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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方程是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小学数学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广大教师关注的焦点。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以人教版和北师版教材为例，对教材中方程及相关内容进行对比研究，为方程教

学以及教材的编写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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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quations are the cor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aking the textbook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and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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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quations and related content in the textbooks, and to provide refer-
ences for the equation teachi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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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方程及其相关内容属于数与代数模块，在中小学的数学课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教材是联系教师和

学生的纽带，是重要的教学资料和学习资料，好的教材既有利于教师的教，又有利于学生的学，通过两

版初中数学教材的对比，有助于教师熟知方程及相关内容的知识结构、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

提高教学质量，并切实为人教版数学教材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2. 研究方法及对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主要从内容体系、内容结构、编写体例三个方面，对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初中

数学教材中的方程及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2.2. 研究对象 

以 2013 年教育部审定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初中数学教材作为

研究对象，从内容体系、内容结构和编写体例三方面对方程及其相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3. 研究结果 

初中教师要进行有效的教学活动，除了以学生作为中心外，还要根据教材的内容体系、内容结构和

编写体例来确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因此本文通过对两版本教材的内容体系、内容结构和编写体例进

行对比分析，帮助教师更好的利用教材进行教学，并为教材编写提出改进建议。 

3.1. 两版本教材方程内容体系 

在初中阶段方程内容既承接了数与式的内容，又为后续函数和不等式的学习打下基础，起到承前启

后的重要作用[1]。两版教材首先学习 ax b c+ = 这类型方程的概念与解法以及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学生

分析问题中的等量关系，列出方程，依据等式的性质、合并同类项与移项等内容对方程进行求解。对学 

生来说找等量关系列方程是难点，所以要着重培养学生分析等量关系的能力。接着学习
ax by e
cx dy f

+ =
 + =

类型 

的方程，主要学习此类方程的定义与解法以及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学生经过分析，依据等量关系列出

方程组，根据代入消元法和加减消元法解出 x ，学生运用一元一次方程同样可以求解，但一元一次方程 

具有局限性，这就体现出二元一次方程的优越性。接着又学习
bx c
a
= 和

bx d c
a
+ = 这类型方程的概念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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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应用，学生根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给等号的两边每一项乘最简公分母，将分式方程转化为整式

方程求出未知数。最后学习 2 0ax bx c+ + = 形式的方程，主要学习概念、解法以及应用。以上是初中阶段

要求学生掌握的内容，下面将从教材中方程内容的前后顺序、课时安排、所处的具体位置这三个维度对

两版本教材的内容体系展开比较分析： 
见表 1，人教版教材把一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分别编排在七上和七下，连贯性较强，并且安

排 19 个课时去学习一元一次方程，占方程内容总课时近三分之一，充分体现一元一次方程的重要作用，

为后续的方程学习做准备。二元一次方程的学习，教材安排了 12 个课时，课时数少于一元一次方程。教

材将分式方程编排在八上，课时数占方程内容总课时数的比例最小。在八下和九上，教材在一次函数与

二次函数中渗透方程内容，有利于学生建构知识、理解知识和应用知识，同时加强方程学习的连贯性，

体现螺旋上升的知识编排顺序。一元二次方程安排在九上进行学习，随后便是二次函数的学习，这一安

排与北师版教材不同，北师版教材则是把一元二次方程和二次函数分别安排在九上和九下。人教版教材

方程内容的学习基本都是方程概念到解方程，再到方程的应用。 
 

Table 1.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the equation content of the PEP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表 1. 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方程内容的具体呈现 

人教版数学教材(PEP) 

年级 章节 具体内容 

七年级上册 一元一次方程 

从算式到方程 

解一元一次方程–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解一元一次方程–去括号与去分母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 

七年级下册 二元一次方程组 

二元一次方程组 

消元–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实际问题与二元一次方程组 

三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八年级上册 分式方程 

分式 

分式的运算 

分式方程 

九年级上册 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 

解一元二次方程 

实际问题与一元二次方程 

 
见表 2，北师版教材将一元一次方程安排在七上，课时数明显低于人教版教材。七下的数学学习中

未涉及方程内容，将二元一次方程组安排在八上学习，并且在二元一次方程组之前安排了一次函数的学

习，重在培养学生的几何直观能力数形结合思想，由于学生不具备二元一次方程组的知识基础，不得不

利用图像来解决问题，进一步体会方程与函数的联系，这一设计安排具有突破性。教材把分式方程与一

元二次方程的学习安排在八下和九上，分式方程安排了 3 个课时，与人教版教材相同，一元二次方程安

排了 11 个课时，比人教版教材少两个课时。方程作为数学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可考虑适当增加课时安排。

教材在九下利用二次函数研究一元二次方程，深化学生对一元二次方程的认识，深入体会函数与方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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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北师版教材方程内容的标题基本分为认识、求解、应用三类，标题是根据本节讨论的问题给出，

体现了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Table 2. The concrete presentation of the equation content of the BNUP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表 2. 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材方程内容的具体呈现 

北师版数学教材(BNUP) 

年级 章节 具体内容 

七年级上册 一元一次方程 

认识一元一次方程 

求解一元一次方程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 

八年级上册 二元一次方程组 

认识二元一次方程组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应用二元一次方程组 

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 

三元一次方程组 

八年级下册 分式与分式方程 

认识分式 

分式的乘除法 

分式的加减法 

分式方程 

九年级上册 一元二次方程 

认识一元二次方程 

用配方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公式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用分解因式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应用一元二次方程 

3.2. 两版本教材方程内容结构 

在具体内容的编排上：两版本教材在“一元一次方程”的设置上二者基本相同，都将“一元一次方

程”的全部内容设置在七上，且安排在“整式”内容的后面，因为“项”、“代数式”、“合并同类项”

等知识可以帮助学生熟练的解决方程问题，对方称的理解又可以加深对“数与式”的理解。人教版教材

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安排在七下，先学习二元一次方程组再学习一次函数，并且随后安排了“不等式

与不等式组”，北师版教材则将“二元一次方程组”安排在八上，七下的学习中未涉及方程内容，教材

先编排一次函数内容，再编排二元一次方程组内容，可以进一步强化一次函数“形”的特征，培养学生

的几何直观和数形结合思想。人教版教材将分式方程安排在八上，北师版教材则把分式方程安排在八下，

且都在因式分解之后，人教版教材将一元二次方程安排在九上，随后学习二次函数，而北师版教材则是

将一元二次方程安排在九上，二次函数安排在九下，由此可见，北师版教材将方程内容安排的较分散，

方程与函数的联系不紧密，学生在学习不等式组与函数内容时不容易联想到在方程中所学的知识，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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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版教材将不等式与函数的学习紧紧与方程内容相关联，模块间与模块内都存在联系。学生学习不等式

与不等式组会联想到二元一次方程，学习二次函数会联想到一元二次方程。方程以及与方程有关的函数，

是义务教育阶段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数学教学最为核心的内容[2]。综合考虑，两版教材课程内容深度

和内容完整度基本相同，但人教版教材方程及其相关内容的知识结构更加紧凑，知识点间关联性较强，

关联性越强，学生越容易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网，这一优点值得北师版教材借鉴。 

3.3. 两版本教材方程内容编写体例 

人教版教材中穿插的小贴士有“思考云”、“小便签”、“探究”、“思考”、“归纳”等，北师

版教材中穿插的小贴士有“思考云”、“议一议”、“小便签”、“想一想”、“读一读”、“做一做”、

“狗博士”，通过比较发现，两版教材都是彩印本，配图颜色鲜艳，人教版教材方程内容中栏目种类较

少，排版紧密，而北师版教材栏目种类丰富，排版时每页都有一定程度的留白。因此建议人教版教材排

版时将知识点有条理且清晰的呈现出来，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学生的视觉疲劳，还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人教版教材每小节除了正文、练习、习题，还含有阅读与思考、观察与猜想、实验与探究、信息技

术应用，一章的学习结束之后，教材又编排了数学活动，数学活动中含有知识结构图和回顾与思考，最

后附有章复习题。北师版教材每小节包括正文、练习、读一读、习题，一章学习结束后，紧接着设置回

顾与思考和章复习题，总的来看，人教版教材的编写结构更深一些，但两版本教材中的内容设计基本一

致，例如两版本教材都把阅读小材料作为重要的拓展知识，把其他的拓展知识编排在探究活动上，只是

人教版教材将探究活动分为“观察与猜想”、“实验与探究”、“信息技术应用”，而北师版教材将探

究活动分为“议一议”、“想一想”、“做一做”，名称不同，其本质是相同的，旨在让学生经历知识

的形成过程。值得借鉴的是人教版教材编排了信息技术应用，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技术去探究数学知识

的能力。在具体的拓展内容上，两版教材都通过一些生活中的数学情境、数学史和趣味游戏来拓宽知识

的外延。不同之处在于人教版教材将扩展内容穿插在各个小节之中，让学生在每一节结束时接触拓展的

知识，增强学习兴趣，体会数学的趣味性。而北师版教材则是将拓展内容安排在章复习题中，使学生不

受任何干扰完成每一知识点的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在一章学习结束的时候去学习拓展内容，使拓展的

知识落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培养良好的数学思维。因此两版教材对拓展内容的编排都是对学生有利

的。在章前图和引言中，两版教材所选的章前图充分体现各自的地域特点，北师版教材中引言部分大多

引入问题情境，问题情境与章前图有关，章前图选图新奇，能把学生快速带入问题情境中，并且列出了

整章的学习目标，而人教版教材引言部分的趣味性较弱，选图平凡、普遍，因此在章前图和引言部分北

师版教材更具有借鉴价值。 

3.4. 总结 

内容体系上，两版教材都是按照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组、分式方程、一元二次方程这个顺

序从概念、解法以及应用三个方面展开学习。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数学模型能力，逐步引导学生从算术

思维转向方程思想。但是两版本教材对方程及相关内容的课时安排存在差异，方程与函数和不等式模块

的编排顺序也有所不同。内容结构上，两版本教材都注重让学生从问题情境中抽象出方程模型，对方称

模型的处理都体现为“问题情境-建立方程模型-求解验证”等过程，在知识点的内容呈现上都是“螺旋式”

的，在内容结构的安排上都体现了各自的特色，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内容结构，都体现了各自的教学

目标和培养目标。编写体例上，两版本教材整体安排顺序都是“章、节、章小节、章复习题”，都是通

过章前图和引言让学生了解本章知识点，另外北师大版教材在引言中设置了学习目标，体现了教材关注

学生学习主题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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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议 

根据两版教材比较得出的结论，提出对教材编写方面的建议：教材既是教师教学也是学生学习的工

具，每版教材在内容体系与内容结构上，要充分体现方程及相关内容的联系与融合，使它们成为一个整

体。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不论是知识内容还是拓展、阅读材料，要选取不同类型且与时俱进的材料，

例如：选取的阅读材料与高中知识高度衔接，或是知识内容的选取与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融合，增加学生

日常所必须的数学知识。教材整体采用螺旋式编排，既要让学生对知识进行及时地复习，还要注意拓宽

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相互联系的内容编排在一起进行学习，揭示共同的数学本质，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

知识体系[3]。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可以把节标题呈现在目录上，不同栏目的设置以及问题情境的引入要

能为学生呈现出知识的完整学习过程，不仅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身心发展

规律，帮助学生真正掌握所学的知识，例题的背景选择也要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关联，让学生体会数学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人教版”与“北师大版”教材没有绝对的好或者不好，两版教材有很多相容的地方，也有互相借

鉴的地方。关键的是，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对比分析，对不同版本教材的某些章节进行

合理、有效的参考，使自己的教学更加科学。教师不仅要拥有超高的教学智慧，还要有创造性运用材料

的能力，在教学实践中把握关键环节，注意以人为本。 
总的来说，方程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学和数学学习的核心内容，教师的教和教材的设计尤为重

要。教师的教学和教材的设计要充分结合两版本教材的优点，在其优点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仅要考虑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和认知规律，还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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