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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对两个版本教材中“用字母表示数”的分析比较 
——以苏教版和青岛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 

◆王云娟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雅居乐小学  广东广州  511445） 

 
摘要：教材作为课程内容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如何理解教材，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材在教学中的价值与功能，
而教材分析对理解教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字母表示数是从算数的具
体向代数的抽象的一大飞跃，是学生的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的
转变。本文以苏教版和青岛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对两个版本教材中“用
字母表示数”部分的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了一些结论，且对这部
分教材的编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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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用字母表示数”这一节主要学习如何用字母表示数、计算

公式、数量关系、运算定律以及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
部分内容是小学生学习代数知识的起始，是学生的思维方式从具
体形象向抽象概括转变的开始，更是算术思维向代数思维转变的
起点。但这个阶段学生的思维方式多以算术思维为主，在此时让
学生学习用字母表示数对他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而用字
母表示数、数量关系、计算公式等要作为教学的重点，充分使用
学生已有的相干知识，提高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更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概况能力，从而帮助学生顺利的从具体形
象思维向抽象概括思维过渡。 

二、课标对“用字母表示数”的要求 
对于用字母表示数这部分内容，《数学课程标准（2011 版）》

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具体要求是：1.在具体的情景中能用字母表
示数 2.结合简单的实际情景，了解等量关系，并能用字母表示。 

三、两个版本教材中“用字母表示数”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苏教版和青岛版两个版本的教材中“用字母表示数”

这部分内容的比较分析，发现两个版本教材既有相似之处，也有
很多差异的地方。 

（一）相同点 
1．包含的知识点相同 
两个不同版本教材的素材虽不同，但其所包含的知识点是相

同的。主要有：①用字母表示数、数量关系和计算公式②用字母
表示数的意义③用字母表示数的简洁性④用字母表示数的书写
规则⑤“字母式”的求值方法等。 

2．呈现方式上的相同点 
文字表达方式也就是教材的视觉特点。如教材的版面所呈现

的图文、颜色、版面等等，这是教材给人的直观感受。而且，当
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视觉对学生了解和记忆所学内容的帮
助很大。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调动学生的视觉并投入到学习
中，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2]。因此，小学数学教材，除
文字以外，还采用图片、表格、游戏等呈现方式，使内容更加直
观、生动形象，使其更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苏教版和青岛版两
个版本的教材在呈现方式上都采用了文字、图片、表格等多种形
式，图文并用、直观形象。且在例题的设置上具有连续性，这为
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和创设生动的情景都提供了方便，也使得知
识点有了更强的连贯性。 

(二)不同点 
通过对比发现，两个版本的教材在名称、内容的呈现顺序、

素材来源、版面呈现效果等方面的存在较大的差异。 
1．学习对象的差异 
苏教版教材把此部分内容安排在四年级的下册，而青岛版的

教材把此内容安排在五年级下册。学习的对象是不同的，学生的
思维特点和接受知识的能力也不同。 

2．名称上的差异 
对于此部分内容，苏教版直接采用“用字母表示数”这个名

称；而青岛版的教材采用的是“黄河掠影——用字母表示数”。 
3．呈现顺序上的差异 
青岛版教材把这一内容安排在起始单元进行教学。而苏教版

把此内容却安排在了教材的最后，在学期末学习。 
4. 版面呈现效果上的差异 

苏教版版面的设计较为紧凑，每页的内容较多，部分的例题
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题步骤。不过题目的设置层次性很强，有利于
学生知识的建构。 

青岛版教材版面色彩鲜艳，每页的内容较少，整个版面较宽
松，学生看着会更加舒服，更契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每道例题
都有较详细的解题过程，且过程的逻辑性很强，这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逻辑思维。 

5．素材来源上的差异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为了建立数学与现实的联系，教

材应选择与学生生活相关的素材[4]。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两个版
本的教材中此部分例题的素材来源主要有以下 4 个：①数学生活
②校园活动③校园生活④纯数学问题。对于两个版本中该内容的
例题的素材来源的分布，详见图 1。 

 
 
 
 
 
 
 
 
 
 
 
 

图 1 两个版本教材中用字母表示数的例题的素材来源比例图 
可以看出，苏教版的素材来源要比青岛版的较为丰富，主要

包括数学生活、校园生活、家庭生活和纯数学问题。而青岛版的
主要来源于现实生活，还有一小部分来源于纯数学问题，虽然没
有苏教版的丰富，但是它比较注重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四、启示与建议 
1. 同一内容的名称尽量能够统一。 
苏教版直接采用“用字母表示数”这个名称；而青岛版的教

材采用的是“黄河掠影——用字母表示数”,“黄河掠影”几个
字呈放大加粗效果，这样很难让学生从标题中一眼看出本节内容
的重点。且不同教材同一内容统一名称可以让不同地区的学生交
流起来更加方便。 

2. 同一内容在教材中的位置尽量统一。 
“用字母表示数”这部分内容较为抽象，是以后学习方程和

函数的基础，因此学好这部分内容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苏教版
教材把这部分内容安排在五年级下册，而青岛版教材安排在四年
级下册。小学生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转变存在一个很
大的转折期，五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水平普遍要比四年级的高，
因此这部分内容安排在五年级下册对学生来说会更容易接受。 

3．丰富课本素材来源 
课本素材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兴趣息息相关，一个好的例题素

材内容可以让学生对这道例题充满浓厚的兴趣，从而大大提高学
习效率。通过其他学者研究发现，和生活联系越密切的例题，学
生学习的兴趣更大。因此，建议丰富课本素材来源，例题多以现
实生活场景为依托，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结束语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数学教材分析的资料，并且深

入分析苏教版和青岛版小学数学教材“用字母表示数”的内容。
但由于教材分析内容繁琐，涉及相关理论众多，因此该课题研究
必然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希望能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探究出
更好的教材分析方法，继续对本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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