｐ）、日本国家教育研究院（ＮＩＥＲ）、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ＥＴＳ）以及美国的ＷＥＳＴＡＴ。

ＯＥＣＤ秘书处负责整个项目的管理，时刻监督其实施过程，作为ＰＩＳＡ管理委员会的秘书处，

它要使各国（地区）达成一致意见，并且要作为中间人，联系和协调ＰＩＳＡ管理委员会和负责具体

实施的国际专业协作组织。另外，ＯＥＣＤ秘书处要与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共同合作，充分听取成

员在政策层面（ＰＩＳＡ管理委员会）和实施层面（国家（地区）项目负责人）的意见，以确定指标、进

行分析、准备并发表国际报告。

下列是不同的ＰＩＳＡ团队和为ＰＩＳＡ做出贡献的专家和顾问。

犘犐犛犃管理委员会成员

主席：Ｒｙｏ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澳大利亚：ＷｅｎｄｙＷｈｉｔｈａｍ

奥地利：ＨｅｌｍｕｔＢａｃｈｍａｎｎａｎｄＪüｒｇｅｎ

　Ｈｏｒｓｃｈｉｎｅｇｇ

比利时：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Ｂａｒｔｈéｌéｍ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ＢｌｏｎｄｉｎａｎｄＬｉｓｅｌｏｔｔｅｖａｎｄｅＰｅｒｒｅ

巴西：ＥｌｉｅｚｅｒＰａｃｈｅｃｏ

加拿大：ＳａｔｙａＢｒｉｎｋａｎｄＤｉａｎｎｅＰｅｎｎｏｃｋ

捷克：ＪａｎＫｏｕｃｋｙ

丹麦：ＪｒｇｅｎＢａｌｌｉｎｇ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芬兰：ＪａｒｉＲａｊａｎｅｎ

法国：ＧéｒａｒｄＢｏｎｎｅｔ

德国：ＨａｎｓＫｏｎｒａｄＫｏｃｈ，ＥｌｆｒｉｅｄｅＯｈｒｎｂ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ＢｏｔｈｏＰｒｉｅｂｅ

希腊：ＶａｓｓｉｌｉｓＫｏｕｌａｉｄｉｓ

中国香港：ＥｓｔｈｅｒＨｏＳｕｉＣｈｕ

匈牙利：ＰéｔｅｒＶｒｉ

冰岛：ＪúｌíｕｓＫ．Ｂｊｒｎｓｓｏｎ

印度尼西亚：ＢａｈｒｕｌＨａｙ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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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ＧｅｒｒｙＳｈｉｅｌ

意大利：ＧｉａｃｏｍｏＥｌｉａｓ和ＡｎｇｅｌａＶｅｇｌｉａｎｔｅ

日本：Ｒｙｏ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韩国：ＫｙｅＹｏｕｎｇＬｅｅ

拉脱维亚：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ｎｇｒｏ

卢森堡：ＭｉｃｈｅｌＬａｎｎｅｒｓ

中国澳门：ＬａｍＦａｔＬｏ

墨西哥：Ｆｅｌｉｐｅ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Ｒｉｚｏ

荷兰：ＪｕｌｅｓＬ．Ｐｅｓｃｈａｒ

新西兰：ＬｙｎｎｅＷｈｉｔｎｅｙ

挪威：ＡｌｅｔｔｅＳｃｈｒｅｉｎｅｒ

波兰：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Ｄｒｚａｚｄｚｅｗｓｋｉ

葡萄牙：ＧｌｒｉａＲａｍａｌｈｏ

俄罗斯：ＧａｌｉｎａＫｏｖａｌｙｏｖａ

塞尔维亚：ＤｒａｇｉｃａＰａｖｌｏｖｉｃＢａｂｉｃ

斯洛伐克：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Ｒｅｐａｓ

西班牙：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Ｇｉｌ和ＣａｒｍｅＡｍｏｒóｓＢａｓｔé

瑞典：ＡｎｉｔａＷｅｓｔｅｒ

瑞士：Ｋａｔｒｉｎ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和ＨｅｉｎｚＲｈｙｎ

泰国：ＳｕｎｅｅＫｌａｉｎｉｎ

突尼斯：ＮéｊｉｂＡｙｅｄ

土耳其：ＳｅｖｋｉＫａｒａｃａ和ＲｕｈｉＫｉｌ

英国：ＬｏｒｎａＢｅｒｔｒａｎｄ和ＬｉｚＬｅｖｙ

美国：ＭａｒｉａｎｎＬｅｍｋｅ和ＥｌｏｉｓＳｃｏｔｔ

乌拉圭：ＰｅｄｒｏＲａｖｅｌａ

特别顾问：ＥｕｇｅｎｅＯｗｅｎ

犘犐犛犃２００３国家（地区）项目负责人

澳大利亚：Ｊｏｈｎ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和ＳｕｅＴｈｏｍｓｏｎ

奥地利：ＧüｎｔｅｒＨａｉｄｅｒ和ＣｌａｕｄｉａＲｅｉｔｅｒ

比利时：ＬｕｃｖａｎｄｅＰｏｅｌｅ

巴西：ＭａｒｉａｎａＭｉｇｌｉａｒｉ

加拿大：ＴａｍａｒａＫｎｉｇｈｔｏｎ和ＤｉａｎｎｅＰｅｎｎｏｃｋ

捷克：ＪａｎａＰａｌｅｃｋｏｖａ

丹麦：ＪａｎＭｅｊｄｉｎｇ

芬兰：ＪｏｕｎｉＶｌｉｊｒｖｉ

法国：ＡｎｎｅＬａｕｒｅＭｏｎｎｉｅｒ

德国：ＭａｎｆｒｅｄＰｒｅｎｚｅｌ

希腊：ＶａｓｓｉｌｉａＨａｔｚｉｎｉｋｉｔａ

中国香港：ＥｓｔｈｅｒＨｏＳｕｉＣｈｕ

匈牙利：ＰéｔｅｒＶｒｉ

冰岛：ＡｌｍａｒＭｉｄｖｉｋＨａｌｌｄｏｒｓｓｏｎ

印度尼西亚：ＢａｈｒｕｌＨａｙａｔ

爱尔兰：ＪｕｄｉｔｈＣｏｓｇｒｏｖｅ

意大利：Ｍ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ｓａＳｉｎｉｓｃａｌｃｏ

日本：Ｒｙｏ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韩国：ＭｅｅＫｙｅｏｎｇＬｅｅ

拉脱维亚：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ｎｇｒｏ

卢森堡：ＩｒｉｓＢｌａｎｋｅ

中国澳门：ＬａｍＦａｔＬｏ

墨西哥：ＲａｆａｅｌＶｉｄａｌ

荷兰：ＥｒｎａＧｉｌｌｅ

新西兰：ＦｉｏｎａＳｔｕｒｒｏｃｋ

挪威：ＭａｒｉｔＫｊａｅｒｎｓｌｉ

波兰：ＭｉｃｈａｌＦｅｄｅｒｏｗｉｃｚ

葡萄牙：ＬíｄｉａＰａｄｉｎｈａ

俄罗斯：ＧａｌｉｎａＫｏｖａｌｙｏｖａ

塞尔维亚：ＤｒａｇｉｃａＰａｖｌｏｖｉｃＢａｂｉｃ

斯洛伐克：ＰａｕｌｉｎａＫｏｒｓｎａｋｏｖａ

西班牙：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Ｇｉｌ

瑞典：ＫａｒｉｎＴａｕｂｅ

瑞士：ＨｕｇｕｅｔｔｅＭｃＣｌｕｓｋｅｙ

泰国：ＳｕｎｅｅＫｌａｉｎｉｎ

突尼斯：ＮéｊｉｂＡｙｅｄ

土耳其：ＳｅｖｋｉＫａｒａｃａ

英国：Ｒａ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ｋｅｒ，ＧｒａｈａｍＴｈｏｒｐｅ

美国：ＭａｒｉａｎｎＬｅｍｋｅ

乌拉圭：ＰｅｄｒｏＲａｖｅｌａ

犗犈犆犇秘书处

ＡｎｄｒｅａｓＳｃｈｌｅｉｃｈｅｒ（ＰＩＳＡ与成员的总协调）

ＭｉｙａｋｏＩｋｅｄａ（项目管理）

ＣｌａｉｒｅＳｈｅｗｂｒｉｄｇｅ（项目管理）

ＣｌａｕｄｉａＴａｍａｓｓｉａ（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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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ｐｈｉｅＶａｙｓｓｅｔｔｅｓ（统计支持）

ＪｕｌｉｅｔＥｖａｎｓ（管理支持）

Ｋａｔｅ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编辑支持）

犘犐犛犃专家团队

数学专家团队

ＪａｎｄｅＬａｎｇｅ（主席）（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荷兰）

ＷｅｒｎｅｒＢｌｕｍ（主席）（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ａｓｓｅｌ，德国）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Ｂｕｒｊ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斯洛伐克）

ＳｅａｎＣｌｏｓｅ（ＳｔＰａｔｒｉｃｋｓＣｏｌｌｅｇｅ，爱尔兰）

ＪｏｈｎＤｏｓｓｅｙ（顾问，美国）

Ｍａｒｙ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美国）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Ｍａｒｃｉｎｉａｋ（Ｗａｒｓａｗ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波兰）

ＭｏｇｅｎｓＮｉｓｓ（Ｒｏｓｋｉｌｄ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丹麦）

ＫｙｕｎｇＭｅｅＰａｒｋ（Ｈｏｎｇｉ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韩国）

ＬｕｉｓＲｉｃ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ｎａｄａ，西班牙）

ＹｏｓｈｉｎｏｒｉＳｈｉｍｉｚｕ（ＴｏｋｙｏＧａｋｕｇ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日本）

阅读专家团队

ＩｒｗｉｎＫｉｒｓｃｈ（主 席）（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美国）

ＭａｒｉｌｙｎＢｉｎｋｌｅ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美国）

ＡｌａｎＤａｖ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英国）

ＳｔａｎＪｏｎｅ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ａｄａ，加拿大）

ＪｏｈｎｄｅＪｏ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荷兰）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ｄｅＬｉèｇｅ

ＳａｒｔＴｉｌｍａｎ，比利时）

ＰｉｒｊｏＬｉｎｎａｋｙ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Ｊｙｖｓｋｙｌ，芬兰）

ＭａｒｔｉｎｅＲéｍｏ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Ｐéｄａｇｏｇｉｑｕｅ，法国）

科学专家团队

ＷｙｎｎｅＨａｒｌｅｎ（主席）（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ｉｓｔｏｌ，

英国）

ＰｅｔｅｒＦｅｎｓｈａｍ（Ｍｏｎａｓ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澳大利亚）

ＲａｕｌＧａｇｌｉａｒｄ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ｎｅｖａ瑞士）

ＳｖｅｉｎＬ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ｓｌｏ，挪威）

ＭａｎｆｒｅｄＰｒｅｎｚｅ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Ｋｉｅｌ德国）

ＳｅｎｔａＡ．Ｒａｉｚｅ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ＣＩＳＥ），美国）

ＤｏｎｇｈｅｅＳｈｉｎ（ＫＩＣＥ，韩国）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Ｓｔａ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美国）

犘犐犛犃技术顾问团队

ＫｅｉｔｈＲｕｓｔ（主席）（Ｗｅｓｔａｔ）

ＲａｙＡｄａｍｓ（ＡＣＥＲ，澳大利亚）

ＰｉｅｒｒｅＦｏ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ａｎａｄａ，加拿大）

ＡｌｅｔｔａＧｒｉｓａｙ（比利时）

ＬａｒｒｙＨｅｄｇ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美国）

Ｅｕｇｅｎｅ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美国）

ＪｏｈｎｄｅＪｏ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荷兰）

ＩｒｗｉｎＫｉｒｓｃ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教

育测试服务中心，美国）

ＳｔｅｖｅＭａ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新西兰）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ｏｎｓｅｕｒ（ＨａｌｌＳｔａｔＳＰＲＬ，比利时）

ＮｏｒｍａｎＶｅｒｈｅｌｓｔ（Ｃｉｔｏｇｒｏｅｐ，荷兰）

Ｊ．ＤｏｕｇｌａｓＷｉｌｌ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加拿大）

犘犐犛犃专业协作组织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ＲａｙＡｄａｍｓ（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项目主管）

ＡｌｌａＢｅｒｅｚｎｅｒ（数据管理，数据分析）

ＥｖｅｌｉｎｅＧｅｒｂｈａｒｄｔ（数据处理，数据分析）

ＭａｒｔｅｎＫｏｏｍｅｎ（管理）

ＤｕｌｃｅＬａｙ（数据处理）

ＬｅＴｕＬｕｃ（数据处理）

ＧｒｅｇＭａｃａｓｋｉｌｌ（数据处理）

ＢａｒｒｙＭｃＣｒａｅ（科学工具，数学和问题解决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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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开发）

ＭａｒｔｉｎＭｕｒｐｈｙ（测试实施和抽样）

ＶａｎＮｇｕｙｅｎ（数据处理）

ＡｌｌａＲｏｕｔｉｔｓｋｙ（数据处理）

ＷｏｌｆｒａｍＳｃｈｕｌｚ（问卷开发协调、数据处理、数

据分析）

ＲｏｓｓＴｕｒｎｅｒ（测试开发协调）

ＭａｕｒｉｃｅＷａｌｋｅｒ（抽样，数据处理，问卷开发）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Ｗｕ（数学和问题解决测试开发，数据

分析）

Ｊｏｈｎ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科学测试开发）

ＪｕｌｉｅｔｔｅＭｅｎｄｅｌｏｖｉｔｓ（阅读测试开发）

ＪｏｙＭｃＱｕｅｅｎ（阅读测试开发）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Ｈａｌｌｅｕｘ（翻译质量控制）

犠犲狊狋犪狋

Ｎａｎｃｙ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测试实施

和质量监督主管）

ＭｉｎｇＣｈｅｎ（加权）

ＦｒａｎＣｏｈｅｎ（加权）

ＳｕｓａｎＦｕｓｓ（加权）

ＢｒｉｃｅＨａｒｔ（加权）

ＳｈａｒｏｎＨｉｒａｂａｙａｓｈｉ（加权）

ＳｈｅｉｌａＫｒａｗｃｈｕｋ（抽样和加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Ｍｏｎｓｅｕｒ（咨询顾问）（加权）

ＰｈｕＮｇｕｙｅｎ（加权）

ＭａｔｓＮｙｆｊａｌｌ（加权）

Ｍｅｒ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测试实施和质量监督）

ＫｅｉｔｈＲｕｓｔ（ＰＩＳＡ专业协作组织抽样和加权主管）

ＬｅｓｌｉｅＷａｌｌａｃｅ（加权）

ＥｒｉｎＷｉｌｓｏｎ（加权）

荷兰国家教育研究院（犆犻狋狅犵狉狅犲狆）

ＳｔｅｖｅｎＢａｋｋｅｒ（科学测试开发）

ＢａｒｔＢｏｓｓｅｒｓ（阅读测试开发）

ＴｒｕｕｓＤｅｃｋｅｒ（数学测试开发）

ＥｒｎａｖａｎＨｅｓｔ（阅读测试开发和质量监督）

ＫｅｅｓＬａｇｅｒｗａａｒｄ（数学测试开发）

ＧｅｒｂｅｎｖａｎＬｅｎｔ（数学测试开发）

ＩｃｏｄｅＲｏｏ（科学测试开发）

ＭａｒｉａｖａｎＴｏｏｒ（办公支持和质量监督）

ＮｏｒｍａｎＶｅｒｈｅｌｓｔ（技术顾问，数据分析）

美国教育测试服务中心（犈犜犛）

ＩｒｗｉｎＫｉｒｓｃｈ（阅读测试开发）

其他专家

ＣｏｒｄｕｌａＡｒｔｅｌｔ（问卷开发）

ＡｌｅｔｔａＧｒｉｓａｙ（技术顾问、数据分析、翻译、问卷

开发）

ＤｏｎａｌｄＨｉｒｓｃｈ（编辑审稿）





后　　记
·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陆

瞡负责。各章的初译者分别为刘璐（第一章）、王玉凤（第二章）、张翅（第

三章）、陆瞡和朱小虎（第四章）、朱小虎（第五章）、陈慧（第六章）、杨茜和

占盛丽（附录Ａ）、朱小虎（附录Ｂ和Ｃ）。第一、二、三章由占盛丽根据原

著进行第一次校对，第四、五、六章由陆瞡根据原著进行第一次校对。陆

瞡还对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再次校对，朱小虎对第一章、第二章、第四

章再次校对。全书的图表由朱小虎和陆瞡译校。

由于是初次翻译这种类型的书籍，我们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

特别是全书图表繁多，结构复杂，我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均很难完成。这

时，ＯＥＣＤ及时为我们邮寄了全书图表的ＥＸＣＥＬ文件。这无疑是雪中

送炭，翻译制作的速度得以大大提高。在此，我们谨向ＯＥＣＤ工作人员，

特别是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ａＳａｗｉｃｋａ女士和Ｋａｔｅ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女士表示最为诚挚的

谢意。

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民选教授以及普教所

的傅禄建所长，他们非常关心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支

持；我们还要感谢普教所的胡兴宏研究员和李丽桦老师，他们对本书的出

版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最后，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的编审耿坚老师，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精神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译者本身能力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误，希望读者不吝赐教，我

们将认真听取、虚心学习，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译者

２００８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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