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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法，对新人教A版与人教A版两个版本中平面向量的内容编排、前言、例习题、

思考与探究等方面进行比较，并从高观点的视角来探究如何进行平面向量的教学，希望从不同角度给研

究者一些启发与思考，期望对研究者研究平面向量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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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o compare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preface, example exercises,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the plane vector i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new teacher A version and the human teaching A version, and explores how to 
teach the plane vec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 point of view, hoping to give researchers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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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and thinking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hopes to help researchers study plane v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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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年来，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正进行的如火如荼。课程标准也在不停的修订着，为了更好的适应

社会需要，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输送更多的人才，高中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数学知识是一个系统，如

果说小学知识是地基，那么高中数学知识就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向量沟通了代数、几何和三角函数三部分知识，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加强代数、几何和三角函数知

识间的沟通；同时可以帮助学生体会和建立数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加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以便于

促进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研究。既有方向又有大小的向量对学生是一种认知的冲突，学生要调整自己的

认知结构接纳新的运算方式，向量同时也拓展了学生对数学运算的认识。向量作为一种工具，学习向量

有助于学生掌握处理几何问题的代数方法，体会数形结合思想，增强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那么高中向

量知识如何进行编排、进行教学尤为重要。为了更好的促进教学，及时关注变化，改变自己的教学理念，

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了旧的人教 A 版与新的人教 A 版的比较。 
教学是基于课本又高于课本的，作为书本中晦涩难懂的抽象知识与学生理解的具有条理性知识的桥

梁，老师不能将自己的目光拘泥于高中的课本，应该用更高的观点，更深的知识来解释高中的知识，培

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梳理学生的数学观，对于数学有自己的见解与理解。最后提出自己的建议，老

师应该在用高观点，从大局上把握知识脉络，从数学文化、实际生活等视角进行平面向量的教学。 
新人教 A 版与人教 A 版的比较，先从宏观角度对于两个版本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是从微观角

度进行比较，之后在例习题比较中，对于两个版本中的例题与习题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在科学研究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它是在收集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进行阅读分析，

从中剥离出与某一研究对象相关本质一致或相近的文献的过程。[1]通过分析文献，就可以大致了解之前

对于平面向量的研究情况。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就可以开展后续的研究。本文对于知网上平面向量的

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比较分析，从而提炼精华，形成我论文的理论基础。 

2.2. 比较法 

采用了比较法进行对于人教 A 版与新人教 A 版的平面向量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法，就是根

据一定的规则，将同一类事物或者相近事物放在一起对比研究，分析他们的异同，从而探寻事物的本质，

达到最终研究目的的一种方法。通常分为纵向、横向、异类、同类、定性以及定量比较研究，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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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性与定量与横向的研究，对两个版本中的内容知识系统进行比较，比较分析两个版本内容的差异，

再从两个版本的助读系统，例习题这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本文的结论。 

3. 两个版本的内容知识系统比较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中提到依据高中数学课程理念，实现“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体现课程的基础性，选择性和发展性。根据这个理念，新人教 A
版在人教 A 版上进行了优化，对于不同的老师的教学与不同的学生的学习来说，新人教 A 版更加的具有

选择性与可读性，新人教 A 版更注重的是“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相比于新人教 A 版来

说，人教 A 版的教材更适合于抽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强的学生去读，课本的思路更加的简洁，符合数学的

简洁性特点。 
在内容的选取上，新人教 A 版相对于人教 A 版而言，将“正弦定理，余弦定理[3]”这一章的内容作

为向量的一节，相比于人教 A 版来说，新人教 A 版将“正弦定理，余弦定理”放在平面向量这一章，可

以使“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证明更为简洁，用代数的方式来解决几何的问题，不仅为“正，余弦定理”

的证明多提供一个思路，符合数学的“算法多样化”理念，从侧面更好的渗透了“数形结合”的思想，也

更加突出了“向量是沟通几何与代数的桥梁”。也可以很好的达到课程标准中对于向量应用的要求：“会

用向量方法解决简单的平面几何问题，体会向量在解决数学问题中的应用。”[1]不仅将“正弦定理，余

弦定理”加入到了向量中，在平面向量用坐标表示中还加入了证明两角差的余弦公式，整体上来看，向量

这一章就凸显出了向量是沟通代数与几何的桥梁，对于解决一些用几何证明繁琐的过程的问题来说，或许

换一个思路，采用向量方法可以轻松解决，去除繁琐冗长的证明过程，说明数学的简洁之美。 
在讲授平面向量的数量积中，加入了对于两个向量夹角的讨论，对于人教版来说，对于夹角没有进

行仔细的进行分析描述，只是在叙述中提到了 θ 是两个向量的夹角，但是在新人教版中加入了对 θ 的描

述，将 θ的取值划分了三个范围，即锐角，直角，钝角三个范围，又举了两个特例，即当 θ等于 0 或者

π 时的情况[4]，说明两个向量的数量积的结果，加强学生对于两个向量夹角的理解，同时也可以更加清

晰的认识向量的数量积，进而掌握数量积，对于两个向量的数量积进行熟练地运算。 
在新人教 A 版的内容编排上，也与人教 A 版的排版有所不同。在向量知识系统中，有向量的概念，

向量的运算，向量的运用等等，在人教 A 版里将向量的数量积与向量的加法、减法、数乘运算分开，单

独放在一节中。在新版中，将向量的数量积与加法、减法、数乘运算合并在一起，使运算更加的完整，更

加有条理性。并将向量的线性运算改为向量的运算，语言更为严谨，更加突出数学严谨性特点。在向量加

法运算中有三角形法则与平行四边形法则，新人教 A 版将两个依次介绍，条理清楚，逻辑清晰，虽然并

没有用文字进行描述数学的特点，但是语言的严谨在无时不刻的提醒着学生们，数学是严谨的，数学语言

是简洁的。新人教版中对于两个不共线向量的和的模小于等于两个不共线向量模的和的定理等于的情况也

做了相应说明，将不等式内容与向量内容作了衔接，使得给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比较周密、准确。学习数学

就是要学会用数学的思维观察世界，认识世界，解决身边遇到的所有问题。之前坐标表示中是共线向量的

坐标表示，现在把范围扩大化，将共线向量的坐标表示改为数乘向量的坐标表示，将λ倍的a�⃗坐标表示加

入到了数乘向量的坐标表示中。说明了向量坐标表示的普遍性，不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共线向量中。 
数学是有丰富的文化在一路同行，不是看起来冷冰冰的一堆数字。课程标准中对于数学文化的解读

是：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语言、方法、观点，以及它们的形成与发展；还包括数学在人类

生活、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的贡献与意义，以及与数学相关的人文活动。[1]所以在教学时一定要将数

学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渗透给学生，而课本也是数学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数学文化有润物细无声

的，也有专栏介绍，会有“阅读与思考”这个文化的专栏，在新人教 A 版的书中，“阅读与思考”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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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复数，海伦与秦九韶”两个内容，加深学生对于向量的掌握与对数学历史的了解，感受到数学不是

看起来冷冰冰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充满了求知，探索的有温度的学科，数学是有一种冰冷的美，期待

大家去发现更多的知识。 

4. 两个版本的助读系统比较 

数学教材本身并没有关于助读系统的过多解释。结合实际的教学实践以及语文教材中出现助读系统

的定义，贾佳[1]将数学教材助读系统定义为：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帮助师生理解教材内容，与数

学教材相关的一些材料。通常情况下数学教材助读材料涉及到教材中的注释、图解、提示类信息、批注

以及引言等[5]。 

4.1. 引言的比较 

对于引言来说，新人教 A 版将引言插图改为了帆船，在人教版中，对于引言中的图片的作用是突出

向量的运算重要性，如果没有运算，向量只是一个“路标”，因为有了运算，向量的力量无限。而新人

教 A 版插图突出的是向量的本质，那就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小船从 A 地行使，没有规定方向，

那就不一定到达目的地，位移是既有大小，方向的量，从而推出向量的本质就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

量。在两版教材引言中可以说各有侧重点，想表达的内容不尽相同，都是经过不断修改，精心设计的，

都是在强调向量是个非常重要的量，同时也在说明向量是个重要的数学工具。 

4.2. 插图的比较 

相比于人教 A 版来说，插图比较丰富，对于新增的内容来说，更是充分的进行数形结合，用图来佐

证理论，学生看的更加清晰明白。 
对于一些可以表达相同意思的图片教材进行了删除，给学生更多思考的空间，将学生的思维进行拓

展，不拘泥与书上提供的范例。对于作图来说，将题目里描述的每一个位置都进行了刻画，更加注重作

图的规范与严谨。 

4.3. 栏目的比较 

在整体的内容环节中，新人教 A 版增加了一个环节，在章节末尾加入了一个“数学探究”。虽然新

的人教 A 版用向量的方法探在向量的应用一节中已经加入了“三角形的中位线”的证明，但是三角形还

有许多性质可以用向量法来证明，所以教材又安排了一个环节就是“数学探究”，通过对“勾股定理，

三角形中线交于一点”来为学生提供思路，之后让学生自我探究，最后形成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教材

只是一个范本，而不是固定答案，这样可以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引导学生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

会用数学思维思考世界，会用数学语言思考世界，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发展。为

学生之后的学习生活增加一个工具。在小结中，还加入了问题串的形式来帮助学生回顾本章的知识，学

生只要可以清晰的说出问题串的答案，那么学生就掌握了平面向量的知识，这也从侧面可以看出对于小

结的问题串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学生能更好的地掌握知识，对于一些新手型教师来说，这无疑为他们

的教学整理了一个大框架，对于老师的备课来说，更有裨益，在进行一章的复习与回顾中，也可以根据

这个问题串带着学生一起去回顾知识，作为一套测试题来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及时更改进度与计划，

调整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 

4.4. 批注的比较 

相比于之前的批注来说，新人教 A 版更为注重的是对于思考与探究的栏目，如在向量的概念引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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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一个批注：你还能举出物理学中的一些向量与数量吗？对于一些批注的内容进行改变，有的是对

于难度的降低，有的是加入一些思考内容，还删掉了一些内容，再如学完平面向量的加法法则：平行四

边形、三角形法则之后，加入思考内容，向量加法平行四边形法则与三角形法则一致吗？这个问题增加

之后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楚的看到平行四边形法则与三角形法则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掌握两个法则。在向

量减法中，不像之前复杂，直接抛出问题，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重点。数乘运算的几何意义较为抽象，

在新版直接下降难度，长度与方向是怎样的，最后归根到底是几何意义的前置内容，只是减低难度，架

设一个阶梯，让学生先了解简单的问题之后，再去讨论几何意义。总而言之经过删减改变，教材逻辑更

加的完善，增加了一定的可读性。 

5. 两个版本例习题的比较 

5.1. 例题比较 

对于例题来说，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删掉了一道例题，例题是个范式，对于例题来说，在精而不

在多，所以删减一道例题，说明这道例题包含于别的例题之中，所以进行了删减。对平面向量的基本定

理及坐标表示的例四进行删减，例四只是比较简单的坐标运算，可以进行糅合，将例二和例四进行一起

练习，新人教 A 版删掉了例四。 

5.2. 习题比较 

习题变化较大，首先对于一节总的习题来说，不再分为 A，B 组，而是分为了复习巩固，综合运用，

拓广探索三个部分，使习题更具有逻辑性，层次性，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学力进行选择，根

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于不同水平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任务，进行差异教学，使不同学生得到不同的

发展。习题在每节课之后设置会帮助学生掌握这节课的重点，学生通过练习就会知道自己是否掌握了本

节课知识。之前编制的 A，B 组只是大体划为两个层次，还是不太明确，新人教 A 版进行了更加深层次

的划分，不同学生有不同选择。 
对于一个章节中的习题来说，进行了删减与增加。对于一些知识点后配备的习题会进行删减，改变

与增加。对于学生理解有困难的知识点来说，增加习题配备来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有的还加入了实际问

题，呼应了数学知识的应用问题。如在平面向量的运算这节末的习题中，进行了大量的改变。 

6. 高观点下的平面向量教学 

6.1. 中学中的平面向量在高等代数中的体现 

王晓平[6]对于大学中学习的高等代数与中学学习的平面向量作了对比，并绘制成了表格(如下图)，
在这个表格里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学所学的知识只是大学高阶知识的引子，是大学知识的基础。高中的平

面向量知识只是向量空间的一个特例，是最为简单也是最为基础的一部分。对于高中生来说，这些知识

是可以理解并且掌握的，同时也是他们进入向量的第一步，做好衔接是每个老师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6.2. 高观点下的中学数学中对平面向量的教学 

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交替时期，菲利克斯·克莱因就其《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7]中指出，初等

数学与高等数学之间存在着“双脱轨”现象：大量师范生认为大学所学的知识与中学所学的知识没有联

系，并无法将大学所学运用到日后的教学中。作为研究生来说，看待中学中的任何一个知识点都要带着

高观点，高站位去研究中学中的数学问题，但是这也不是说要把大学高等代数中的知识提前下放到高中，

让学生去学习复杂的高难度的知识，而是向学生去渗透在向量中的这种方法，为之后学生进一步学习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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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个思想基础，“高观点”主要是针对高师数学教育专业的师生而言．高师院校数学教育专业课程所

讲的高等数学与中学数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有本质的不同[8]。 
 

 
 
比如在平面向量的坐标表示中，课本上介绍的是平面直角坐标系下的两个不共线的向量，还是不共

线向量的特殊情况，即是两个垂直的沿着坐标轴的两个向量，这个内容在高等代数中叫做标准正交基， 

在高等代数张禾瑞第五版[9]中的 309 页中介绍了欧式空间 nR 正交基，
( ) ,00, 0, , 1, 2, ,
1

, ,0i
i

i nε
 

= = 
 

 
。 

这个就清晰的向我们介绍了正交基的公式，在中学就是(0, 1)，(1, 0)这两个坐标，学完完整的向量体系内

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向量在每个基底下的坐标不同，需要一个过渡矩阵 T 来转化，向量是同一个

向量，只是不同标准下的坐标不同。一个向量在一个基底下的坐标是(5, 6)，但是在另一个基底下的坐标

是(−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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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带着高观点，高站位去进行教学呢？老师进行教学就是分为三个节段，无非就是课前，课中，

课后。课前就是老师的备课活动与教研活动，在备课时，老师对于平面向量的知识应该了然于胸，对于

平面向量应该有自己了解的理解与认识，每个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知识都要清楚明白。在教研活动时，

可以将几个老师的思想进行思维碰撞，用最精华的部分去讲授，在课中时，不能就题论题，就点论点，

在进行平面向量的运算律时，作为教师，先要进行回顾，从数的角度去引入，先让学生明白向量是个量，

只是有方向而已。其次还要培养学生的迁移意识，从数的运算律迁移到向量中来，方便理解还迁移知识，

进行教学。教学向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方法，思想，不是具体的题目。通过平面向量，要向学生传达的

是向量表达的简洁性，数学语言的逻辑性，向量的工具性，数学的抽象性，多样性，那么之后学生学习

高等代数，或者是更加抽象，更加简洁的数学问题，学生头脑里有这个思想，就算从未见过，也会去联

想之前的思想，方法来解决现在的数学问题。学生会用已知去解决未知，那这样在数学上学生学到的不

仅仅是数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方法。 
在大学本科时上高等代数时，会发现学生水平层次不尽相同，大多数人会觉得不同地区考的考卷不

同，或许掌握的知识量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是老师的授课方法不同，导致视野的不同，具有

高观点，高站位教授与普通教授传授知识的方式不同，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老师一定会教出更多出色

的学生，提高学生的数学观念，素质，修养，为高校输送更多的人才。 

7. 结论 

新人教 A 版与人教 A 版之间，传递更多的是编排者对于知识的严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数学具有严

谨性，准确性，简洁性的特点，在内容的编排上，较之前更加具有逻辑性，比如在平面向量的加法中有

平行四边形法则与三角形法则，旧版在编排上存在一点点的思维混乱，但是在新版中，这个问题就被及

时纠正，先进行了三角形法则的介绍，然后进行的是平行四边形法则的介绍，这样进行编排，会更加清

楚，当然对于老师来说，思维肯定是有点受限，不利于发散思维，但是对于初学者的学生来说，先搭建

框架，后进行填充，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数形结合思想是数学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在向量知识中体现

的淋漓尽致，用数来定量描述向量，用形来刻画向量[5]。运用高等数学的知识，从另一更高的角度重新

认识初等数学中重要的概念、理论实质及其背景，还可以借助于高等数学的方法来统一处理和解决初等

数学中一些或一类问题[10]。 
高观点，高站位这些词语对于现在肯定都不陌生，但是具体内涵，需要去内化，高等数学的高深不

仅仅是内容的极度抽象，更是数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高中的一线教师，需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将自

己的目光放长远，不仅仅拘泥于高中课本所展现的知识，从更高的站位去思考知识的脉络；二是从高等

数学中挖掘出数学思想，将数学思想运用到教学中；三是对于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数学虽不像化学，

物理等学科在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要去培养学生对于数学的乐趣，从内心喜

欢数学热爱数学[11]。 
本文从内容知识系统、助读系统和例习题三个方面研究了新人教 A 版与人教 A 版的不同之处，旨在

从不同视角对平面向量进行研究，为一线教师教学以及为职前教师在了解平面向量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为教师在进行教学时提供新观点，新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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