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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A版（2019）与湘教版（2019）教材的对比分析
——以普通高中数学教材“三角恒等变换”为例

蒋湘湘　周学君 *　陈真真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八次”教育改革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为一个课程标准对应多个版本的教材 . 教材的多样化能促进教师和

学生的双边活动，但在教材改革时，仍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材内容多少、例题难度等.本研究以人教A版（2019）和地方教材湘教版（2019）

为对象，选取三角恒等变换这一模块进行比较 .采用内容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知识呈现和例题难度等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发现两版教材在整体内容上差异不大，但湘教版（2019）呈现出更多的公式，例题数量比人教 A 版（2019）略多，综合难度略低于人教 A

版（2019）. 结合两版教材的特点和优势，可知两版教材各有千秋 . 本研究从教材使用和编写两个方面对两版教材提出相关使用建议，教

师也可以将两版教材结合使用，以达到教学效果最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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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八次教育改革中，国务院提出将教学大纲改为学科课程

标准，倡导教材多样化，鼓励相关部门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

写教材，形成“一标多本”教材建设格局 . 课本是课程标准的直

接表现载体，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蓝本，更是学生学习的资料。

部分教师教学仅局限于学校发放的教材，而不去寻求其他有效的

优质资源是目前教学的现状，长期这样教学不仅会导致教师教学

质量停滞不前，同时也会使得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和学习能

力得不到提高甚至下降。新课程改革提出教师要用教材教，而不

只是教教材；同时学生也不能单纯地依靠教材，要学会用教材。

因此研究教材，发掘各版教材的优势，对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

都有积极意义，能够帮助教师教学更快更准地落实“立德树人”

的目标，帮助学生合理有效地使用教材，习得系统的知识，提升

学习能力和落实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本研究选取的两版教材分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数

学教材（以下简称人教 A 版（2019））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高中数学教材（以下简称湘教版（2019））. 人教 A 版是全国范围

内使用范围最广的教材，湘教版是地方性教材，其以学生为本重

视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和数学方法，优点突出，由此选择这

两本教材 . 本研究以三角恒等变换为切入点，从知识呈现和例题

难度两个模块进行比较，基于客观真实地视角反映出两版教材的

差异性 . 希望教师在教学中能够采纳多方教材，优中选优，打造

更优质课堂；学生在学习中得到进一步提高 .

一、两版教材的知识呈现对比

根据教材中“三角恒等变换”的内容，我们从引入、思考探索、

知识证明、知识表征、知识反思、信息技术、数学思想、数学史

和数学文化这九个维度进行比较 . 如表 1 所示 .

表 1 两版教材三角恒等变换知识呈现对比

教材版本 人教 A 版（2019） 湘教版（2019）

引入
以诱导公式为问题背景，提出将特殊值换成任意角，他们之间会

有什么关系

以平面坐标系点的坐标为问题背景，提出两个角的三角函数值怎

么求两个角之间差的三角函数值

思考探索 如何用任意角的正余弦表示他们和与差的正余弦 探究两个角差的余弦值

知识证明 利用两点之间的距离和换元思想两种方法 利用平面向量的知识和换元思想两种方法

知识表征 在计算或者证明之后用单独矩形框给出符号表征，给出文字表征 在计算或者证明之后用单独矩形框给出符号表征，给出文字表征

知识反思 在章节末尾有本章知识结构图和回顾与思考 在章节末尾有本章知识结构图和回顾与思考

信息技术 利用信息技术制作三角函数表 无

数学思想 直接表明换元思想和转化与化归思想 未明说，需要学生自行领悟

数学史 无 无

数学文化 无 电子琴为什么能模拟不同乐器的声音

由表 1 可知，两版教材在知识呈现上有些许不同，主要差异

如下 .

在知识获取阶段，两版教材都是通过问题导入，但解决问题

所用到的方法不一样，人教 A 版（2019）通过在单位圆中圆弧所

对应的弦相等，再根据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得出差角的余弦公式，

而湘教版（2019）则通过数量积和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得出差角的

余弦公式 .

两版教材在推导两角和与差的正弦和正切公式也有些许差

异 . 人教 A 版（2019）通过之前推导的两角和与差的余弦公式，

提示根据之前所学习的诱导公式五或六能推出两角和与差的正弦

公式，就直接给出正弦和正切的和差角公式 . 湘教版（2019）将

两角和与差的正弦和正切公式单独成为一小节，通过换元思想，

并通过给出详细步骤得出公式 .

在编写二倍角的三角函数上也略有不同 . 人教 A 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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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放在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和正切公式这一节内容中，没

有具体的过程，直接给出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并在

后面给出二倍角的余弦公式中仅含 α 的正弦和余弦的公式 . 而湘

教版（2019）中通过换元思想并有具体的步骤给出二倍角公式，

但未给出二倍角的余弦公式中中仅含 α 的正弦和余弦的公式 .

两版教材都在简单的三角恒等变换中先给出了半角公式，

后给出和差化积与积化和差公式，但给出的形式不同 . 人教 A 版

（2019）通过例题计算得出的答案，在旁白的矩形框中给出半角

公式；在和差化积与积化和差公式部分，通过例题证明得出公式，

但未表明公式的名称 . 而湘教版（2019）则直接放在知识点中进行

讲解并有具体步骤而给出公式，并在之后通过例题给出万能公式，

学生可以直接在教材上学习这部分内容；人教 A 版（2019）未给

出万能公式，这部分知识需要老师上课额外拓展才能了解；在另

一部分内容上，在直角坐标系中，通过平面向量知识推导出公式

并给出其名称 .

两版教材在简单的三角恒等变换中都提及通过和差角公式的

逆运用来求函数周期、最大值和最小值，但是所用的篇幅和思想

不一样 . 人教 A 版（2019）直接给出例题，通过分析所给函数形

式与和差角公式展开后的式子进行对比，转化为 y=Asin（ωx+φ）

进而得出函数周期、最大值和最小值 . 湘教版（2019）首先提出

如何对 sinx+cosx 这种形式进行三角恒等变换，随后借助计算机画

出该函数部分图像，通过观察图象，发现问题，接着提出猜测是

否 能 转 化 为 y=Asin（x+φ）， 紧 接 着 通 过 探 究 得 到 公 式

asinx+bcosx= 2 2a b+ sin（x+φ），再举例说明并巩固知识 .
在信息技术和数学思想方面，人教 A 版（2019）做得更好，

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学习到怎样去做表和表述数学思想 . 两版教

材在该知识模块均未涉及数学史 . 在数学文化方面，湘教版（2019）

做得更好，与实际生活相联系，通过探究身边的事物电子琴来发

现数学的奥秘，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该部分内容 .

三、两版教材的例题难度比较

在鲍建生教授 2002 年建立的数学题综合难度模型的基础上，

王建磐、鲍建生于 2014 年根据青浦实验得出的数学认知水平框架

对原模型进行了修正 . 本文采用的研究工具就是修正之后的难度

模型 . 修正之后的难度因素如表 2 所示 .

表 2 数学习题的难度因素与水平

        难度因素

水平
1 2 3 4

1 背景（A） 无背景（A1） 个人生活（A2） 公共常识（A3） 科学情境（A4）

2 数学认知（B） 操作（B1） 概念（B2） 领会 - 说明（B3） 分析 - 探究（B4）

3 运算（C） 无运算（C1） 概念（C2） 简单符号运算（C3） 复杂符号运算（C4）

4 推理（D） 无推理（D1） 简单推理（D2） 复杂推理（D3）

5 知识综合（E） 一个知识点（E1） 两个知识点（E2） 多个知识点（E3）

利用下面公式计算教材中的例题在各个因素上的加权平均值：

( 1,2,3,4,5; 1,2.......)j ij ijn d
di i j

n
∑

= = = .

其中，di 表示第 i 个难度因素上的加权平均值，dij 表示第 i 个

难度因素的第 j 个水平的权重，采用等级权重，即 dij=j；nij 则表

示这套教材例题中属于第 i 个难度因素的第 j 个水平的题目的个数，

而 n 是该版本教材例题的总数 . 显然，对任何的 i，都有∑ nnij=n.

根据综合难度计算公式，对两版教材中三角恒等变换例题的

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

表 3 两版教材三角恒等变换例题各难度因素统计表

难度因素 等级水平 题量 百分比 加权平均

人教 A 版（2019）（10）
湘 教 版（2019）

（22）
人教 A 版（2019） 湘教版（2019） 人教 A 版（2019） 湘教版（2019）

背景

无背景 10 20 100% 90.91%

1 1.09
个人生活 0 2 0% 9.09%

公共常识 0 0 0% 0%

科学情境 0 0 0% 0%

数学认知

操作 2 6 20% 27.27%

2.4 1.95
概念 4 13 40% 59.09%

领会 - 说明 2 1 20% 4.55%

分析 - 探究 2 2 20% 9.09%

运算

无运算 0 0 0% 0%

3.7 3.45
数值运算 0 0 0% 0%

简单符号运算 3 12 30% 54.55%

复杂符号运算 7 10 70%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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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无推理 2 5 20% 22.73%

2 1.95简单推理 6 13 60% 59.09%

复杂推理 2 4 20% 18.18%

知识综合

一个知识点 4 12 40% 54.54%

1.7 1.5两个知识点 5 9 50% 40.91%

多个知识点 1 1 10% 4.55%

将两版教材的各难度因素的加权平均值进行整理分析，从而 得到例题综合难度统计表格和对应的雷达图 . 如表 3 和图 1 所示 .

表 4 两版教材三角恒等变换例题综合难度统计

教材版本 背景 数学认知 运算 推理 知识综合

人教 A 版（2019） 1 2.4 3.7 2 1.7

湘教版（2019） 1.09 1.95 3.45 1.95 1.5

从表格数据上分析，两版教材在数学认知和运算这两方面上

的难度略高于其他方面，这与三角函数本身的知识内容相关 . 在

运算方面涉及各种复杂公式的单独应用和综合应用，这就加大了

运算的难度 . 在数学认知方面，由于两版教材在本节内容上的例

题大部分都是纯数学背景，极少甚至没有与现实生活相关的例题，

这就对学生理解和接受知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然而然

就加大了学习的难度 .

图 1 两版教材三角恒等变换例题综合难度雷达图

由图 1 了解到两版教材例题的综合难度差异较小，尤其在背

景和推理两个方面，从图上看几乎是重合状态，数据只差 0.04 和

0.05. 但是总的来看，湘教版（2019）的综合难度略低于人教 A 版

（2019）. 主要是因为湘教版（2019）在例题背景方面不是纯数学

背景，涉及到了两个个人生活的背景，而人教 A 版（2019）没有

设置该类型的例题 . 在数学认知、运算和知识综合这三个方面，

人教 A 版（2019）比湘教版（2019）要高，主要是因为人教 A 版（2019）

涉及的两个知识点和多个知识点的例题比湘教版（2019）要多一点 .

五、结论

从知识呈现上看，两版教材在知识小节和公式呈现的数量上

有些许差异 . 两版教材在三角恒等变换内容上基本一致，湘教版

（2019）在小节的题目上的设置更加精准严谨，对于和差角公式

的编写更有清晰和更具有逻辑性，比人教 A 版（2019）多了万能

公式 .

从例题设置和难度看，人教 A 版（2019）例题的数量远少于

湘教版（2019）. 在三角恒等变换这一部分内容上，人教 A 版（2019）

在学习新知后，安排的例题较少，且难度跨度较大，相较于湘教

版（2019）而言，缺少了新知后的例题和知识之间的一些过渡性

例题 . 湘教版（2019）的例题设置更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更

有利于教学 . 总体来说，人教 A 版（2019）的总体综合难度比湘

教版（2019）大，主要体现在背景和推理两方面 .

通过对人教 A 版（2019）和湘教版（2019）三角恒等变换的

知识呈现和习题难度两个模块的分析，得出两版教材各有千秋，

既考虑到了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又都关注到了提高和发展学生

逻辑推理、数学运算的数学能力和核心素养 . 落实了“以学生发

展为本，立德树人，提升素养”的新课标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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