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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教材“方程”部分数学文化比较分析 

——以人教版和北师大版为例 
路超  文萍 

（玉溪师范学院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教材中的数学文化对数学教育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其也必然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是当代数学教育的重要研究

领域。本文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出版社两个版本初中数学教材与方程有关的数学文化内容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

发现两版本教材中与方程有关的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文化，在整体数量上，人教版教材比北师大版教材多，在内容分布、栏目分

布以及呈现形式上均出现整体分布不均衡。人教版与北师大版数学文化内容多与现实生活有关；数学内容的运用水平上多体现于初

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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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方数学哲学研究中，而国内的数学

发展过程中数学文化一词较早出现在邓东皋、孙小礼《数学与文化》

（1990）和齐民友《数学与文化》（1991）的书中。数学文化包含数

学命题、数学方法、数学问题和数学语言等知识以及数学意识、数

学精神和数学美等思想。在当代的数学教育发展过程中数学文化受

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了数学教育学者研究的青睐对

象。 

文化包含的范围极其广泛，数学文化同样如此，不同的学者对

于数学文化的认识不同，但都有着异曲同工的看法与见地。其中我

国的数学教育研究学者顾沛将文化分为了两种：数学中的思想、精

神、方法、观点和形成与发展过程为狭义的数学文化；数学家、数

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社会的联系、

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等称为广义数学文化。[1]而本文中所研究

的数学文化是一切人类活动所产生的非自然的事物与对象。 

1 研究目的和意义 

教材连接着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对其数学文化内容进行

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本文的研究将为教师教学提供多视角的教学而

并非一味的进行题海战术。让数学文化融入在数学教学中成为未来

数学教学的一种趋势，让教师能够适时把控课堂的同时适当的融入

数学文化教学。 

1.1 为教师教学提供多角度的参考与帮助 

数学文化在当下有了深入的研究与运用，但也面临着诸多困

难。教师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以及教材数学文化资源的缺失使得

无法较好的将数学文化运用于教学之中。本文将对数学文化进行系

统、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广大教师教学提供借鉴与帮助，为教师更

好的把握教材提供借鉴。 

1.2 为中学教材编写提供借鉴 

由于大部分学者关于数学文化的研究都集中于如何将数学文

化合理有效的运用于课堂教学中，对于数学文化的文本型的分析研

究较少。所以本文将对两个版本教材中数学文化进行文本性的研究

为教材编写、教科书的研究提供参考以及帮助。 

1.3 丰富数学文化研究的内容及成果 

数学文化的内涵以及数学文化的深度未能得到系统的分析与

研究，需要专家、学者的深入系统研究逐渐构建数学文化研究体系。

本文对教材中的数学文化进行文本型的研究，合理分析不同版本教

材中数学文化丰富数学文化研究的内容及成果。 

2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本文通过选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数学教材（以下

简称“北师大版”）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数学教材（以下

简称“人教版”）作为研究对象。两版教材均属于三年制教育，每

版教材 6 本，共 12 本。两版教材都是在 2011 年《义务教育阶段数

学课程标准》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有： 

文献分析法：通过对万方、知网、学校图书馆网等网上资源搜

寻相关数学文献，获取有价值的结论并在研究需要的基础上挖掘文

献中专家学者对于数学文化知识的分类以及研究思路框架，为本文

的研究提供合理有据的理论支撑。 

比较法：通过研究分析人教版以及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材中与

方程有关的数学文化进行定性、定量的系统分析，并以图表与表格

的形式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教材中方程部分数学文化，通过数据有

效的比较得出研究结论。 

3 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通过对教材中所含与方程有关的数学文化内容严格统计，以表

格、图表和教材图片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形成研究数据与研究结

果。从数学文化内容分布与数量、数学文化栏目、数学文化呈现形

式、数学文化运用水平五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采用横向、纵向两种方式比较，横向上进行不同版本教材的单

一栏目分析，纵向上将对同一教材多个方面上的比较分析，从而形

成相应的结论。 

3.1 数学文化数量的统计 

数学教育中数学文化的研究在培养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研究教材中的数学文化内容具有

极高价值。该部分通过对两版教材中数学文化的梳理，按照学生知

识学习程度以及课本知识的阶梯分布从不同知识领域进行统计。对

七年级上册至九年级下册六本教材中统计并计算出各知识领域数

学文化总数及其占比，得统计表 1 如下。 

表 5：两版教材中数学文化统计 

知识领域 人教版版 北师大版 

一元一次方程 72 49.0% 37 28.9% 

二元一次方程 25 17.0% 28 21.9% 

三元一次方程 10 6.80% 10 7.80% 

分式方程 14 9.50% 10 7.80% 

一元二次方程 26 17.7% 43 33.6% 

总计 147 100% 128 100% 

由统计和计算结果来看，人教版教材中所含数学文化内容为

147 处，北师大版教材所含数学文化内容为 128 处，从横向上来看，

人教版数学教材一元一次方程部分所含数学文化占整体的 49.0%，

北师大版一元一次方程部分所含数学文化占整体的 28.9%。人教版

教材一元一次方程部分数学文化比北师大版高出 20.1 %。一元二次

方程作为初中教材中方程部分的重点学习内容，人教版在该部分所

包含的数学文化内容占整体比例 17.7%，北师大版教材在该部分包

含数学文化内容占整体比例 33.6%。从纵向比较五个不同知识领域

可以发现，人教版与北师大版在一元一次方程与一元二次方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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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数学文化内容占比均是最多的。 

一元一次方程作为中学生学习方程的奠基石，衔接着小学未知

数表示数与中学学习多元多次方程。因此人教版教材在该部分所包

含数学文化内容比北师大版教材在该部分所含数学文化内容比人

教版多出一倍。而一元二次方程作为中学方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北师大版教材在该部分教材中所含数学文化从整体比重来看比人

教版教材多出一倍左右，可见编者在教材编写时对该部分重要性的

体现。 

纵观整体两版教材在方程部分所含数学文化内容分布不均匀，

主要体现在对于重点内容的重视与强调方面。而方程的学习是紧密

联系、环环相扣的，只整式方程是分式方程的基础，只有学好一元

一次方程的基础上才可学好一元二方程与二元一次方程。所以教材

编写过程中对于重难点的强调与偏倚是必然的。 

3.2 数学文化内容分布的比较 

数学文化在数学教材中具有广泛的运用与分布，本文将所统计

研究的数学文化分为数学史、数学与现实生活、数学与科学技术、

数学与人文艺术四个大类。[2]数学史在教材中的分布主要来源于中

外数学著作中的古算题、数学家的人物介绍、数学符号、数学知识、

解决数学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数学与现实生活包括学生校园生活

主要体现在人数分配、竞赛问题等方面；也包括平时的日常生活主

要体现在种植问题、缴费问题以及购物问题方面；其次还有少部分

与经济、职业有关的。而数学与科学技术包括物资、生命、技术、

物理科学；数学与人文艺术主要包括人文语言。 并根据上述分类

标准，通过具体的统计得到如表 2 的数学文化内容分布数据结果。 

 
表 2 数学文化内容分布统计图 

两版教材在数学与现实生活部分所含的数学文化内容均占大

部分，人教版教材该部分所含内容有 125 处，北师大版教材有 101

处。究其原因在于数学本就来源于实际生活，并运用于实际生活。

数学与人文艺术方面人教版所含内容有 8 处，北师大版有 11 处。

中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而科学技术的

发展涉及多个方面，所以与此有关的数学文化含量较少也实属正

常。而从图表中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北师大版教材在数学与人文艺术

部分所含数学文化内容为 0，而人教版教材有 4 处，也占很小的一

部分。 

3.2.1 数学文化栏目的比较分析 

两版教材对于数学文化栏目的分布设置极其相似，只是在教材

中的栏目名称叫法不同。例如人教版教材阅读材料栏目叫做“阅读

与思考”，而北师大版教材该部分叫做：“读一读”。在本文中分为

以下四个部分：引入、习题、例题以及阅读材料。引入包括章节的

起始部分所包含的数学文化以及专题教学导入部分的数学文化。例

题是指出现在教材讲解部分教材给出解答过程或解答思路的题。习

题指课本中练习、随堂练习、课后习题中的复习巩固、拓广探索、

综合运用部分只给出数学题目需要学生在课后完成的题。阅读材料

指教材中的读一读、阅读思考部分的数学文化知识。 

 
表 3  数学文化栏目分布统计图 

通过对教材的统计我们得出如图 2 所示的统计图表，总体来看，

两版教材在栏目分布上的数学文化内容都集中于习题。这是因为数

学来源于生活并且运用于生活，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数

学知识，更要学以致用。 

而从单一的栏目分布来看：人教版例题栏目所含数学文化内容

有 20 处，北师大版教材有 6 处，是北师大版教材的 3 倍还多，人

教版教材作为中西部地区运用最为广泛的数学教材，可见人教版在

教材编写上更注重例题的呈现，而例题的呈现是数学知识运用的呈

现，将例题呈现于教材之中，学生能够根据例题求解过程学习解法

以及培养数学思维，提升数学文化素养，可见教材编者的良苦用心。

3.2．2 数学文化呈现形式的分布 

单纯的以文字形式呈现数学文化会使数学的学习过于枯燥；而

运用图片呈现数学文化虽然极大程度上可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所以在教材中需要搭配与考虑多种方式结合的数学文化呈现形式。

本文将数学文化呈现形式分为四类：文字、文字为主、图片为主、

连环画。图片为主指主要通过图片呈现数学文化，包含有小部分文

字介绍。文字为主则是以文字为主要载体而呈现的数学文化。 纯

文字是只有文字描述的数学文化；连环画是指需要通过多张图片来

呈现的数学文化，只是考虑单独的一张或两张将会影响其完整性。
[3] 

 
表 4 数学文化呈现形式分布统计图 

由图表可知，两版教材在数学文化内容的呈现形式上都以纯文

字为主。人教版教材以纯文字呈现的数学文化内容包含 115 处，北

师大版教材有 94 处。数学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数学语言表达，

学生在学习数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既要学习数学知识也要学会用

数学语言予以表达。因此教材编写偏向于用纯文字为载体呈现数学

文化知识。以连环画为呈现形式的数学文化内容北师大版教材有 4

处，人教版教材直接没有。 

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觉得枯燥乏味，因此教材

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图片以及连环画的形式呈现数学知识能缓解数

学学习过程中的枯燥增加一定的趣味性。而整体上教材中用图片来

呈现数学文化内容的地方较少，人教版与图片有关的数学文化内容

不到整体的 2%，而北师大版教材仅占整体的 7%。总体数学文化内

容在呈现形式上为一种极不均衡的形式。 

3.3 教材中数学文化内容运用水平的比较分析 

沈春辉、柳笛、汪晓勤在运用上述数学文化分类方法的基础上

还将数学文化内容方式分为外在型:单纯的介绍文化内容;可分离型:

数学文化用来掩饰数学问题;不可分离型:文化内容与数学问题不可

分离，文化内容已经成为数学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4]同时本

文还将在汪晓勤已有的分类基础上再借鉴贺艳兰的分类方法将数

学文化内容运用水平上分为初级运用水平包括(单纯文化内容的介

绍，不涉及数学内容或者是文化内容掩饰数学问题)和高级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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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容己成为数学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5]形成如表格5所示的分 析结果。 

表 5：两版教材中数学文化内容运用水平统计 

按运用水平分类 教材版本 

外在型 可分离型 不可分离型 初级运用 高级运用 总计 

人教版 3（2.00%） 132（89.8%） 12（8.20%） 135（91.8%） 12（8.20%） 147（100%） 

北师大版 2（1.50%） 109（85.2%） 17（13.3%） 111（86.7%） 17（13.3%） 128（100%） 

总计 5（1.80%） 241（87.7%） 29（10.5%） 246（89.5%） 29（10.5%） 275（100%）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数学文化内容的运用水平人教版与北师大

版都集中体现在可分离型上，其中人教版教材可分离型占整体的

89.8%。北师大版教材占整体的 85.2%。而外在型的运用水平两版教

材都较低，人教版教材有 3 处，北师大版教材有 2 处，从数量和占

比上来看都相差不大。 

由此可见，在数学文化运用水平上整体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趋

势。从运用水平的初、高级来看，北师大版教材稍比人教版教材均

衡些。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教材中的数学文化大部分是与学生的

生活实例息息相关的。教材编写者在数学文化的运用总是基于学生

的日常生活，这也体现了数学知识即来源于生活也运用于生活，同

时也符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发展规律。 

4 研究结论 

1.教材中方程部分有关数学史都集中于数学与现实生活板块，

其余板块占比都较少，北师大版甚至在数学与人文艺术板块的分布

数量为 0。 

2.两版教材习题部分所含数学文化极为丰富，引文与例题次之，

阅读材料最少。 

3.两版教材都集中体现在可分离型上，教材运用水平都集中于

初级运用水平。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将给出如下研究建议： 

1、均衡数学文化在数学教材中的分布，适当增加教材中数学

文化与科学技术、人文艺术的结合，特别是增加数学史。 

2、在教材编写时多体现数学文化运用的高级水平。 

3、适当增加阅读材料的数量，丰富学生的数学课外知识。 

4、增加图片与连环画的方式来呈现数学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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