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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高中数学人教A版和苏教版教材为例，使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访谈法等方法，

从知识领域、文化子类、栏目分布、呈现形式及运用方式五个方面对两版本教材中数学文化的融入现状

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研究结论为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文化内容的改进

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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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of People’s Education A Edition and Jiangsu Educa-
tion Edition as an example,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quantitative analysis, com-
parative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he study compares and analys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inte-
gration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i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textbooks in terms of five aspects, 
namely, fields of knowledge, subcategories of culture, distribution of columns, forms of presenta-
tion, and modes of applicatio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m.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m-
provement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content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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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数学研究者出版了相应的数学文化读物[1]。1981 年，

美国数学家怀尔德系统地提出了数学文化观，他在《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提

出数学文化的概念及相关理论[2]。在我国，最早研究“数学文化”的学者是北京大学的孙小礼，她和邓

东皋合编的《数学与文化》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数学文化的重要地位[3]。随后，杨豫晖、吴姣、宋乃庆、

代钦、总结国内已有的数学文化研究，提出了数学文化的概念及其重要的教育价值[4]。由于数学文化的

分布较多，不同学者对数学文化的定义存在不同的理解，直至今日，对于数学文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

义。数学属于科学文化范畴，广义上的数学文化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

的交叉及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等[5]；狭义的数学文化是指数学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

它们的形成与发展[6]。《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明确提出要在高中数学课程中

“注重数学文化的渗透，强调数学与生活以及其他学科的联系”，并在“高考命题建议的命题原则”章

节中，强调了考查内容要“融入数学文化”[7] [8]。数学教材作为教学活动的范本之一，它是学生获取知

识和技能的重要来源，也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源，数学教材中包含的数学文化，对帮助教

师完成教学目标，促进学生提升数学核心素养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数学文化再次成为热点。尤其在新高考模式下，数学文化类试题逐渐成为命题

热点，数学文化也由此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为了更好地促进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文化内容的完善，

使教材中数学文化的教育价值得到更好地提升，本研究选取两版本高中数学教材，对其中的数学文化素

材进行比较研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借鉴徐乃楠等学者的研究角度[9]，选择人教 A 版、苏教版高中数学必修两册教材作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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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人教 A 版的出版时间是 2019 年 6 月，教材总页数为 521 页，苏教版的出版时间是 2019 年 6 月，教

材总页数为 521 页，两版教材出版时间相近、布局类似，均依据《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要求编写。人教 A 版教材在我国使用范围广、影响力较大，它不仅在正文中渗透数学文化，在“阅读与

思考”栏目也融入了很多数学文化内容[10]。苏教版教材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江苏省普通高中选用的数学

教材，以跨学科融合的方式加入了较多的数学文化内容[11]。两版教材都有较强的操作性和代表性，为教

材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选择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作为文献检索来源，以篇名为检索项进行高级检索，检

索内容为“高中&数学文化”，聚焦数学文化在高中教材中的比较研究。并进行梳理总结，最后确定研

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2.2.2. 定量分析法 
本研究将两版教材中不同栏目出现的数学文化内容进行量化，借助 SPSS 26.0 统计软件，选择卡方

检验统计方法，对数学文化在两版教材中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分析[12] [13]，得出相应的卡方值和 P 值，

通过查阅 2χ 分布表，以判断两者的一致性情况。 

2.2.3. 比较研究法 
本研究将教材比较细化为五个维度，对数学文化的融入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归纳两者的异同点，为

高中数学教材中的数学文化内容的编写和修订提供建议。 

2.3. 研究框架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雷沛瑶、汪晓勤、王建磐、李卓忱、洪燕君等学者对于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文

化比较的研究颇为深入[14] [15] [16]，因此本研究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从整体分布、知识领域、文化子

类、栏目分布、呈现形式及运用方式等六个维度确定框架展开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数学文化的知识领域分布比较 

根据新课标的划分标准，本研究将高中数学的知识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领域，结果如表 1。 
 
Table 1. Table and chi-square test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domains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表 1. 数学文化的知识领域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知识领域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预备知识 20/9.9% 50/8.0% 

15.180 0.002 

函数 154/30.6% 147/23.5% 

几何与代数 106/21.1% 154/24.6% 

概率与统计 193/38.4% 274/43.8% 

合计 503/100% 6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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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卡方检验 P = 0.002 < 0.05，在知识领域分布上，两版教材存在显著性差异。人教 A 版在函数领

域中融入的数学文化更丰富，而苏教版在几何与代数和概率与统计领域中融入的数学文化更丰富。此外，在

两版教材中，概率与统计领域中的数学文化占比远超其他三个知识领域。而预备知识领域中数学文化占比均

不超过 10%。究其原因，预备知识是初升高衔接的内容，其篇幅占比较低，因此该领域数学文化数量不多。 

3.2. 数学文化子类分布比较 

根据两版教材中数学文化的特点，本研究将数学文化分为 4 个子类进行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2。 
 
Table 2. Table and chi-square test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sub-categories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表 2. 数学文化的子类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文化子分类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数学史 27/5.4% 41/6.6% 

14.023 0.003 

数学与生活 351/69.8% 404/64.6% 

数学与科技 115/22.9% 140/22.4% 

数学与人文艺术 10/2.0% 40/6.4% 

合计 503/100% 625/100% 

 
由表 2 卡方检验 P = 0.003 < 0.05 知，在数学文化的子类分布上，两版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存在显著性。

苏教版在教材中融入的生活类和人文艺术类数学文化更丰富。此外，两版教科书中的生活类和科技类数

学文化占比远远高于数学史及人文艺术类。由此可见两版教材更注重数学的应用价值和科技价值，对教

材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重视程度不够。 
为了更详细地对两版教材进行比较分析，本部分将依次对两版教材四个文化子类的融入情况进行具

体分析。 

3.2.1. 数学史 
本研究将数学史划分为显性数学史和隐性数学史两类，显性数学史包括数学家的生平简介、数学家

的肖像、数学知识和概念的发展演变[17]；隐性数学史是指通过对数学史中的概念和问题进行改编或对历

史发展排序进行重构，以适应现代课堂环境[18]。结果如表 3。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maths history and chi-square test table 
表 3. 数学史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数学史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显性数学史 18/66.7% 28/68.3% 

0.02 0.888 隐性数学史 9/33.3% 13/31.7% 

合计 27/100% 41/100% 

 
由表 3 知卡方检验 P = 0.888 > 0.05，在数学史的分布上，两版教材之间存在一致性，均呈现显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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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数量和占比高于隐性数学史的特点。人教 A 版和苏教版的显性数学史数量分别比隐性数学史多 9 处、

15 处。说明目前教材中的隐性数学史较少。 

3.2.2. 数学与生活 
本研究将数学与生活分为个人与公共两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 

 
Table 4. Maths and life distribution table and chi-square test table 
表 4. 数学与生活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数学与生活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个人生活 212/60.4% 217/53.7% 

3.422 0.064 公共生活 139/39.6% 187/46.3% 

合计 351/100% 404/100% 

 
由表 4 卡方检验 P = 0.064 > 0.05，在生活类文化分布上，两版教材之间存在一致性，均侧重于个人

生活，公共生活类数学文化数量差距较大。而对比两版教材分布看。苏教版两类生活的分布更均衡。 
考虑到数学与生活板块占比高。本研究对此进一步细化，分为日常、学校、社会、经济、娱乐和职

业 6 个小类进行研究，结果如表 5。 
 
Table 5. Distribution table and chi-square test for maths and Life sub-category 
表 5. 数学与生活子分类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生活子分类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日常生活 164/46.7% 160/39.6% 

10.778 0.056 

学校生活 48/13.7% 57/14.1% 

社会生活 85/24.2% 97/24.0% 

经济生活 29/8.3% 59/14.6% 

娱乐生活 15/4.3% 24/5.9% 

职业生活 10/2.8% 7/1.7% 

合计 351/100% 404/100% 

 
由表 5 卡方检验 P = 0.056 > 0.05，在生活类文化分布上，两版教材之间存在一致性，子分类分布皆

不均衡。其中日常生活数量最多、占比最高，对比两版教材，在娱乐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学校

生活方面，苏教版多于人教 A 版，在职业生活、日常生活方面，人教 A 版多于苏教版。两版教材都侧重

于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类数学文化，而职业生活、娱乐生活类涉入较少。 

3.2.3. 数学与科技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教材编写团队也越来越重视在教材融入科

技元素，本研究将数学中的科技类文化进一步细分研究，结果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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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Math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tribution table and chi-square test table 
表 6. 数学与科技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数学与科技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生物科学 22/19.1% 25/17.9% 

1.703 0.636 

地球科学 21/18.3% 32.22.9% 

物质科学 47/40.9% 60/42.9% 

高新科技 25/21.7% 23/16.4% 

合计 115/100% 140/100% 

 
由表 6 卡方检验 P = 0.636 > 0.05，在科技类文化分布上，两版教材之间存在一致性，均是物质科学

类占比最大。苏教版的科技类相较于人教 A 版更丰富，人教 A 版的科技类分布相对更均衡。总的来说，

国家逐渐加强了在教材中融入各类科技元素，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背景下，科技创新更重要，

而两版教材中高新科技元素占比较低，应适当加大其在教材中的融入量，与时俱进。 

3.2.4. 数学与人文艺术 
根据教材中人文艺术类数学文化的特点，本研究将其细分为人文、美术、音乐、建筑四类，结果如表 7。 

 
Table 7. Distribution of mathematics and humanities and arts and chi-square test table 
表 7. 数学与人文艺术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数学与人文艺术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人文 5 27 

4.381 0.224 

美术 1 0 

音乐 1 2 

建筑 3 11 

合计 10 40 

 
由表 7 卡方检验 P = 0.224 > 0.05，在人文艺术类文化分布上，两版教材之间存在一致性，均为人文

类数量最多，在音乐类、文化类上融入较少。苏教版的人文艺术类数学文化相较于人教 A 版更为丰富。

究其原因，苏教版会在章引言部分引用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数学家名言，苏教版必修两册共 15 个章节，累

计 20 余处数学名言。总的来说，两版教材均侧重人文类和建筑类，而在美术、音乐类方面融入数量较少，

这两者对于学生美育的培养同样重要，应适当增加该部分内容的融入。 

3.3. 数学文化的栏目分布比较 

本研究根据两版教材的编排位置特点，将教材分为正文栏、例题栏、习题栏和附加栏，其中正文栏

包括“观察”、“思考”、“探究”、“讨论”、“归纳”等[19]，附加栏包括章引言、信息技术应用、

数学阅读与写作、数学建模、数学探究、章小结、旁注等[20]。通过以上分类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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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Distribution of columns and chi-square test table for maths culture 
表 8. 数学文化的栏目分布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栏目分布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正文栏 105/20.9% 94/15.0% 

8.413 0.038 

例题栏 60/11.9% 74/11.8% 

习题栏 278/55.3% 359/57.4% 

附加栏 60/11.9% 98/15.7% 

合计 503/100% 625/100% 

 
由表 8 卡方检验 P = 0.038 < 0.05，在数学文化的栏目分布上，两版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存在显著性。

人教 A 版的正文栏分布更丰富，但在附加栏、习题栏、例题栏，苏教版更为丰富。总的来说，两版教材

在四个栏目分布都不够均衡，究其原因，两版教材均侧重于在数学题目中创设数学文化情景，尤其是习

题栏，因此会出现分布不均衡的问题。 

3.4. 数学文化的呈现形式比较 

根据两版教材中数学文化呈现形式的特点，将其分为文字、图或表形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9。 
 
Table 9. Mathematical culture presentation forms fact sheet and chart of chi-square tests 
表 9. 数学文化的呈现形式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呈现形式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文字 346//68.8% 426/68.2% 

0.051 0.822 图或表 157/31.2% 199/31.8% 

合计 503/100% 625/100% 

 
由表 9 卡方检验 P = 0.822 > 0.05，在数学文化的呈现形式上，两版教材之间存在一致性，均侧重于

用图或表的形式呈现，比如，集合、不等式类知识侧重于文字形式呈现，而图表形式较少；几何和函数

类知识侧重于插入图或表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使概念更形象生动；概率与统计类知识更侧重于插入表

格，使数据可视化。由此可见数学文化的呈现形式需要结合相应的知识和概念的特点进行确定。 

3.5. 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比较 

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不同，其作用也不同，本研究基于数学文化的不同的运用方式进行深入分析。 

3.5.1. 数学史的运用方式 
数学史融入教材的方式包括点缀式、附加式、复制式、顺应式和重构式[21]，结果如表 10。 
由表 10 卡方检验知 P = 0.874 > 0.05，在数学史的不同运用方式上，两版教材之间存在一致性，在顺

应式上占比最高，两版教材都未涉及点缀式，原因是本研究在确定教材中多种运用方式出现时，以最高

水平方式来计入。总的来说，两版教材均注重通过高水平的运用方式来提高数学文化的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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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Table and chi-square test for the way in which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is used 
表 10. 数学史的运用方式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数学史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点缀式 0/0.0% 0/0.0% 

1.106 0。874 

附加式 7/25.9% 11/26.8% 

复制式 0/0.0% 2/4.9% 

顺应式 15/55.6% 21/51.2% 

重构式 5/18.5% 7/17.1% 

合计 27/100% 41/100% 

3.5.2. 其他三类相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 
除数学史外，其他三类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分为外在型和内在型，其中内在型分为可分离型和不可

分离型[22]，结果如表 11。 
 
Table 11. Table and chi-square test for how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are used 
表 11. 其他三类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情况表及卡方检验表 

其他三类 
数学文化(频数/占比) 卡方检验 

人教 A 版 苏教版 卡方值 P 值 

外在型 69/14.5% 107/18.3% 

57.320 0.000 
内在可分离型 168/35.3% 315/53.9% 

内在不可分离型 239/50.2% 162/27.7% 

合计 476/100% 584/100% 

 
由表 11 卡方检验知 P = 0.000 < 0.05，在其他三类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上，两版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存

在显著性。两版教材的侧重点不同，苏教版中侧重于内在可分离型数学文化；而人教 A 版更侧重于内在

不可分离型数学文化。两版教材的其他三类数学文化在不同的运用方式上均有兼顾，突出了数学文化的

整体性，体现了数学文化的多重价值。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第一，两版教材融入的数学文化数量存在差异。在预备知识领域，两版教材数量相当；在函数领域，

人教 A 版比苏教版丰富。而在几何与代数和概率与统计领域，苏教版比人教 A 版丰富。两版教材中的概

率与统计领域的数学文化数量远远超过预备知识领域。总的来说，两版教材在这四个知识领域中融入数

学文化数量也存在差异，且分布不均衡。 
第二，两版教材均侧重于生活类数学文化的融入，其数量大于数学史和人文艺术。在数学史方面，

两版教材的显性数学史多于隐性数学史；在生活类方面，个人生活类数量大于公共生活类，且在其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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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布上，日常生活类、社会生活类远远超过职业生活类和娱乐生活类；在科技方面，人教 A 版教材相

对更加均衡；在人文艺术类方面，两版教材的人文类和建筑类占比较高，而对于美术类、音乐类数学文

化的关注度较低。 
第三，两版教材的数学文化在四个栏目中的分布不均衡。在习题栏占比高于 50%，远超其他三栏。

由此可见，两版教材都侧重于在数学题目中创设数学文化情境，尤其是习题部分，以此将数学与各类文

化紧密联系。融入数学文化的习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他们的视野，培养创新思维，并提高

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  
第四，两版教材数学文化内容均以图表与文字相结合的呈现形式为主，人教 A 版和苏教版的图或表

形式数量均远高于文字形式，苏教版的文字和图表形式数量均比人教 A 版多。图表形式呈现数学文化相

对纯文字形式更具数学美感，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总体看，两版教材数学文化的呈现形式均结合相应

的知识领域特点进行确定，呈现方式相对合理。 
第五，在数学史的运用方式上，两版教材均以顺应式、附加式为主，运用水平情况较好。在其他三

类数学文化的运用方式上，苏教版侧重于内在可分离型，而人教 A 版侧重于内在不可分离型。两版教材

的内在型数学文化数量均超过外在型，两版教材在三种运用方式的运用上均有兼顾，且运用水平较高。 

4.2. 建议 

第一，增加预备知识领域数学文化，教材内容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预备知识领域作为初升高重要衔

接内容，是高中数学的入门，虽然占比不大，但重要性不容忽视，因此建议在预备领域适当加大数学文

化内容的融入，在高中的预备阶段就开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起对数学文化的重视度，提升学生

的人文素养。其次教材中数学文化的内容也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比如教材要关注学生的需求，适当

加大与学校生活、娱乐生活类相关的数学文化内容，使教材更贴近学生生活，学生更容易理解，也能够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二，增融数学史及人文艺术文化，与时俱进更新数学文化内容。建议教材编写团队重视数学史和

人文艺术类文化的育人价值。增加数学史和人文艺术类数学文化的融入。此外，教材中部分数学文化内

容较陈旧，比如科技类中有涉及火箭发射的内容是从旧教材延续过来的，这部分内容具有滞后性，建议

教材编写团队与时俱进，结合新时代中国发展，及时更新我国取得的最新成果，使之更符合新时代的发

展趋势，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第三，多样化地呈现数学文化内容，合理安排数学文化栏目位置。建议根据知识和概念的特点，多

样化地呈现教材中的数学文化。此外，教材不同栏目位置的作用也不一样，比如在正文栏、例题栏和习

题栏中，数学文化主要是作为辅助知识与概念的理解，以及创设问题情境的效果，而在附加栏，主要分

布数学史等素材，便于学生理解数学知识和概念的发展历程。因此建议教材编写团队进一步优化，使数

学文化分布在合理的栏目位置，充分地发挥数学文化的育人价值。 
第四，合理选择数学文化运用方式，有效提高数学文化运用水平。建议教材编写团队不能只关注追

求高水平运用方式的运用，也不止步于低水平的运用方式，而是要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紧密融合，突

出重点，同时保持引导性和趣味性。教材中的数学文化只有选择合理的运用方式，才能将数学文化应用

到更高层次，使数学文化与数学问题有机融合，进而有效提高数学文化的运用水平，真正实现数学文化

的多重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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