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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中数学教学中运用好跨学科思维是强化学科育人的重要途径。为了研究跨学科数学探究活动开展的

现状，本文将跨学科领域分为自然学科类、社会与经济学科类、人文与艺术学科类、工程与信息学科类、

军事与体育学科类、健康与医药学科类六大部分，并对人教版和苏教版两版高中数学教材中的跨学科探

究活动进行分析比较。基于对比分析的结果，总结了当前高中跨学科数学探究活动编制的特点，同时对

未来编制数学探究栏目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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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ying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rengthen subject education. In order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
matical exploration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divides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into six categories: natu-
ral sciences, soci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humanities and art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informa-
tion sciences, military and sports sciences, and health and medicine sciences. It also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activities in the two versions of high school mathe-
matics textbooks,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the Soviet Education Press. Based on the re-
sult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 exploration activitie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exploration 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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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跨学科思维是指在课程与教学不囿于学科边界，重视学科内部、外部的知识交叉、融合，通过跨界

去整合知识，从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其突出特征是思维上的融会贯通 [1]。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中指出，数学探究活动是围绕某个具体的数学问题，开展自主探究、合作研究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过

程，是运用数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一类综合实践活动，也是高中阶段数学课程的重要内容 [2]。高中数

学教材中的数学探究活动为跨学科融合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有效利用教材中的跨学科数学探究活动

有利于开阔学生的眼界，为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而教材作为进行课堂探究活动的关键资源，在师生双

边互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实现课程目标的主要载体，也是影响学生数学探究能力形成的

重要因素。两版教材在数学探究内容的呈现方式及处理方式上有何异同？对我国今后编写教材有什么启

示？通过本研究将获得对上述问题更深刻的认识。 

2. 研究意义 

跨学科融合已经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作为一门基础

学科，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愈加紧密，越来越多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会用到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而

高中数学教材中的探究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跨学科学习资源，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两版教材在探究活

动中的区别与联系，促使探究活动在学生学习中发挥作用，从而培养学生数学跨界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数学教材(以下简称人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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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以下简称苏教版)中涉及到跨学科的综合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两套教材，主要有以下理由支

持。 
首先，人教版教材是我国不论影响力还是实际使用范围都最大的教材，受众广泛，立足于课程标准，

内容全面 [3]。但人教版新版教材编写基本都是建立在老教材的基础上，其创新性上略显不足。 
其次，苏教版教材为凤凰国标教材。时下，苏教版教材除了在江苏本地使用外，在山西、安徽、陕

西、广东等地均有使用。与人教版一样，使用范围较广，同时其配有一系列的资料、作业，因此被很多

地方所选用。 

3.2. 研究框架 

本研究中的教材比较研究是通过比较人教 A 版、苏教版两套高中教材中所涉及到的跨学科数学探究

活动部分，来探讨如何有效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本文将跨学科领域分为六类，分别是：自然科学类、

社会与经济学科类、人文与艺术学科类、工程与信息学科类、军事与体育学科类、健康与医药学科类。

两套高中数学教材的数学探究活动基本上都有跨学科内容的体现。为了更加客观的对两版教材跨学科探

究活动进行比较，本文将两版教材探究活动所涉及到的二级学科归纳在这六大类学科之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ross disciplinary domain classification and its role 
表 1. 跨学科领域分类及其作用 

学科大类 二级学科 作用 

自然学科类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帮助学生提升观察力、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社会与经济学科类 经济学、社会学 有助于学生扩宽视野和增强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

争力 

人文与艺术学科类 史学、语言学、艺术学 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提高审美能力 

工程与信息学科类 工程学、信息技术学 培养学生自身的思维与能力，促进学生开展个性化

学习 

军事与体育学科类 军事学、体育学 有助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增强自信心和勇气，培

养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 

健康与医药学科类 健康学、医学、药学 关注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4. 两套数学教材跨学科探究活动内容比较及评价 

4.1. 人教版跨学科探究活动跨学科领域分析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 explor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textbooks 
表 2. 人教版教材跨学科数学探究活动分布情况 

跨学科领域 数量 百分比 

自然科学类 4 11.1% 

社会与经济学科类 6 16.7% 

人文与艺术学科类 10 27.8% 

工程与信息学科类 10 27.8% 

军事与体育学科类 3 8.3% 

健康与医药学科类 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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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高中数学人教 A 版必修一、必修二、选择性必修一、选择性必修二、选择性必修三一共五册书进

行统计，并将其中 36 个跨学科探究活动进行分类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 
根据上图分析，高中数学人教 A 版教材数学探究活动在各跨学科领域均有分布。其中人文与艺术学

科类、工程与信息学科类出现的次数最多，前者主要涉及到史学类、音乐、美术等领域，而后者主要涉

及到大数据、计算机绘图、统计软件的发展等方面。 
其次是教材中涉及到的社会与经济学科的跨学科探究活动，人教版教材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探

究活动均有兼顾，主要包括收视率、水电支出、居民人均收入等现实生活问题。 
最后是自然科学类、军事与体育学科类、健康与医药学科类，这三类领域虽然涉及较少，但都在合

适的章节有所涉及。 
例：高中数学人教 A 版必修一第 115 页活动：放射性物质的衰减。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ttenuation of radioactive substances 
图 1. 放射性物质的衰减 

 
该活动属于高中数学人教 A 版第四章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部分的内容。该活动首先引入放射性物质

碳 14，并给出放射性物质的定义，接着利用指数函数的相关知识提出数学问题，故该活动属于“自然科

学类”跨学科领域。 

4.2. 苏教版跨学科探究活动跨学科领域分析 

将高中数学苏教版教材必修一、必修二、选择性必修一、选择性必修二共四册书总共 60 处跨学科探

究活动进行归类对比，结果表 3 所示。 
由上图可知，高中数学苏教版教材跨学科探究活动相对于人教版教材较多，其中，工程与信息学科

类活动出现的最多，共计 19 次，占比 31.7%，主要涉及到计算机绘制函数图像、GeoGebra 的应用、EXCEL
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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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教材中涉及到的社会与经济学科类、人文与艺术学科类比较多，前者主要涉及到了福利彩票、

噪声问题、成本函数、利息问题等；后者主要涉及到了钢琴、史学类、G 大调、象棋、美术等领域。 
自然科学类的数学探究问题在苏教版教材中也有体现，主要是关于 DNA、细胞分裂、光学、力学、

声强等问题。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al exploration activities in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textbooks 
表 3. 苏教版教材跨学科数学探究活动分布情况 

跨学科领域 数量 百分比 

自然科学类 8 13.3% 

社会与经济学科类 15 25.0% 

人文与艺术学科类 14 23.3% 

工程与信息学科类 19 31.7% 

军事与体育学科类 3 5.0% 

健康与医药学科类 1 1.7% 

 
最后，军事与体育学科类、健康与医药学科类在苏教版教材中也有少量涉及，主要是关于体重与脉

搏、军事问题等方面。 
例 2：高中数学苏教版必修一第 150 页活动：钢琴与指数曲线。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Piano and exponential functions 
图 2. 钢琴与指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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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活动属于高中数学苏教版第 6 章幂函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部分的内容。该活动首先利用钢琴

的定义、由来引入，接着通过观察三角钢琴轮廓曲线引入数学问题，故该问题属于“人文与艺术学科类”

跨学科领域。 

5. 总结 

5.1. 结论 

两版教材所涉及到的跨学科领域横向、纵向比较图 3 所示： 
 

 
Figure 3. Comparison of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two versions of textbooks 
图 3. 两版教材跨学科探究活动比较 

5.1.1. 人教版教材跨学科数学探究活动分布比较均匀 
从横向上来看，人教版的跨学科探究活动比较均匀，但探究活动与人文与艺术学科、工程与信息学

科结合的比较多，在军事与体育学科类、健康与医药学科类所占的比例较少，并且人教版教材重视用史

学知识引导学生学习。而苏教版高中数学教材跨学科探究活动主要集中于工程与信息学科类，主要是利

用 GeoGebra、EXCEL 等软件进行函数图像的绘制，其次在社会与经济学科类、人文与艺术学科类分布

也比较多，但在军事、医药学科类涉及较少。 

5.1.2. 苏教版高中数学教材的跨学科探究活动多于人教版教材 
人教版数学教材的跨学科探究活动虽然相对来说较少，但是其分布比较均匀，在各种学科领域都有

涉及。这两版教材的跨学科探究活动在工程与信息学科类的涉及都比较多，可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数学

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综合来看，苏教版教材的数学探究活动相对于人教版来说更具新意，而

人教版教材中所设计的探究活动其创新性不足。而人教版教材的优势体现在其中的探究活动更加注重难

易结合，能够兼顾到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苏教版个别活动的专业性较强，涉及到的跨学科知识相对复

杂，活动难度偏大。 

5.2. 启示与建议 

5.2.1. 增加探究栏目问题数量，提升探究深度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渴求变得愈发强烈 [4]，同时在新课程改革的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2538


汪冰洁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12538 3689 创新教育研究 
 

过程中，素养立意下的课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挑战，需要我们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去面

对，运用探究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索是一条值得选择的途径 [5]。在统计的过程中，我发现人教版教材和

苏教版教材都设计了非常多的数学探究活动供学生自主学习，但其中也发现在一部分探究栏目之下所设

置的问题较少，涉及的知识点有限，难度不大，探究不够深入，容易导致教师将探究活动作为课后习题

处理，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数学探究活动的作用。 
我认为一个数学探究活动可以综合多个知识点，这样设计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建立内

部知识结构，更能够提高学生数学抽象、数学建模、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主动挖

掘探究活动的内在价值，在已有的探究栏目下做适当延伸，合理增加探究问题 [6]。 

5.2.2. 融入真实情景探究问题，加强实际练习 
数学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最为普遍的一项生产工具，其最大价值体现在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实际

问题。而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学知识也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其他专业知识进行融合，不但展现

出了自身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体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应用价值 [7]。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跨

学科数学探究活动比较抽象，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这样设计可能会削弱学生对于探究活动的兴趣。 
新课标对“情境与问题”做了如下表述：“情境主要是指现实情境、数学情境、科学情境，问题是

指在情境中提出的数学问题 [2]”。其中的科学情境就要求教材编制者能够将数学知识与其他专业知识相

结合，研制跨学科问题。同时，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及时为学生提供思路，鼓励学生自主发现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进行探索，做到学以致用。此外，教师应该创设更多其他学科相关的数学探究活动，培养学

生的跨学科思维 [8]。 

5.2.3. 学科跨界切忌简单、生糙，要体现数学本质 
学科跨界融合并不是诸多学科简单无序或牵强附会地粘连和介入，也不是为了猎奇而追求“标新立

异”，而是经过筛选的、具有目标导向的、有价值的参与 [3]。在高中数学教材中融入跨学科探究活动的

目的是在学好数学知识的前提上，能够适当地获取其他学科的知识，以此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知识网络，

而不是为了跨界而跨界。总之，跨界融合要立足于问题解决的实际，并通过这一过程实实在在提高学生

的思维品质，发展学生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 张建萍. 试论数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创新开展策略[J]. 才智, 2019(22): 11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3] 周雪倩. 初中数学教材“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4] 万劲波, 刘明熹. 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的重点任务[J]. 国家治理, 2023(18): 27-33. 

[5] 郑英. “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跨学科整合的课堂教学策略研究[J]. 亚太教育, 2022(16): 13-15. 

[6] 徐斌艳. 高中数学教材探究内容的分析指标体系及比较研究[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32(10): 35-40. 

[7] 杨秋香. 中澳高中数学教材探究板块比较研究——以人教版、澳洲 HM 版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

师范大学, 2019. 

[8] 应丹蓉. 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探究内容的比较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2538

	跨学科视角下的高中数学教材探究活动比较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Exploration Activitie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bstract
	Keywords
	1. 研究背景
	2. 研究意义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3.2. 研究框架

	4. 两套数学教材跨学科探究活动内容比较及评价
	4.1. 人教版跨学科探究活动跨学科领域分析
	4.2. 苏教版跨学科探究活动跨学科领域分析

	5. 总结
	5.1. 结论
	5.1.1. 人教版教材跨学科数学探究活动分布比较均匀
	5.1.2. 苏教版高中数学教材的跨学科探究活动多于人教版教材

	5.2. 启示与建议
	5.2.1. 增加探究栏目问题数量，提升探究深度
	5.2.2. 融入真实情景探究问题，加强实际练习
	5.2.3. 学科跨界切忌简单、生糙，要体现数学本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