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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研究（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简称 TIMSS），是由国际教育成就

评价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简称 IEA）发起和组织的大型国际教育评价研究

项目，旨在评价各国(地区)中小学生数学与科学的教育

成就和发展趋势。TIMSS 自 1995 年起，每 4 年进

行一次，主要对小学 4 年级和初中 8 年级学生的

数学与科学学习成就、教育影响因素等进行国际

比较分析，帮助各国(地区)提升教育成就。TIMSS2015

的评价结果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布，中国香港

和台湾地区取得可喜成绩。

一、 TIMSS2015 小学数学评价框架

TIMSS2015对小学生的评价主要针对4年

级学生进行。评价内容分为内容领域（Content 

Domains）与认知领域（Cognitive  Domains），前者

主要评价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后者

主要评价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思维过程。[1]

（一）内容领域

TIMSS2015小学数学评价的“内容领域”由“数与

运算” “图形与测量” “数据呈现”三个部分构成，这

三部分所占比重分别为50％、35％、15％。各部分又

分为若干个不同主题，各个主题具体内容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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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内容领域评价要点

部分 主题 评价要点

数与运算

整数
说明位置值，识别和书写数字的拓展形式，用文字、语言和符号表征数；整数的大小比
较；整数的四则运算；解决特定情境中涉及测量、货币和简单比例等内容的问题；辨认
奇数与偶数、约数与倍数。

分数与小数
认识分数可以表示整体中的某些部分、集合中的某些部分或者数轴上的一个点，能使
用语言、数字和模型来表征分数；分数的相等与大小比较，分数的加减运算；用语言、
数字和模型解释小数的位值制，小数的相等与大小比较，小数的加减运算。

符号、方程和关系
发现算式中缺失的数字或者运算符号；使用算式和符号表征未知的问题情境；识别和
使用已知模式中的数量关系

图形与测量
点、线和角

测量与估计长度；识别和画出平行与垂直的直线；识别、比较和画出不同类型的角；利
用直角坐标系确定平面上的点。

平面图形与
立体图形

描述和比较图形的基本属性；确定立体图形某个侧面的形状特征；计算多边形的周长和
长、正方形的面积，利用密铺方法估算图形的面积，利用填充方法估计图形的体积。

数据呈现 阅读、解释和表征
对统计表、统计图中提供的数据进行阅读、解释和表征；挖掘数据中隐含的信息来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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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领域

TIMSS2015小学数学评价框架的“认知领域”

包括“知道”（Applying）“运用”（Knowing）和“推

理”（Reasoning）三个维度，各维度所占比重分别

为40%、40%和20%。每个维度又划分为若干个层级，

各层级具体含义见表2。

维度 层级 含义

知道

回忆 回忆定义、术语、数字性质、测量单位、几何性质和符号。

辨认
辨认数字、表达式、数量和形状，辨认数学上相等的量。比如，辨认相等的分数、小数和
百分数，辨认简单几何图形。

分类/排序 根据属性对数字、表达式、数量和形状进行分类。

计算 整数、分数、小数和代数式的加减乘除运算、混合运算。

提取 从图像、表格、测量仪器和其它资料中提取数据。

测量 选择测量单位和测量仪器进行测量。

运用

确定 使用通常方法，确定有效的/适当的操作、策略和工具来解决问题。

表征/建模
利用表格或图表展示数据；在问题情境中建立等式和不等式、几何图形、图表建立模
型，对数学图形和关系进行等价表征。

实施 利用熟悉的概念和程序，实施策略和行动来解决问题。 

推理

分析 在数字、表达，数量和形状中确定、描述或使用关系之间的关系.

整合/综合 联系不同知识单元、相关表征和程序来解决问题。

评价 评价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和方案。

结论 在信息和证据的基础上做出有效的结论。

概括 得到更一般的或者更广泛的结论。

论证 为方法和策略提供数学支持。

表 2 认知领域的评价要点

二、 TIMSS2015 小学数学评价结果

来自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1万名小学

生、25万名学生家长、2万名教师和1万名学校校长

参与了TIMSS2015小学数学研究。其中一些国家和

地区感觉4年级的测试太难了，改用5年级的学生

进行研究。[2]

（一）学生总体成就

参与TIMSS2015的49个国家和地区的小学生

的数学成就（Mathematics  Achievement）总体上

呈上升趋势。其中，东亚5个国家和地区的小学生

的成绩名列前茅，分别是：新加坡（618），中国香港

（615），韩国（608），中国台北（597），日本（593）。

6-10名分别是：北爱尔兰（570），俄罗斯（564），挪

威（549），爱尔兰（547），英格兰和比利时（546）。同

时参与2011和2015的41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21

个国家和地区在增加，15个国家和地区持平，5个

国家和地区有所下降。参与1995到2015这六次研

究的17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14个国家和地区在

增加，1个国家和地区持平，2个国家和地区有所下

降。

在参与TIMSS2015的4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男

孩成绩高于女孩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偏多。18个国

家和地区的男孩成绩高于女孩，平均成绩高出9

分；8个国家和地区的女孩成绩高于男孩，平均成

绩高出18分；其余23个国家和地区男孩和女孩的

平均数学成绩没有差距。

同时参与2011和2015的41个国家和地区当

中，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男孩成绩高于女孩；2个

国家和地区的女孩成绩高于男孩；16个国家和地

区的男女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没有任何差异。同

时参与1995到2015这六次研究的17个国家和地区

当中，1995年，有7个国家和地区的男孩取得较高

的成就，平均成绩高出女孩8分。2015年，有9个国

家和地区的男孩取得较高的成就，平均成绩高出

女孩8分。

（二）国际基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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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SS2015将学生的数学成就划分为4个国际基

准（International Achievement at Benchmarks）：高

级（Advanced）；较高（High）；中等（Intermediate）；

偏低（Low）。具体分值和表现见表3。

基准 分值 表现 达到学生比

高级 625 能在各种相对复杂的情况下应用数学理解和数学知识，并解释他们的推理 6%

较高 550 可以应用数学知识和数学理解来解决问题 36%

中等 475 可以在简单的情况下应用基本的数学知识 75%

偏低 400 有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 93%

表 3 数学成就的国际基准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几乎都能让所有的

学生达到基础水平，即偏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

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有41%-50%的学生达到了

高级基准，但在其余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0

％或更少。同时参与2011和2015的41个国家和地

区当中，从整体上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学教育

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具体基准上有的上升，有的

下降。

（三）内容与认识领域的成就

1.内容领域

在TIMSS2015研究的三个内容领域中，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在一个或两个内容域中展示了优于

数学成就的总体优势，以及一个或两个内容域中

的弱势。在2015的49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在“数

与运算”方面表现相对较强的有23个，较弱的有14

个；在“图形与测量”方面表现相对较强的有17个，

较弱的有21个；在“数据呈现”方面表现相对较强

的有17个，较弱的有20个。

在2015的49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男孩表现

比女孩好的国家和地区，在“数与运算”方面有21

个，在“图形与测量”方面有14个；在“数据呈现”方

面有2个。而男孩表现比女孩差的国家和地区，在

“数与运算”方面有7个，在“图形与测量”方面有9

个；在“数据呈现”方面有13个。

参与2011和2015的41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在

“数与运算”方面成绩上升的有20个，下降的有5

个；在“图形与测量”方面成绩上升的20个，下降的

有3个；在“数据呈现”方面成绩上升的有18个，下

降的有6个。

2.认知领域

在TIMSS2015研究的三个内容领域中，虽然在

认知领域有一些平衡，但相对整体成绩而言，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一个优势和一个弱点。在

2015的49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在“知道”方面表

现相对较强的有17个，较弱的有19个；在“运用”方

面表现相对较强的有11个，较弱的有10个；在“推

理”方面表现相对较强的有18个，较弱的有21个。

在2015的49个参与国家和地区中，男孩表现

比女孩好的国家和地区：在“知道”方面有16个，在

“运用”方面有13个；在“推理”方面有12个。而男

孩表现比女孩差的国家和地区：在“知道”方面有6

个，在“运用”方面有8个；在“推理”方面有8个。

参与2011和2015的41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在

“知道”方面成绩上升的有21个，下降的有7个；在

“运用”方面成绩上升的有22个，下降的有4个；在

“推理”方面成绩上升的有20个，下降的有2个。

（四） 家庭环境支持

对学生父母的调查研究表明，家庭学习资源

丰富的学生比资源匮乏的学生取得更高的学习成

绩。其中，家庭学习资源“丰富” “一般” “较少”

的学生比例为17％、74％、9％，他们的平均成绩为

569、501、427。可喜的是，从2011年到2015年，有8

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学习资源呈增加趋势。

同时，对学生父母的调查研究表明，常常进行

早期教育与数学启蒙活动的学生有更高的成就。

其中，早期教育的频率“经常” “偶尔” “很少”的

学生比例为43％、54％、3％，他们的平均成绩为

518、497、435。可喜的是有14个国家和地区，早期

教育与数学启蒙活动呈增加趋势。

接受学前教育的年数和数学成绩之间存在积

极的正向关系。在进入小学之前，“接受3年及以上

学前教育” “接受2年学前教育” “接受1年学前教

育” “没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在国际所占比例

为54％、18％、16％、12％，他们在TIMSS2015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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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学成绩依次为512、499、488、466。

学生家长认为，启蒙教育和算术任务对小学

数学学习是有用的。TIMSS2015研究了儿童在进入

小学之前进行识字和算术活动的情况与学习成绩

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入学之前识字和算术活动

能力“很好” “较好”和“不好”的学生所占比例分

别为21％、53％和25％，他们在TIMSS2015研究中

的数学成绩依次为537、501和470。

（五）学校组成和资源

TIMSS2015研究表明，37％的学生就读于富裕

学生多的学校，35％的学生就读于富裕学生与贫

困学生均等的学校，29％的学生就读于贫困学生

多的学校，而这三类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分别为

527、505和483。同时，研究表明富裕学生的数学成

绩高于贫困学生。

在生源好的学校就读的学生数学成绩更好。

生源素质好指的是，学生具备读懂和使用数等关

键技能。TIMSS2015研究发现，学校生源“好” “一

般” “较差”的比例为21％、54％、24％，这三类学

校的平均成绩为516、504、474。对校长的调研表

明，受“数学教学资源短缺”影响“严重” “不严重” 

“无影响”的学生所占比例为4％、69％、27％，这三

类学生的平均成绩为466、502、519。

（六） 学校氛围 

TIMSS2015的研究表明，大多数4年级学生的

家长对孩子所在学校的工作非常满意。其中，家长

对学校工作评价为“非常满意” “满意”和“不满

意”的比例是59％、35％和6％，对应的学生平均成

绩为506、503和495。

TIMSS2015对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师和校长的

研究发现，学校越重视教学活动，学生成绩就越高

（具体数据见表4）。

调查对象 校长 教师

比例 平均成绩 比例 平均成绩

极度重视（Very High Emphasis） 7％ 527 7％ 515

高度重视（High Emphasis） 54％ 512 56％ 513

中等重视（Medium Emphasis） 39％ 490 36％ 488

表 4 教学重视度与学生成绩

研究表明，4年级数学教师都具有高度的工作

满意度，对工作感到满意的占52％，感到有点满意

的占42％，感到不满意的占6％，而他们的学生的

平均成绩依次为508、503和501。同时，几乎所有4

年级学生对学校都有积极的归属感，更高的学校

归属感伴随更高的平均数学成就。其中，学校归属

感高、中、低的学生比例依次为66％、30％、4％，伴

随的平均成绩为510、499、482。

（七）校园安全

根据校长和教师反应，大多数4年级学生生活

在安全的学校环境中。同时，学校环境恶劣的学生

的成绩比学校安全有序的学生的平均成绩要低得

多。根据教师报告，变得更安全和更有序的国家和

地区有14个，相反的仅有3个。根据校长报告，2015

年比2011年校园更加安全有序的国家和地区有5

个，没有国家和地区下降。

校长对学校“纪律问题”的自身评价中，几乎

没有纪律问题的学校占60％，存在少量问题的占

31％，存在中等问题的占10％，这三类学校学生的

平均成绩分别为512、497和468。根据4年级的教师

评价，几乎没有纪律和安全问题的学校占56％，存

在少量问题的占40％，存在中等问题的占4％，这

三类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分别为511、497和464。

随着网络欺凌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与学校相关的欺凌正在上升，并对学生的成就产生

负面影响。具体研究结果是：4年级学生中，56％的

学生几乎没有遭遇欺凌，29％大约每月遭遇一次

欺凌，16％大约每周遭遇欺凌，而这三类学生的平

均测试成绩分别为514、505和478。

（八）教师与校长的教学准备

TIMSS2015的研究表明，学校拥有合格的教师

和校长。任教小学4年级的数学教师，大都具有高

学历，其中80％的教师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26％

接受过研究生及以上教育。同时，4年级数学教师具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平均教龄为17年，其中40％的

教师教龄在20年及以上。研究结果表明，73％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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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教师所学专业为“小学教育”，其中41％的

教师主修数学或具有数学专业特殊教育背景（详

细数据见图1）。

4年级学生所在学校，校长绝大多数具有高学

历，其中94％的校长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48％接

受过研究生及以上教育，并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

管理经验，平均任职年龄为10年。40个国家和地区

的校长要求具备教育工作经历，其中有21个国家

和地区校长完成了领导课程学习。

（九）课堂教学

尽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教学内容不全相同，

但都包含TIMSS2015的绝大多数评价主题。4年级

学生学习“数与运算” “图形与测量” “数据呈现”

的百分比为83％、68％、78％。有很多因素影响教

育系统的有效性，但教学时间仍然是衡量学生学

习机会的关键资源。数学教学年用时间有一个相

当大的范围。国际平均数据为157小时，最短为韩

国100小时，最长为葡萄牙275小时。

根据数学教师报告，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学生需求的限制，其中“不受限制” “有时受限制” 

“很受限制”的比例为34％、58％、8％，学生成绩为

520、499、477。

根据学生自己报告，他们缺席的频率并不大。

其中，“几乎从不缺席” “大约每月缺席一次” “大

约半月缺席一次” “大约每周缺席一次”的比例

为67％、18％、5％、10％，相应的学生成绩为516、

501、465、455。

计算机在数学课程与教学中的运用，一直是

备受争议的话题。根据教师报告，计算机在数学教

学中的运用存在很大差异。国际平均值为37％，最

高为新西兰89％，最低为克罗地亚3％。数学学习

中使用计算机与不使用计算机的学生平均成绩为

510和504。

平均而言，四分之一以上的4年级学生被要求

至少每月使用计算机进行各种活动。4年级学生在

数学学习中使用计算机，主要有三个目的：“探索

原理和概念” “实践技能和程序” “查找想法和信

息”，所占比例为26％、33％、27％。

（十）数学学习态度

TIMSS2015的研究表明，4年级学生对他们的

数学教学非常积极，但对于数学学科却并非如此。

几乎所有学生（94％）对数学教学抱有积极的态

度，报告显示：68％的学生非常积极的参与教学，

26％的学生参与教学，5％的学生参与教学不太积

极，这三类学生的平均成绩为510、498、481。

大多数学生（77％）对数学非常自信或自信，

但23％的学生不自信。其中对数学学科“非常自

信” “自信”和“不自信”的学生比例为32％、45％、

23％，这三类学生的平均成绩为546、502和460。

大多数学生（81％）非常喜欢或喜欢学习数

学，但19％的学生不喜欢学习数学。其中“非常喜

欢学习数学” “喜欢学习数学”和“不喜欢学习数

学”的学生比例为46％、35％、19％，这三类学生的

平均成绩为521、495和483。

在2011年至2015年间，有39个国家和地区中

数学学习态度和数学学习信心均有不同程度下

降。喜欢学习数学的学生比例增加的国家和地区

有8个，减少的有11个。数学信心增加的国家和地

区有7个，减少的有16个。

三、TIMSS2015 小学数学评价的启示

（一）审视教育传统，吸收先进教育理念

TIMSS2015小学数学评价表明，东亚五个国家

和地区的小学数学教育名列前茅，而且远远超过

其它国家和地区。参与TIMSS2015的五个东亚国家

和地区，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影响，同时又

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首先，儒家考试文化

注重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解题技巧的训练，使得

我们的学生数学基础知识比较扎实，模仿性解题

的速度很快。但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比较差，创

新意识不强。因此，我们在注重基础的同时，还要

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和创新能力，尤其要关注发

现和提出数学问题的能力培养。

其次，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教师的讲授和学

生的练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学生的学习兴趣

的培养。我们要正确吸收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倡

导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合作交流的学

习方式，在传授数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关注能力的

发展，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主动的

学习态度。

再次，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经世致用，关注实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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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希望产生现实的价值。在人们的观念中，容易注

重数学的实用价值，即用数学计算和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忽视数学的思维价值，即促进学生思维

发展与智力发展的价值。TIMSS2015认为，学习数学

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

恒心与毅力。同时，学习数学也是为职业奠基，因为

数学是工程、建筑、会计、银行、商业、医药、生态、经

济、金融、航空航天等诸多职业的基础。[1]

（二）改进教育评价，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TIMSS2015评价框架中指出，“TIMSS重点评价

基础知识的掌握和数学思考的过程，重视数学问

题解决的评价，有三分之二的问题考查学生的推

理和运用”。可见，TIMSS2015通过让学生运用“数

与运算” “图形与测量” “数据呈现”等领域的基

础知识，解决相关的具体问题，来评价学生认知的

发展，尤其关注运用与推理的高阶思维发展。

TIMSS2015除了精细划分“知道” “运用” “推

理”三个维度的各个层级，还明确规定了三个维度

的评价形式和重点。比如，解决问题是“应用”的核

心，重点是熟悉日常任务。问题可能来源于现实生

活，也可能来源于数学内部。“推理”中列举的很多

认知技能都会在思考和解决陌生的问题中表现出

来。这是数学教育价值的外在表现，然而更多的是

对学生思维的内在影响。比如，推理不仅需要观察

和猜想能力，还需要基于特定假设、规则和正确结

果的逻辑演绎推理能力。

鉴于此，我们的数学教育评价，需要适当增加

对“推理”的评价。TIMSS2015将“推理”划分为6个

层级进行评价，具体操作还是比较困难的。不妨将

“推理”分成“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两个部分，

“归纳推理”分为“分析与综合” “概括与应用”和

“解释与论证”三个层级，“演绎推理”分为“操作与

转换” “解释与说明”和“证明与反驳”三个层级。

这样，既符合小学数学内容与学生认知发展的实

际情况，层级划分比较简洁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三）培养优秀教师，做好教学长远准备

TIMSS2015的研究表明，数学教师对工作的满

意程度影响学生成绩；数学教师都具有高度的工

作满意度（94％的教师感到满意）。然而，我国中小

学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仅为中等或偏上（在五级

评分下，得分在3.3到3.7之间，折合满意度在66％

到74％之间），教师教学心理负担比较重，对福利

待遇满意度较低。[3]这不利于我国数学教育的健

康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教师的

社会地位、提高福利待遇等，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同时，组织教学考察、在职学习和心理疏导等

方式，减轻教师的教学心理负担。

TIMSS2015的研究表明，小学数学教师中，80％

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26％接受过研究生及以上

教育。然而在我们国家，小学教师的本科教育刚

刚进入大面积实施阶段，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刚刚进

入小学。即使是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教育与经

济发达地区，小学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所

占比例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要尽量普及本科层

次的小学教师教育，大力发展小学教师的研究生教

育，培养高学历的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小学教师。

TIMSS2015的研究还表明，73％的小学数学教

师所学专业为“小学教育”，其中41％的教师主修

数学或具有数学专业特殊教育背景。然而，现阶段

我们的小学教师教育，存在重视通识教育、轻视学

科专业教育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们的

小学教师数学学科专业知识缺乏、数学课堂教学

能力与技能较低的状况。因此，我们在进行职前数

学教师教育时，既要关注教育、科学、人文、艺术等

通识教育，又要关注数学本体性知识与数学教学

的条件性知识的教育，还要特别关注数学课堂教

学实施的能力培养。[4]

（四）端正学习态度，增强数学学习动力

TIMSS2015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对数学

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并且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研

究报告显示：68％的学生非常积极地参与教学，5

％的学生不积极参与教学，他们的平均成绩为510

和481。由此可见，积极主动学习对学生成绩的影

响是很大的。然而，我们的数学教育，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并不尽如人意，而且有随着年级递增主动

参与学习积极性降低的趋势。因此，我们的数学教

育改革，要想办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

主动参与教学，并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TIMSS2015的研究表明，“非常喜欢学习数

学”“喜欢学习数学”和“不喜欢学习数学”的学生

比例为46％、35％、19％，这三类学生的平均成绩

为521、495和483。这表明，学习兴趣对学习成绩影

响较大。因此，我们要为儿童提供丰富多彩且富有

个性的数学学习活动，比如动手操作、合作交流、

观察实验、探索发现等，让儿童集中精力投入到数

学学习当中，并享受数学探索和发现的乐趣。

曾小平：TIMSS2015 小学数学评价：框架、结果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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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要注意培养学生数学学习的自信

心。TIMSS2015的研究表明，对数学学习“非常自

信”“自信”和“不自信”的学生比例为32％、45％、

23％,这三类学生的平均成绩为546、502和460。这

说明，学生的数学学习信心对数学成绩影响较大。

然而，我们的数学教育评价，常常把考试分数作为

最终结果，把学生分成各种等级，优等生感到压力

大，需要不断地上各种课外提高班，来维持自己在

考试中的名次。分数低的学生，觉得学习没什么意

思，不愿意学习，失去了动力。中等学生无所适从，

感觉眼前一片迷茫，家长则十分焦虑。因此，我们

要探讨、尝试各种激励性评价，关注每个学生数学

学习过程，尤其关注在过程中的自身进步，多用鼓

励给学生信心，让学生敢于学习、勇于学习。

附录 数学成绩与变化趋势

国家和地区 平均成绩 2011-2015变化 1995-2015变化

新加坡 618 ↑ ↑

中国香港 615 ↑ ↑

韩国 608 → ↑

中国台北 597 ↑

日本 593 ↑ ↑

北爱尔兰 570 →
俄罗斯 564 ↑

挪威 549 → ↑

爱尔兰 547 ↑ ↑

英格兰 546 → ↑

比利时 - 弗拉芒 546 →
哈萨克斯坦 544 ↑

葡萄牙 541 ↑ ↑

美国 539 → ↑

丹麦 539 →
立陶宛 535 →
芬兰 535 ↓ ↓

波兰 535
荷兰 530 ↓

匈牙利 529 ↑ →
捷克共和国 528 ↑ ↓

保加利亚 524
塞浦路斯 523 ↑

德国 522 ↓

斯洛文尼亚 520 ↑ ↑

瑞典 519 ↑

塞尔维亚 518 →
澳大利亚 517 → ↑

加拿大 511
意大利 507 →
西班牙 505 ↑

克罗地亚 502 ↑
TIMSS2015中心线 500

斯洛伐克 498 →
新西兰 491 → ↑

法国 488
土耳其 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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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 463 ↑

智利 459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52 ↑

巴林 451 ↑

卡塔尔 439 ↑

伊朗 431 → ↑

阿曼 425 ↑

印度尼西亚 397
约旦 388

沙特阿拉伯 383 ↓

摩洛哥 377 ↑

南非 376
科威特 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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