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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珠算与珠心算鉴定标准比较研究

珠算与珠心算等级鉴定是检测成人及学生珠算和珠心算能力水

平的标准化考试。自 1984 年以来，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以下简称中

珠协）先后颁布和修订了珠算技术等级鉴定标准、珠心算等级鉴定标

准和珠心算段位鉴定标准。鉴定标准的实施，对弘扬和传承珠算文化，

促进珠算珠心算的普及与提高，开发少年儿童智力潜能都具有重要意

义。中珠协现行鉴定标准颁布时间最长的有 36年之久，最短的也有

15 年。近年来，随着珠算与珠心算教育形势的发展，对珠算与珠心

算教学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现有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珠算文化

传承和珠心算教育普及发展的需要。本文旨在通过与日本和中国台湾

地区（以下简称台湾地区）鉴定标准的对比分析，探寻现行标准存在

的问题与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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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鉴定标准实施情况

珠算从我国传入日本后，日本经过长期研究和改进，造就了很多

珠算能手。1977 年日本约有 600 余万人参加珠算鉴定，占其全国人

口的 5%。日本实施珠算和珠心算鉴定主要有三大联盟，现就三大联

盟之一的日本珠算联盟（以下简称日珠联）的鉴定标准和实施情况作

一介绍。

日珠联鉴定考试曾经包含珠算、心算、段位以及闪算鉴定等。珠

算和珠心算鉴定标准于 2002 年更新鉴定内容，取消了账票算；2003

年增加了低级别鉴定，取消了段位鉴定；2014 年又增加了准 1级-准

3级。

（一）珠算鉴定

珠算鉴定分十三个等级，10～1 级（包括准 3～准 1级），10 级

最低，1级最高。每个级别一张试卷，其中：10～7级答题时间 20分

钟，6～1 级答题时间 30分钟；10 级和 9级共用一套题，设加减算和

乘算，按照得分来判定是否合格；8～1 级每级一套试卷，设加减算、

乘算和除算三项。

1、题型与题量

除 10级和 9 级乘算为 20 题外，其它级别加减算、乘算和除算均

为 10 题。其中：加减算笔数从 5 笔到 10 笔，10～1 级字码数从 10

个到 100 个；乘算实法位数合计 10～1 级为 3 到 11 位数；除算实法

位数合计 8～1级为 3到 10 位数； 3～1 级有小数计算，要求保留到

小数点后 2位。

2、合格要求

每题加减算为 10 分，乘算 5 分，除算 5 分。10～7 级满分 200

分，要求 10 级达到 100 分、9～7 级达到 120 分为合格。6～1级满分

300 分，要求 6～4级达到 210 分、3～1 级达到 240 分为合格。

（二）珠心算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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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心算鉴定也分十三个等级。鉴定限时 12 分钟，10～7 级共用

一套题，只设加减算；6～1 级每级一套试卷，设加减算、乘算和除

算。

1、题型与题量

10～7级只包含加减算 50题，其它级别则包含加减算 20题，以

及乘算和除算各 30题。其中：加减算 10～1 级每题笔数从 3 笔到 10

笔，字码数从 3 个到 30 个；6～1 级乘算和除算实法位数合计均为 3

到 5位数；3～1 级有小数计算，要求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

2、合格要求

10～7级，每题 10 分，满分 500 分，合格要求分别为：250 分、

300 分、350 分、400 分；6～1 级，每题加减法为 10分，乘法 5 分，

除法 5 分，满分 500 分，合格要求均为 400 分。

二、台湾地区鉴定标准实施情况

台湾地区设有珠算和珠心算鉴定标准，由台湾省商业会（以下简

称省商会）主导，各公立私立学校联合办理，省商会与中华珠算心算

协会联合授证。

（一）珠算鉴定

珠算鉴定分等级和段位两部分，限时 10分钟。等级鉴定分十五

个等级，包括 12～1 级、准 12、准 2 和准 1 级。其中，准 12～9 级

只设加减算，准 12 级限定为六岁以下儿童应考，12 级和 11 级限定

为七岁以下儿童应考，其它级别不限；8～1 级设加减算、乘算和除

算三项。加减算、乘算和除算每项一张试卷。段位鉴定分十段，设加

减算、乘算和除算三项，用一套题鉴定，根据得分确定合格段位。

1、题型与题量

（1）等级鉴定。加减算、乘算和除算各 20题，其中加减算分为

竖式 10题，纵横算 10题（4列）。其中：加减算准 12～1级笔数从

4笔到 10 笔，字码数从 4 个到 95 个；乘算实法位数合计 8～1 级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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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1 位数；除算法商位数合计 6～1 级为 3 到 10 位数；6 级以上加

减算和 3 级以上乘除算有小数运算，要求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

（2）段位标准。加减算只有竖式每题 120 个字码，由 5～10 位

数 15 笔组成（含补数计算两题）；乘算实法位数合计 11位；除算法

商位数合计 10位。

2、合格要求

加减竖式计算每题 10 分，乘算、除算和纵横列计算每题 5 分，

等级鉴定时每一测试项目 70分以上为合格，段位鉴定每一测试项目

从初段至十段分别要求达到以下标准为合格：80分、90 分、100 分、

110 分、120 分、130 分、140 分、160 分、180 分、200 分。

（二）珠心算鉴定

珠心算鉴定也分等级和段位两部分内容，限时 3 分钟。鉴定等级、

段位和年龄限制与珠算鉴定要求相同，十五个等级每个级别一张试

卷，其中：准 12～6 级只设加减算；5～1 级设加减算、乘算和除算

三项。

1、题型与题量

（1）等级鉴定。加减算、乘算和除算均 10题。其中：加减算准

12～1 级笔数从 3笔到 10 笔，字码数从 3 个到 35 个；5～1级乘算实

法位数合计和除算法商位数合计均为 3到 5 位数； 3～1级题型有小

数计算，要求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

（2）段位鉴定。加减算每题 40个字码，由 3至 5位数十笔组成；

乘算实法位数合计和除算法商位数合计均为 5～6位；每题均为两位

小数。

2、合格要求。加减算每题 10分，乘算和除算每题均为 5分，等

级鉴定时每一测试项目 70 分以上为合格；段位鉴定时每一测试项目

合格要求与珠算段位鉴定相同。

三、中珠协、台湾地区及日珠联三者鉴定标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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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协与台湾地区及日珠联鉴定标准比较，相同或相近点是：珠

算鉴定标准最高级别题型相近，加减算最高 10位数，乘算实法位数

合计 11位，除算法商位数合计 10位；珠心算鉴定标准入门级难度相

近，低级别只有加减算；珠心算段位鉴定标准均设一套题，根据得分

来确定合格段位。不同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珠算鉴定标准

（1）级别设置和鉴定对象不同。中珠协有 12个级别，普通级和

能手级各 6个级别，有加减算、乘算和除算三项，主要用于职工和职

业院校学生鉴定；台湾地区和日珠联均有适用于小学生至各年龄段鉴

定等级，其中，台湾地区有 15个级别，日珠联有 13个级别。

（2）入门级题型难度不同。以加减算入门级题型为例，中珠协

难度最大，每题 14 笔 40 个字码；日珠联相对较低，每题 5 笔 10 个

字码；台湾地区题型难度最小，每题 4笔 4 个字码。

（3）题量和限时不同。中珠协加减算、乘算和除算三项各 10

题，限时 20 分钟；台湾地区三项各 20题，每项限时 10分钟，共 30

分钟；日珠联 8～7 级三项各 10 题，限时 20 分钟；6～1 级加减算 10

题、乘除各 20题限时 30 分钟。

（4）鉴定试卷与合格要求不同。中珠协普通级三项一张试卷，

要求 6～3 级每项达到 80%合格，2～1 级每项达到 90%合格；台湾地

区每项一张试卷，各项分别达到 70%合格；日珠联三项一张试卷，10

级、9～7 级、6～4 级、3～1级分别达到 50%至 80%合格。

2、珠心算等级鉴定标准

（1）级差不同。题型难度相近，由于所设等级数量有别，使得

级差不同。中珠协设 10个等级，级差大；日珠联设 13个等级，级差

相比较小；台湾地区设 15个等级，级差最小。

（2）鉴定题量和限时不同。中珠协加减算、乘算和除算各 10

题，10～7 级加减算限时 5分钟，6～1级含乘算和除算限时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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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加减算、乘算和除算也是各 10题，准 12～6 级只有加减算

10题，5～1 级含三项，每级限时 3 分钟；日珠联有可比性的级别加

减算 20题，乘算和除算各 30题，每级限时 12分钟。

（3）合格要求不同。中珠协每级每项达到 80%合格；台湾地区

等级达到 70%合格；日珠联 10～8分别达到 50%、60%、70%合格，7～

1级（含准 3～准 1 级）9个级别达到 80%合格。

3、珠心算段位鉴定标准

鉴定项目、限时、题型难度和适用范围均不同。中珠协鉴定项目

有加减算、乘算、除算、传票算和账表算五项，每项一套试卷限时 5

分钟，题型难度大，如加减算每题 120 个字码，最高位数是 10 位，

适用于珠心算优秀选手鉴定；台湾地区鉴定项目有加减算、乘算和除

算三项，三项一张试卷限时 3 分钟，题型难度小，如加减算每题 40

个字，最高位数是 5 位，适用于各年龄段珠心算爱好者参加鉴定。

四、对中珠协鉴定标准的改进意见与建议

随着珠心算教育教学形势的变化与发展，鉴定工作与鉴定体系也

在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现有标准存在着与之不相

适应之处。参考台湾地区和日珠联鉴定标准，分析现行标准存在的不

足，提出如下意见建议。

1、珠算标准尚需完善

珠算标准是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检验财会等经济领域人员珠算能

力制定的标准，曾用于财务人员上岗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定，目前仍然

是职业院校学生珠算能力鉴定的唯一标准。

当前计算机高度普及，珠算作为计算工具的需求早已弱化，职业

院校把珠算课设置为一门选修课，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和传承珠算

文化。由于该标准起点较高，不适宜作为职业院校对学生进行阶段性

珠算能力考核标准。且由于标准的入门级加减算最高为 4位数，高于

小学数学课标要求，也不适合用于小学生珠算鉴定。台湾地区和日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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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均有用于各年龄段学生珠算鉴定等级，对比而言现行珠算标准缺少

对珠算初学者能力测试等级。

为了更好弘扬传统文化和珠算文化进校园，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建议结合小学和职业院校珠算珠心算教学进度，对珠算标准进行

补充和完善。对于学习珠心算的小学生来说，虽然最终目标是让孩子

达到心算，但珠算毕竟是基础，珠算能力的提高有利于珠心算教学与

训练。因此，建议适当降低珠算标准的准入台阶和门槛，满足不同年

龄珠算学习者的鉴定需求。

2、珠心算鉴定标准亟待改革

现行珠心算鉴定分等级和段位两个标准，其中：等级标准于 2006

年修订，等级标准中少儿珠心算鉴定标准与 2001 年小学数学口算标

准相近；段位鉴定标准是 1999 年颁布的，与当时的全国比赛题型相

同。

（1）珠心算等级标准

该标准起点低、级差大，导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入门级少

儿 10 级题型难度小，题量少，鉴定时间长，学生在限定时间内用口

算或掰手指头即可得出正确答案，没有充分体现珠心算特点和快速运

算优势；二是级差比较大，未按每个学期末设定等级，不能及时检验

学生学习效果，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为提高标准适用性，并与珠心算教育教学进度相一致，建议修订

珠心算标准。标准既要依据当前小学数学课标，又要充分体现珠心算

的特点和优势，适当提高起步门槛，防止用口算或指算计算，适当加

大题量。标准要按教学进度设置，缩小级别之间差距，每个学期均有

一个对应的等级，以便能及时检测学生的珠心算能力，借助于等级鉴

定这一手段，更好激励学生学习珠心算。

（2）珠心算段位标准

段位标准起点高，是目前国际上难度最高的鉴定标准，对珠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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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成为一流的国际珠心算人才，起到了引领

作用。由于该标准与 1999 年颁布的全国珠算技术比赛题型相同，导

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标准有五个鉴定项目，其中传票算和账表算属

于加减算应用范畴，与近年来珠心算教学科目安排及全国比赛项目不

一致；二是该标准题型难度过大，能达到此标准的人极少。尤其自

2005 年全国比赛取消传票算和账表算后，即便有少数珠心算优秀选

手想参加段位鉴定，也因项目的不匹配而无法参加，致使该标准形同

虚设。

为了保持段位标准与等级标准的连续性和可操作性，建议与珠心

算教学科目相结合修订段位标准，鉴定项目、限时和题量与珠心算等

级鉴定标准保持一致；鉴定题型起点与等级标准最高级别相近，从易

到难，逐步提高，终点与国际高水平相近。为珠心算课外兴趣小组学

生和珠心算选手能力的提高设定一个循序渐进的上升空间。

标准修订希望能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充分吸纳珠算珠心算专家

和一线教师的宝贵经验，制订出既兼顾珠算珠心算教育教学特点，又

符合当前珠算文化传承和珠心算创新发展实际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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