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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数学是培养青少年数学素养与数学思维的重要阶段，人教版与沪教版数学教材作为使用广泛的高中

教学材料，其内容设置差异对学生提出不同要求。数学阅读能力是新课标提出的全新数学能力，在两版

教材中均有体现，如何根据地区学生的情况差异，选择合适教材教学，对整体数学教育品质发挥着关键

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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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s an important stage for cultivating young people’s mathematical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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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y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As the widely used high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the mathe-
matics textbook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the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put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n students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ir content settings. Mathematics reading ability 
is a brand-new mathematical ability proposed by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which is reflected 
in both editions of textbooks. How to choose appropriate teaching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dif-
ferences in the situation of regional student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overall qualit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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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发布和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让我国高中教育进入了

更新阶段，新课标和新教材都是为响应国家因材施教教育理念做出的全新尝试，是学科育人、课程内容

的重要载体[1]。高中数学作为培养学生数学素养和思维能力的重要阶段，其教材的设计发挥着重要的引

导作用，人教版数学教材是中国教育部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编写的，是全国各地区广泛使用

的教材之一，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注重基础知识和应用，被广大师生所认可。而沪教版是上海地区

广泛使用的教材，其特点在于与生活实际联系紧密，注重实践性和创新性。两版数学教材在数学阅读能

力培养方面均有设置特定栏目，即“文献阅读与数学协作”和“阅读材料”，为了了解两版教材数学阅

读栏目内容、结构和难易程度，特对两版最新教材做出对比研究，其价值在于针对两版教材栏目对比可

以深入了解各自教材的特点和优势，促进教育教学的改进和创新，另外，数学阅读栏目都是为提升学生

数学素养和综合能力服务的，对比其异同，可以更好的指导学生学习，进而推动数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结合比较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法重点探讨这两版新教材(2022 年最新版人教版 A 版、2022 年最新版沪

教版)中“数学阅读”方面的设计异同，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以期为教师提供一些参考。 

2. 数学阅读与写作的历史溯源 

20 世纪 60 年代诞生的“贯穿于课程的学做运动”让美国教育界瞬间轰动，70 年代后，数学写作运

动开始引入教学课堂，80 年代后，有学者纷纷提议将数学写作纳入数学课程[2]，所以从 90 年代以后，

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将写作与数学结合起来，自此开启了数学阅读与写作的广泛使用时代。一些国外学

者率先对这一独特的学习方式进行了研究，比如 Vygotsk [3]人为数学思维和语言之间有密切关联，必须

对“意义网络”进行主动建构，才能有效实现语言和思维的互通。诸多实践证明，阅读和写作的确能让

学生主动进行意义建构，帮助学习提高，塑造学习思维[4] [5]。Lodholz [6]经研究提出，把口头信息写下

来，是理解数学的核心，在写作之前，学生应进行相当多的阅读和思考，组织、提炼概念，学生得到表

达思想的实践经验，也帮助数学学习的进步，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工具。 

3. 《文献阅读与数学写作》与《阅读材料》栏目的内涵概述 

在国家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教育部对高中数学课程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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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人教版和沪教版数学教材为了积极响应这一政策号召，特在教材中增加了提升学生数学阅读与

写作的教学栏目，并将其教学范式做出全新指导，见图 1。两版教材编撰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提升

学生数学综合素养为出发点的，但由于教材使用对象的差异，所以在具体实施上存在较大参差。 
 

 
Figure 1. Teaching paradigm of the reading material part in high school textbooks 
图 1. 高中教材中阅读材料部分的教学范式 

 
人教版中数学阅读能力板块叫做《文献阅读与数学写作》，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文献搜索工具或引

擎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查询、下载、阅读、吸收，但是由于高中生自身能力问题，该板块主要以学习

目标指引下的数学知识或实际问题进行规律性整合或经验总结等为重点，比如在“函数的形成与发展”

主题阅读和写作中，教材以“自 17 世纪近代数学产生，函数处于数学核心位置，数学和科学绝大多数都

与函数有关，比如圆柱体的表面积、提及、运动物体的路程与时间之间的函数……”为开端，深入知识

历史发源，将数学知识和现代生活串联起来，激发出学生对阅读和写作的极大兴趣[7]。《文献阅读与数

学写作》板块围绕数学概念、定理和公式的历史发展脉络展开，既有主题揭示与研究方向，又有简要阅

读和写作指导，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沪教版中数学阅读部分设置为《材料阅读》栏目，是相对独具特色的部分设置，在新课标数学教育

标准下，数学课堂教学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8]。该部分在每节教学内容后，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阅读材料，通过明确主题或内容，承载整个

章节的核心知识点和思想价值，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美和魅力。例如，在讲解数列这一部分时，教材中会

引入一些与数列相关的阅读材料，如“等差数列的应用”“斐波那契数列的奥秘”等，这些材料不仅帮

助学生理解数列的概念和应用，还激发了学生对数列学习的兴趣。 

4. 《文献阅读与数学写作》与《阅读材料》栏目特色阐述 

2022 年最新版人教版 A 版、2022 年最新版沪教版高中数学是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数学教材，它们在

高中生数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产生于相同的课标背景和教育理念，但又各具特色的结合了地区

学生教学特色。人教版教材注重数学文化的传承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沪教版教材则更关注数学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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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和应用。本文将探讨这两本教材中数学阅读能力培养栏目在编写理念、目标、风格等方面的差异，

以及如何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它们，以适应不同课程特点和需求。针对两教材中数学阅读相关栏目的对比，

可以为地区选择教材、教材教学等方面提供有益的教学价值。 
因人教版和沪教版面对的学生受众不同，所以虽然拥有相同的课标标准和教学目标，所以二者在功

能定位、编写理念、编写风格、内容比重、知识涵盖、知识呈现、内容结构、知识技能、拓展活动等方

面各具特色，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Literature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Writing”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Reading Materials”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表 1. 人教版《文献阅读与数学写作》与沪教版《阅读材料》对比 

因素对比 2022 年最新版人教版 A 版 
《文献阅读与数学写作》栏目 

2022 年最新版沪教版 
《阅读材料》栏目 

功能定位 

旨在通过文献阅读和写作的方式，引导学生了解数

学概念、公式、的发展历程、形成脉络、思想方法

和应用价值，其主题和核心教学都与历史有关，代

表的是数学发展史中相关的节点，是数学文化的重

要内容。强调数学文化的传承和跨学科联系，注重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发挥以数学史为

鉴，窥探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精粹 

更注重数学知识的拓展和深化，阅读材料以

经典数学文献为主，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数

学概念、定理和方法的理解。同时，结合具

体数学知识，设计相应的问题和探究课题，

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索 

编写理念 

将数学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通过文献阅读和写

作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目标

是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 

更注重数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通过经典例题和实际应用问题，巩固学生的

数学知识，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和思维能

力，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提高解

题技巧 

编写风格 

通过文献检索、阅读，使数学文化传承和跨学科联

系，引导学生了解数学的发展历程、思想方法和应

用价值。同时，还设计了多样化的活动，如小组讨

论、调查研究、论文写作等，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 

注重数学知识的拓展和深化，通过阅读经典

文献、解决问题和探究数学奥秘的方式，帮

助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定理和思想方法的

理解，编写风格相对传统，以教师讲授和学

生被动接受为主 

内容比重 

人教版高中数学新教材中共设置了 5 处《文献阅读

和数学写作》学习内容，分布是函数的形成与发展、

对数概念的形成与发展、集合数学的发展、解析几

何的形成与发展、微积分的创立与发展，比重较小 

沪教版数学教材中，每一章节教学内容后都

附有《阅读材料》这一栏目，而且，该教学

材料还在每一篇《阅读材料》旁边进行批注

与教学指导，作为材料和教学引导、说明，

相对比重更大 

知识涵盖 
更注重数学概念、定理和公式的实际应用案例的展

示，还涉及一些跨学科的内容，如数学与物理、经

济、计算机等领域的联系内容 

覆盖了更多的知识点，包括数学史、数学文

化等方面的内容 

知识呈现 

知识体系呈现相对更为完整，涵盖了数学史、数学

思想、数学文化、数学应用等多个领域。例如，在

数学史方面，该教材引入了古代数学家的贡献和现

代数学的发展历程；在数学思想方面，强调了抽象、

推理、模型等思想的应用；在数学文化方面，介绍

了数学与艺术、建筑等领域的联系；在数学应用方

面，涉及了金融、物理、计算机等领域的应用案例 

知识体系更注重数学知识的深化和应用，该

教材选取的阅读材料以经典数学文献为主，

帮助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定理和方法的理

解。同时，结合具体数学知识，设计了实际

应用问题和探究课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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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容结构 

采用模块化的组织结构，将文献阅读与写作分成若

干个模块，每个模块包括阅读指导、文献推荐、写

作指南等内容。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需求选择相应的模块进行学习，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采用传统的章节式组织结构，将数学知识按

照章节进行编排，每个章节包括相应的概

念、定理和方法介绍，以及相应的例题和习

题。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数

学知识，但相对较为传统 

知识技能 了解、知道、识别、搜索 了解、知道、探索、思考 

拓展活动 

包括研究性课题、竞赛辅导等，目的在于培养高中

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同时还提供了数学文化

方面的拓展资料，帮助学生了解数学与其他知识领

域的联系和价值 

也提供了拓展活动和素质扩展方向，主要包

括实际应用问题的探究和解决，旨在培养高

中生实际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栏目还结合具体数学问题，设计了素质拓展

方向，如数学建模、数据分析，以满足新时

代青少年不同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方向 

实验设计 较少涉及实验设计 设计了更多的实验作业，旨在通过实践操作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 

教学难度 

涵盖了数学史、数学思想、数学文化、数学应用等

多个领域，还涉及了一些高等数学的内容，这使得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探究更为复杂的

数学问题，同时学生也需要掌握更为深入的数学知

识来理解和解决问题。其次，该教程还注重数学文

化的传承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更注重数学知识的巩固和应用，以经典数学

文献为主，旨在帮助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

定理和方法的理解。该教材和栏目中设计了

实际应用问题和探究课题，引导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使得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数学知识的系统性和

连贯性 

适应对象 基础较差的学生，注重基础知识以及相关理论常识

的掌握和应用 
各方面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用于知识面和

视野拓展 

5. 高中数学阅读或写作栏目的教学建议 

对比两版数学教材中阅读材料栏目的特色差异，可以体现出现两个方面的教学价值：一方面，新课

标的目标是让高中生通过课程学习，获得进一步学习和未来发展必须的基础知识、技能、思想和经验，

从而以数学角度发现、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用发展的逻辑推理和

表达[9]。另一方面，新课标要求学校落实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活动，也就是说，要不断锻炼学生数学抽

样思维和用数学建模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建模过程涉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建立模型、确定参数、

计算求解、验证结果、改进模型、解决问题等多个过程[10]。 
在实际应用中，两版教材在数学阅读栏目设置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首先，它们都成功地引

发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好奇心。其次，这些栏目也确实提高了学生对数学的应用意识，让他们了解到

数学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和其他领域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学

生反映这些栏目中的内容难度较大，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比如建模或验证等内容的研究难度就过大，

这一过程的达成需要以文献学习、数据搜集为基础，学生只有自行探究、发现文献中可借鉴的内容，才

能为各类数学实践活动提供脚手架；另外，也有教师反映，由于课程时间的限制，他们有时会忽略这个

栏目或者仅仅让学生自己阅读，这与栏目设置初衷有所悖离。基于此，国内数学教师在提升学生的数学

阅读水平过程中，除了课本栏目所涉及的阅读材料，还需要增加更多相关的、合适的阅读材料和写作话

题，以启发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的数学知识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另外，教师在教授阅读与写作栏目时，

更应注重传授阅读技巧，培养学生主动查阅资料的能力，并结合实际问题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鼓励

学生自主探究问题，通过观察、实验、归纳等手段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体会数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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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妙和乐趣。对于理解、应用相对困难的内容，比如数学建模，教师可以先从夯实数学基础着手，从易

到难，帮助学生培养建模能力。国外教材中对该栏目的设计融汇了大量图文、表格内容加以锐化知识难

度[9]，这一点也值得国内数学教师借鉴，即通过多样化的表达形式(文字、图表、公式、动态视频等)。
帮助学生更全面地展示知识点。当然，除了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对学习效果做出及时反馈与改进也同

样重要，数学教师需要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对其阶段性学习效果做出个性化评估，以满足学生

的个性化需求，促进他们的个性化发展，这对教师未来职业素养、职业规划也是很有意义的。 

6. 总结 

不论是人教版还是沪教版高中数学教材，设置材料、文献阅读或数学写作栏目的目的都是为了鼓励

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是打破传统“学会”思维，实现“会学”跨越的有效手段。虽然在很多

方面存在差异和偏驳，但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让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求而设计、制作的，在选择教材

或进行栏目教学时，如何高效发挥这些知识的价值，才是新课标目标的达成发挥着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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