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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数学教材的内容编排对于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教学活动的基础和保障，

也是学生获取数学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需重视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此次研究通过人教版、苏科版、

北师大版这三版教材的“一元一次方程”的内容编排方式为研究对象，从章前页、章节、知识点的呈现

方式、数学史、课后习题这五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三版教材内容的异同点，并提出对教材编排的

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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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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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It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of teaching activities, 
but also the main source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erefore, it is neces-
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riting and use of textbook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ntent ar-
rangement of the “linear equation with one unknown” in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Suke Press,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 comparative study is conducted from five dimensions: 
chapter front page, chapter, 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points, mathematical history, and af-
ter-school exercis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content of the three versions of text-
books are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textbook arrangement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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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们国家使用的初中数学教材有多个不同的版本，其中北师大版、人教版、苏科版的初中数学

教材内容的编排上各有特点，而根据我国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其中对方

程的学段安排进行了改动[1]，删去了原先小学阶段方程的内容，如今强化用字母表示数的要求，在过程

中使学生感悟由字母运算和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一般性的，进而形成符号意识与推理意识，为初中阶

段方程的系统学习打好基础。本论文将在此次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内容分析法、文献研究法进行

三个版本的初中数学教材比较，通过比较结果提出编排建议，使教师可以更好地利用教材改进教学手段，

进而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 

2. 三版教材中“一元一次方程”内容的编排比较 

2.1. 章前页的编排比较 

人教版“一元一次方程”的章前页通过复习导入的方式，回顾小学阶段所学习过的简单方程来进行

导入，让学生们计算几道小学的简单方程，在过程中巩固对简单方程的理解，并表明方程是应用十分普

遍的数学工具，以及方程在数学中的使用意义，进而让学生们思考怎样根据数学问题中的数量关系来列

出方程和解出方程，激发学生们的好奇心从而引出将要学习的新课“一元一次方程”。 
北师大版“一元一次方程”的章前页是借助了古希腊的数学家丢番图的墓志铭，其墓志铭讲述了丢

番图的生平事迹，这段成长历程的描述中带有大量的数量关系，教师通过引入这段数学史让学生去用方

程来求出这位数学家的去世年龄，并引导学生回顾小学阶段所学习过的方程，加深对方程性质的初步认

识，让学生们一起探讨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以问题提出的方式，启发学生们思考，从而引入本

章的学习内容“一元一次方程”。 
苏科版“一元一次方程”的章前页是出示了实际生活中会用到的天平、若干砝码以及盐和小球，通

过天平托盘中砝码的数量来计算出被测物体的重量，让学生们在其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这

种平衡关系来引出方程正是表达数量之间相等关系的“天平”，同时也是解决日常实际问题的有效模型，

让方程与日常生活的实例联系起来，让学生明白学习方程的实际作用，从而引出本章将要学习的内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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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次方程”。 
由于我国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方程的内容进行了改动，其中删去了

原先小学阶段方程的内容，所以这三版教材的章前页也需要按照最近的新课标进行修改，内容不能再建

立在小学方程的基础上来引入。 

2.2. 章节的编排比较 

2.2.1. 在教材整体章节的编排比较 
人教版和苏科版七年级上册“一元一次方程”分别位于教材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人教版安排在第二

章“整式的加减”之后，苏科版安排在第三章“代数式”之后，两版教材这样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为

前面的章节让学生已经学习到了从“具体的数”到“用字母表示数”，特别是含有字母的等式已经有了

深刻的了解，因此从知识的逻辑性来看，前一章的学习内容为即将学习的“一元一次方程”内容做出了

很好的铺垫性，方程本就是在“整式”和“等式的性质”与这两个知识点的铺垫下所产生的，这样紧密

联系，承上启下的整体章节结构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一元一次方程”的内容。 
而相比较，北师大版七年级上册“一元一次方程”位于教材的第五章，在此之前学习的是第四章“基

本平面图形”，第四章安排在第三章“整式及其加减”和第五章“一元一次方程”之间，学生直接从平

面图形的概念和性质转到一元一次方程的学习之中，在整体的章节编排上显得十分突兀，这样安排没有

起到数学知识点紧密联系，螺旋式上升的特点。 

2.2.2. 章节内的编排比较 
通过对三版教材“一元一次方程”的章节内进行比较分析[2]，绘制成表格的形式，如表 1 所示，由

表可知，这三版的编排的节数是不相同的，人教版有四节，北师大版有 6 节，而苏科版只有 3 节。在内

容排布上，人教版更加注重解一元一次方程，详细展示解一元一次方程的具体步骤，在步骤间多次插入

提示和思考题以及分析解题技巧的具体作用，对整体步骤进行了归纳总结，着重体现了新课标在初中阶

段核心素养中的抽象能力和运算能力的培养。北师大版相比其他两版教材更加注重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

安排了 4 个小节的内容将一元一次方程与具体情境相结合，让学生掌握如何在情境中分析问题找到等量

关系。着重体现了新课标在初中阶段核心素养中的应用意识和模型观念的培养。苏科版则是专门安排了 
 

Table 1. Content arrangement of the chapter on “linear equation with one unknown” in three versions of textbooks 
表 1. 三版教材“一元一次方程”章节的内容编排 

版本 人教版 北师大版 苏科版 

位置 第三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章节 

3.1 从算式到方程 5.1 认识一元一次方程 4.1 从问题到方程 

3.1.1 一元一次方程 5.2 求解一元一次方程 4.2 解一元一次方程 

3.1.2 等式的性质 5.3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 
——水箱变高了 4.3 用一元一次方程解决问题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一) 
——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5.4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 
——打折销售 数学活动一元一次方程应用的调查 

3.3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 
——去括号与去分母 

5.5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 
——“希望过程”义演 小结与思考 

3.4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 5.6 应用一元一次方程 
——追赶小明 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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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数学活动，以方程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工具这一观点，让学生去生活中的工厂、银行等地

观察和收集等量关系，将一元一次方程与实践活动联系了起来，着重体现了新课标在初中阶段核心素养

中的创新意识和数据观念的培养。 

2.3. 知识点呈现方式比较 

在三版教材中，知识点的呈现方式都注重使用不同的问题情境去引入和呈现，但同时也各具特色[3]。
首先，人教版大多数是以单个问题情境进行引入，知识通常以小方框的形式穿插在解题步骤之中，大多

数提示了方程的性质和解题技巧，少部分也涉及到了关于方程中的数学史知识。而重要的定义则会以蓝

色的加粗字体加以呈现，本章还提供了 3 个归纳框，用流程图的形式解析了解一元一次方程及其实际问

题的一般步骤。因此人教版对知识点的呈现既穿插问题的过程中也有放置在问题解决之后。北师大版大

多数都以多个问题情境进行引入，而且问题以插图的形式来呈现，知识点通常在例题解决完之后的议一

议和想一想这两个板块中呈现，方式有纯文字或流程图，且定义的字体会被黑体加粗。苏科版对知识点

的呈现方式与北师大版相似，同样将知识点呈现在问题解决之后的议一议和想一想两个板块中，基本定

义的字体会蓝色加粗，以达到醒目的目的，但相比前两版教材，苏科版对知识点的呈现较少，且呈现方

式只有纯文字的单一形式。由此可见，在三版教材中，人教版更注重对知识点呈现的整理，不仅有问题

过程中的解题思路性批注也有问题解决后的总结性批注，将知识点与问题紧密联系。 

2.4. 数学史比较 

数学史是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数学史不仅可以拉进学生与古代数学家之间的距离，感受古

代数学家们的伟大之处，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精神，让学生切实体会数学思

维的过程，在教材内容编排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三版教材进行数学史的分析，得出表 2。从表中可

以看出，人教版对“一元一次方程”章节涉及的数学史是最多的，并且在呈现方式来看，人教版把数学

史融合在例题前、例题中、习题中和阅读与思考这四个板块中，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培养，对方程

内容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而反观北师大版和苏科版两版教材，这章涉及的数学史数量是明显低于人教

版的，并且没有把数学史和数学问题结合起来，只是复制式的把数学史放在章前页和阅读这两个板块中

去，无法真正体现数学史的育人作用。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al history into three editions of textbooks 
表 2. 三版教材数学史的融入比较分析 

教科书版本 数学史内容 位置 

人教版 

中外未知数 例题中 

“方程”史话 阅读与思考 

阿尔–花拉子米 例题前 

纸草书 例题前 

丢番图 习题中 

北师大版 
丢番图 章前页 

纸草书 读一读 

苏科版 丢番图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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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习题综合难度比较 

对于教材中数学知识点的复习与掌握情况，主要依靠每节的习题练习来判断，通过练习习题，可以

加深对本节内容的理解程度以及数学方法的掌握程度，习题在教材编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将

对三版教材的习题数量进行统计比较，习题的综合难度将借助鲍建生的综合难度模型为框架[5]，从 5 个

难度因素来分析习题难度，其中每个因素中也划分了各个水平，对其进行分别赋值，如表 3 所示。并根

据表中数据绘制了雷达图，如图 1 所示。方便更加直观的展示三版教材的综合难度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difficulty factors in exercises in three versions of textbooks 
表 3. 三版教材习题的难度因素比较 

难度因素 水平 
课后习题量 加权平均 

人教版 北师大版 苏科版 人教版 北师大版 苏科版 

探究 

识记 24 11 8 

1.80 1.91 1.98 理解 23 28 37 

探究 12 7 7 

背景 

无实际背景 17 14 13 

2.01 1.83 1.85 
个人生活 27 26 34 

公共常识 12 6 5 

科学情景 3 0 0 

运算 

无运算 8 3 4 

2.50 2.74 2.80 
数值运算 8 7 5 

简单符号运算 39 35 40 

复杂符号运算 4 1 3 

推理 

无推理 6 5 5 

2.06 1.98 1.98 简单推理 43 37 43 

复杂推理 10 4 4 

知识含量 

单个知识点 10 7 11 

2.44 1.98 2.13 两个知识点 43 33 23 

三个及以上知识点 16 6 18 
 

 
Figure 1. Comparison of comprehensive difficulties 
in three editions of textbooks 
图 1. 三版教材综合难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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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图表数据可知[6]，从数量上来看，人教版设置了 59 道习题、北师大版设置了 46 道习题、苏

科版设置了 52 道习题，人教版设置的习题量是最多的，这说明人教版更加注重对习题的设计和加强学生

课后对教材知识的巩固训练。从综合难度上来看，三版教材编排上对探究、背景和推理三个因素的习题

难度差异不大。数学学科的知识从来不是单独的，所学习的内容都是螺旋式上升的，题目中的知识也是

息息相关的，人教版在“知识含量”上显著高于另外两版教材，这说明人教版在习题设计上更加注重多

个知识点的综合性。运算能力是学好数学的基础，苏科版在“运算”上是高于另外两版教材的，苏科版

更加强调考查学生的运算能力核心素养。北师大版的习题综合难度介于两者之间。现在素质教育越来越

提倡创设科学情景，注重探究引导，但在这三版教材中，以科学情景为背景的习题都是十分欠缺的，这

也是在教材编排上需要改进的地方。 

3. 对三版教材“一元一次方程”的编排建议 

3.1. 优化插图设计，增强教学效果 

数学教材的插图可以提供例题的背景信息、是课本内容的有效补充，更能引发学生的思维想象。通

过对三版教材的编排中发现，除了北师大版的例题多次通过插图的形式来呈现以外，人教版和苏科版对

插图的引入明显欠缺，绝大多数是以纯文字的形式来描绘例题，这样单一的形式会使得学生对例题产生

枯燥乏味的情绪，无法很好的开展教学。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插图的教学价值，借助插图引导学生学习，

优化对插图设计的投入，而对插图的设计不是多多益善，过多的插图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突出不了学

习重点，要让插图与授课内容紧密关联，利用插图创设具体情景，在情境中向学生渗透数学思想。 

3.2. 增设习题背景，培养应用意识 

为习题融入丰富的背景，能够构建数学抽象的知识与具体生活情境之间的桥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新知的兴趣。通过对三版教材的编排比较可以发现，对习题背景的引入是比较匮乏的。习题不仅仅要考

虑对学生知识含量和运算方法的训练，更要在习题中融入实际生活的知识，同时新课标强调，要学会“用

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让学生探索在不同的问题情境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适当的增设习题的背景，是落实了新课标

的要求，培养学生应用意识的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多编排一些以科学知识为背景的习题，让学

生热爱科学，树立对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 

3.3. 丰富数学史内容，注重数学文化的渗透 

教材编排中将数学史融入到教材中去，对开发学生的思维以及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具有很大帮忙。

通过对三版教材的数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除了人教版在编排上融入了较多数学史以外，另外两

版教材对数学史的编排上是明显不够的，而且呈现方式也十分单一。因此北师大版和苏科版需要丰富数

学史的内容，将更多和方程有关的数学史融入到教材中去，并且数学史不能仅仅放在每节结尾的阅读板

块，更应该把数学史融入到例题和习题中去，充分实现数学文化的渗透，使学生感受到数学史的趣味性，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进而提升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4. 总结 

通过对三版教材中“一元一次方程”的比较研究，从整体上来说，三版教材都是在新课标的要求下

严格编排的，不单单只是传授了学生知识，更注重对学生初中阶段核心素养的培养、数学文化的熏陶、

学生学习经验的积累。但侧重点也存在一些差异，如人教版在内容编排上更注重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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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发展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北师大版更注重将一元一次方程与生活情境联系起来，引导学生用数

学的眼光发现问题，培养学生抽象能力和应用意识的核心素养；苏科版更注重对数学活动的设计，提升

学生动手操作与思考探究的能力。本次研究认为三版教材在内容编排上可以适当优化插图设计，让插图

与授课内容紧密关联；增设习题背景，使习题中融入实际生活的知识；丰富数学史内容，使学生感受到

数学史的趣味性，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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