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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代数”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四大领域之一，
是学生建立数感、初步形成代数思想的重要前提。“20以内加减
法”是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数学学习上面对的首个挑战，是
学生学习“数与代数”的起点，作为小学数学学习中最基础的内
容，不仅是后期学习多位数相加减的基础，更是学习其他数学领
域内容的关键。

数学教材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提供了学习主题、基本线索
和知识结构，是实现数学课程目标、实施数学教学的重要资源。[1]

习题是数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习题设计是否合理不仅影
响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巩固，同时也对学生的学业负担有很大
的影响。合理的习题设计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有质量的习题
既能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拓展数学思维，又能让学生保持数
学学习的乐趣。在“一标多本”的课程改革背景下，不同版本的
教材整体设计风格不同，在习题的设计上更是各具特色，通过比
较分析这四个版本习题设计的合理性，希望能为一线教师在教材
习题运用上提供指导，同时也能今后教材习题设计提供新思路。

1 　“习题”的界定
百科对“习题”的定义是：习题就是一门课程或者一部教

材为学生或读者提供的，可供练习和实践的、具有已知答案的问
题；新华词典对于习题的解释为“用作教学练习用的题目”。

本文所说的习题是指教材上提供给学生练习和实践的所有题
目，包括例题后的巩固习题，本节知识点结束后的课后习题以及
单元总复习。

2　习题设计的合理性分析
2.1习题题量合理性分析
题量是指教材中习题的数量，数学思想与技能方法的运用都

需要通过题目加以实现，合理的题量既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学的相
关知识，也有助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教材要提供足够且合理的习题，让学生从题中理解并掌握知
识。四个版本教材对习题名称设计各不相同，例题后的习题更加
侧重于对新知的练习，而课后练习主要侧重于检验和巩固学生的
新知，采用比较习题题号数量的方式来统计分析四个版本题量。

表2-1     四版教材习题数量比较

由上表可知，就绝对数量而言，人教版习题数量最多，北
师大版的习题数量最少。从整体习题数量来看，人教版和苏教版
的习题数量多于北师大版和青岛版的习题数量。

在课后习题总体题量上四个版本，北师大版课后习题为6-9
题，题量较少；青岛版课后习题量在9 个左右，题量居中；人
教版课后习题量在12 个左右，题量较多。从每节知识点课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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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配来说，四个版本差距较大：青岛版、北师大版和苏教版
基本都在每节新知学习后都配备了5-8个课后习题作为新内容的
练习和巩固，但是人教版并不是每一节新知学习后都有一定量的
课后习题设计，很多是连着学习几个新知识点后才配备课后习
题，例如人教版教材一年级上册20 页，在学习“第几”和“分
与合”两个新知识点后，配备一个“练习四”作为课后习题
的巩固。

另外从例题后的习题数量来看四个版本教材相差不大，都在
3-5题左右，但不同版本教材每节新知例题习题配备存在不合理现
象，如苏教版教材一年级上册第17页和48页，都是连着呈现两
个新知识点后才配备例题练习题，没有在新知呈现后及时设计合
理的习题量来巩固新知；再如人教版“6和7”新知识点例题习题
的设计，连着设计两份“做一做”的例题习题，并且接着与“练
习九”的课后习题连接，从41页至45页全是习题，同时出现了
很多重复的基础类练习题，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2.2习题题型的合理性分析
不同学者对于习题的题型有不同的划分依据，本文在借鉴已

有的题型划分依据基础上，将题型分为三种类型，即基础类、巩
固类、提高类。

（1 ）基础类
基础类习题指以基础知识为主的习题，知识点单一，难度

小，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与例题呈现的方式极为相近，便于学
生学习新知之后模仿，培养学生的基本数学素质。

如人教版教材一年级上册第89 页，在呈现“9 加几”这一
知识点时，例题是从具体实物中列出算式，用“凑十法”计算，将
复杂的数学算式变简单，与例题对应的习题部分第一题也是从具
体实物中抽象出数学符号，列出算式，用“凑十法”算出结果，模
式极为相似，例题之后的习题设计与例题部分高度呼应，有助于
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但不是所有的习题设计和例题之间都是相呼应的，如苏教版
一年级上册第86页，在呈现“10+5”这一知识点时，例题中从实
物抽象出数学符号，进行计算，但是习题设计直接呈现抽象的数
学符号，在基础练习部分进展过快，不利于后进生掌握基础知识。

（2 ）巩固类
巩固类习题指在学习完某一个知识点之后，为巩固此知识点

而设计的习题，既包括本节知识点内容也容纳之前学习的相关知
识点，相比基础类习题，巩固类习题涉及的知识点更广。

如北师大版一年级上册86 页第9题，例题所学的是“7+6”
相关知识点，在习题中，涉及符号比较，是对前面数学知识的
回顾，括号里面还需要根据题目的条件来进行填数，填的数并
不是唯一的，这不仅仅是对本节知识点的巩固，也与之前学习
的知识点建立起联系。再如青岛版一年级上册100页巩固题设计

版本 人教版 北师大版 青岛版 苏教版

总计 294 225 234 281



23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8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也是类似，第7 题先复习大于小于等于号，理解做题方法，第
8 题在原有的“8 加几”基础上，学生要学会用“凑十法”或
者其他方法算出方框内应该填多少，渗透着“减法”的含义。
巩固题不仅是巩固现阶段所学的新知，也将其他学习单元的知识
结合起来练习，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理清算理，理解计
算的方法。

（3 ）拔高类
拔高类指基于本节知识点学习内容，但超出知识点内容的呈

现，一般出现在习题的最后几题，为了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激发学生善于思考的品质。

人教版一年级下册26 页第8题，先根据已有的知识来解决
问题，再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并尝试解答，这对学生来说是
一种思维拔高的过程，能提出合理的数学问题，不仅是对学生
是否真正理解数学知识的检验，也是对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
展现力的考察。再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第95 页，出现类似于找
规律的习题，通过找规律的方法，推理出盒子中应该有几个白
珠，几个黑珠，对于一年级大多数学生来说，这类题目是有难
度的，这不仅考验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对他们的推理能力有着
极高的要求。

小学生思维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拔高类
习题会加速学生思维的转变，让知识结构更好的向智能方向提
升，优化所学的知识。

2.3习题表述合理性分析
习题表述包括问题表述是否清晰，插图设置是否严谨。小

学一年级的学生生活经验欠缺，认知水平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习题的表述不仅要考虑本阶段学生数学学习的特点，还要符合学
生的认知水平和现有的理解能力。

例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41 页第 2 题，一是题意表达歧义，
凑成10 的两个数是好朋友还是两个数相减为4 的两个数是好朋
友？二是题目没有表明接下来是要把下列数字都找到朋友吗？一
年级学生读题能力和答题能力有一定的欠缺，没有指明题目意
思，就容易造成歧义，对学生的解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
学生容易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另外，有的教材习题的插图设置
是不合理的，从数学本身来看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传输了一
种错误的数学思想，容易误导学生。例如，在“同质单位量

（同质单位量是指相同单位的事物才能够进行计算）”这一知识
点的呈现上，例如北师大版一年级上册25 页“练一练”第1 题
中第二个插图是四只猫和一个球，如果学生给出的答案是4+1=5
( 只) ，违背了“同质单位量”相加减的规则，猫是动物，球
是体育器材，猫的单位是用“只”，球的单位是“个”，两
者属于不同的事物，不能相加减。插图不够严谨，对这个年龄
阶段学生的理解水平来说容易造成歧义，不利于学生在解题过程
中进行数学思维的训练。

3　建议
3.1题量适中

“20 以内加减法”的学习，学生需要一定的习题来强化对
数的理解，掌握相应的算理和算法，从而更好地在实际问题中
加以运用。题量过少，不利于学生练习与巩固新知，而大搞题
海战术不仅会加大教师工作量，更会占据学生过多课余时间降低
学习效率，增加学业负担，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科学合理的设计教材习题数量来保障学生学习的高质和高效
是必要的。每个例题后的习题设置3 个左右，主要是加深知识
点的印象和熟练度，该知识点学完之后的习题设置5－8题，一
些简单的题目，不需要一直重复练习；本单元学完之后的习题
设置 1 0 题左右，同时教师要把握好度，精选习题，从而提高
课堂练习的质量，有针对性的练习是高效学习的重要保证，不

同难易程度的学习内容理应安排不同次数的练习，优化练习次数
后的习题设计，能极大地减少重复练习，不仅为学生带来“减
负”的福音，而且还能给教师减轻批改与评讲作业的负担。

3.2 题型设计应多样，知识点分布应螺旋上升
习题练习不能只片面强调题海战术，会一定程度上加深小学

生的学习负担，习题的设置应该是有层次的，遵循由易到难的
规律，从基础题出发培养学生最基础的数学学习能力，再到巩
固题拓展数学学习的知识面，加深对某一知识的深入理解，最
后落脚到拔高类，使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得以发展。

本研究的习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例题学完后的习题，
是对基础题的反映，是所有同学学习完例题之后都可以解决的简
单题目；二是课后练习题，与巩固题相呼应，这部分题目是绝大
多数学生可以凭借所学知识进行作答，也是帮助中等生以及后进
生进一步提升对数学知识点的理解；三是单元总复习中的习题，
包含拔高类题型，是对学生思维的深入训练。一般可将习题分为
3：4：3[2]，即基础性习题占总习题的三成，巩固性习题占总习
题的四成，拔高类习题占总习题的三成。对习题的排列呈梯度性，
让学生在解决不同层次问题时感受到数学所带来的成就感。

总之，习题的题型设置应多样化，知识点分布螺旋式上升
呈现。

3.3习题题目表述应清晰严谨
言语表述不仅包含文字表述，还包括了大量图片、图文结合

的表述方式。图文结合的语言表述方式，便于学生理解，易与学生
更有效的学习数学[3]。教材习题的表述应结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
点，用直观的图片和简明易懂的言语呈现相关知识。一方面教材中
以言语传递数学知识为主要目的，语言表述不仅应该正规、严肃、简
明扼要，还必须具有科学性，体现出数学知识本身的逻辑性；另一
方面，插图是引起学生注意，调动数学学习兴趣的方式之一，符合
一年级学生特点，但插图设置不够规范严谨，会导致学生不理解题
目表达的意思，造成学生的学习负担。习题插图设计不仅要有规范
性，更要有严谨性，不能对学生造成误导，应该符合数学科学特征。

4　结语
习题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高质量习题设计不仅有利

于教师备课、授课过程的分析与使用，更能帮助学生理解、巩
固、运用新知识；习题是学生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不
仅是巩固所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检查与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
重要手段。合理的习题设计体现在适中的题量、多样的题型、
清晰严谨的表述等方面，在有限的题量中帮助学生理解与巩固知
识，让学生脱离“题海”的苦恼，减轻学生负担，符合现在
提倡的“减负”要求，在多样的题型中帮助学生理解与巩固知
识，让学生消除“数学很难”的旧观念，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和探究数学的兴趣，保持对数学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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