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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是有理数运算的基础。本文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以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和苏教版初

中数学教材为例，对“有理数加减法运算”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人教版教材与苏

教版教材在有理数加减法运算内容的呈现方面均以问题为主线，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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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is the basis of rational number operations. This 
paper adopt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ad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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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by taking the PPE version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ma-
thematics textbook and the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
book as example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both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and the textbook of the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are based on the problem in the presenta-
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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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一标多本”是我国初中数学教材目前所采取的模式。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学数学教材在

课程标准框架内实现了多元化，不同版本的教材在内容选择、切入视角、呈现方式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和

一定的差异[1]。正确地分析教材，并能领会教材的编写意图是中学数学教师以及职前教师应具备的基本

技能。 
苏教版和人教版虽然使用相同的课程标准，但在教材具体内容、编排体系与特点、素材呈现、例题

与习题内容的呈现依旧存在较大的区别，因而研究苏教版与人教版教材中的课程内容有重要意义[2]。因

此，以人教版和苏教版为例，选取有理数章节中“有理数加减法运算”这一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使广大

师生能够对“有理数加减法”这一具体内容，有更加全面清楚的认识。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版

本的教材内容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利于教师了解两个版本教材的编排结构、优点、局限性等，帮

助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合理地选择教材，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 

2. 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内容分析法。 

2.2. 研究对象 

本文以 2013 年教育部审定人教版七年级上数学教材以及 2012 年教育部审定苏教版七年级上数学教

材为研究对象，选取“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内容，从章节的知识结构、内容的呈现方式以及例习题的

编排三个角度对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进行比较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有理数章节知识结构对比 

为了深入理解人教版与苏教版教材中“有理数的加减法”的知识结构，笔者整理了两个版本教材中

有理数章节的目录设置，如表 1 所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954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钦珊珊，刘淼 
 

 

DOI: 10.12677/ae.2022.129545 3571 教育进展 
 

Table 1. Directory settings for the “rational numbers” section of the two versions 
表 1. 两版本“有理数”部分的目录设置 

人教版 苏教版 

第 1 章 有理数 
1.1 正数和负数 
1.2 有理数 
1.2.1 有理数 
1.2.2 数轴 
1.2.3 相反数 
1.2.4 绝对值 
1.3 有理数的加减法 
1.3.1 有理数的加法 
实验与探究 填幻方 
1.3.2 有理数的减法 
阅读与思考 中国人最先使用负数 
1.4 有理数的乘除法 
1.4.1 有理数的乘法 
1.4.2 有理数的除法 
观察与猜想 翻牌游戏中的数学道理 
1.5 有理数的乘方 
1.5.1 乘方 
1.5.2 科学技术法 
1.5.3 近似数 
数学活动 
小结 
复习题 

第 2 章有理数 
2.1 正数与负数 
2.2 有理数与无理数 
2.3 数轴 
2.4 绝对值与相反数 
2.5 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 
2.6 有理数的乘法与除法 
2.7 有理数的乘方 
2.8 有理数的混合运算 
阅读分类 
数学活动 算“24” 
小结与思考 
复习题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教材中关于“有理数”这一章节内容知识的结构顺序大致相同。两

个版本的教材均从有理数的概念开始，在此基础上引入数轴、绝对值与相反数等相关知识，进一步研究

学习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由此看出，两个版本的教材都很注重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以及知识之间的横

向联系，并且发现，两个版本的教材在该章节的内容编排上由易到难，借助绝对值将与负数有关的运算

转化成正数之间的运算，利用相反数将有理数的减法运算转化成有理数的加法运算，这均体现了转化的

数学思想方法。 
对比目录发现，人教版与苏教版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有不同之处。人教版在有理数这一章节中只安

排了有理数的相关概念，而苏教版则在本章节中将有理数与无理数相关概念的内容安排在了一起；此外，

人教版将数轴、相反数以及绝对值的内容安排到了“有理数”这一节的内容中，苏教版则将数轴作为单

独一节，绝对值与相反数作为单独一节；人教版在数轴的内容之后紧接着安排了相反数的相关内容，苏

教版则在数轴的内容之后先安排了绝对值的相关内容。对比发现，人教版的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

紧密，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3.2. 具体内容呈现方式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人教版与苏教版的区别，以表格的形式对具体内容进行整理，见表 2。 
通过表 2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教材关于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部分的内容的呈现方式的相同

之处：由具体的生活情境引入有理数的加法以及有理数的减法，这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数轴不仅能

够直观表示数，同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数学的运算。两个版本在有理数的加法这一内容中，通过借助

数轴，用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方法具体化有理数的加法，让学生更加容易接受与理解有理数的加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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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the content presentation methods of the two versions of “rational number addition and subtrac-
tion” 
表 2. 两版本“有理数加减法”内容呈现方式比较 

内容 人教版 苏教版 

有理数的加

法运算 

1) 提出结余问题，引入有理数加法概念。 
2) 提出物体左右运动问题，引发思考。 
3) 借助数轴，将物体左右运动问题转化成有理数

的加法。 
4) 通过探究，提出思考问题，归纳得出有理数加

法的运算法则，以探究的形式得出有理数加法的交

换律与结合律并用字母符号对其进行简化。 
5) 通过例题，利用加法交换律与结合律简化有理

数的加法运算。 

1) 提出净胜球问题，引入有理数的加法概念。 
2) 借助数轴，将笔尖的左右移动的问题转化

成有理数的加法问题。 
3) 通过上述的探究活动，归纳得出有理数的

加法运算的运算法则。 
4) 由具体例题的运算结果，归纳的出有理数

加法运算律。 
5) 通过例题，利用加法运算律简化有理数的

加法运算。 

有理数的减

法运算 

以温差为情境，引入有理数的减法。 
通过探究，可以发现，有理数的减法可以转化为加

法来进行[3]。得出有理数减法法则，并用字母归纳。 

以温差为情境，引入有理数的减法，通过试一

试中的例题归纳得出有理数的减法法则。 

有理数的加

减混合运算 

通过例题，依据有理数的加法运算规律以及有理数

的减法法则，得出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运算规

律，并用字母符号对其进行归纳。 
阅读与思考，中国人最先使用负数。 

直接给出了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规律：根据

有理数减法法则，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可以

同一为加法运算。再借助例题去讲解如何进行

混合运算。 
用计算器检验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算，注重知识的产生形成过程，体现了数学的思维规律；在归纳有理数加法运算律时，都对其用符号

对其进行归纳，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符号意识；在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内容中，两个版本均渗透了

转化的数学思想方法：即依据有理数的减法法则将加减混合运算转化为加法运算，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的数学逻辑思维。 
不同之处在于：人教版以结余问题引入有理数的加法运算，苏教版则通过提出净胜球问题引入有理

数的加法运算；人教版对有理数的加法运算律、有理数的减法法则以及加减混合运算都通过符号对其进

行归纳，而苏教版则只对有理数加法运算律进行符号归纳，人教版教材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符号意识；

在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这一节内容中，人教版在阅读与思考中引入了“中国人最早使用负数”的内容，

介绍了负数的起源发展，使学生认识到数学知识的出现与发展与人类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苏教版在有

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内容中，插入了操作计算器的内容，借助计算器验证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律的合

理性与正确性，发展学生合情推理能力。 

3.3. 两个版本教材例题与习题编排比较 

为了方便比较分析人教版与苏教版中“有理数的加减法”例题与习题的编排，以表格的形式对具体

内容进行整理，见表 3。 
通过表 3 我们可以看出，在例题的编排上人教版例题的总数量没有苏教版多，并且两个版本的例题

侧重点有所不同。通过对比发现，人教版在例题的编排上侧重于有理数的加法运算，苏教版在有理数的

加减混合运算内容中编排的例题量比较大；在例题的类型上，人教版以计算题为主，锻炼学生的运算能

力，苏教版增加了应用题的比例，注重将所学生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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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rrangement of examples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i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textbook 
表 3. 两个版本教材“有理数加减法”例题编排 

内容 人教版 苏教版 

有理数的加法运算 2 道计算题、1 道应用题 2 道计算题 

有理数的减法运算 1 道计算题 1 道计算题、1 道应用题 

有理数的家减法运算 1 道计算题 2 道计算题、1 道应用题 
 
Table 4. The arrangement of exercises for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i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textbook 
表 4. 两个版本教材“有理数加减法”习题编排 

内容 人教版 苏教版 

有理数的加法 4 道计算题、1 道口算题、1 道综合实践题 2 道计算题 
1 道综合实践题 

有理数的减法 2 道计算题 2 道计算题 

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 1 道计算题 1 道计算题 

复习题 
复习巩固：5 道计算题 
综合运用：4 道应用题 
拓广探索：填空、计算、应用题各 1 道 

4 计算题 
2 道填空题 
5 道应用题 

 

通过表 4 我们可以看出，在有理数的加法内容中，人教版的练习题的数量比苏教版多；在有理数的

减法以及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内容中，两个版本的习题数量与类型相同；在复习题中，人教版将其细

分为复习巩固、综合运用以及拓广探索。比较发现，两个版本在复习题的编排上都编排了计算题以及综

合应用题，但人教版增加了拓展探索，更加注重锻炼学生的思考探索能力。 

4. 总结 

1) 在人教版有理数的加减法内容中，分类讨论的内容所占比重比苏教版大。在数学的学习过程中分

类讨论的思想方法是很重要的，在教学实践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有益于学生的思维水平的发展。 
2) 在有理数的加法的引入上，人教版以“结余”的实际问题引入，苏教版则以“足球净胜球”为情

境引入。笔者分析发现，结余问题更适合所有学生(指男生和女生)，而“足球净胜球”的问题相对来说更

能激发男生的兴趣。 
3) 人教版在有理数的加减法内容中，以阅读与思考的形式引入了相关数学史的内容，增加教材的趣

味性，同时可以加深学生对有理数的加减法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在当前初中《数学课程标准》中也要求

介绍有关的数学背景知识：“在对数学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教材中应当包含一些辅助材料，如史料、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数学家的介绍、背景材料[4]。” 
4) 苏教版在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内容中，插入了操作计算器计算有理数的加减混合运算的内容。

借助计算器可以检验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的合理性，加深学生对有理数的加减法的算理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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