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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材是落实新课标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是实施教学改革的重要载体。教材比较分析对了解我国教育

理念，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有深远的意义。“立体几何初步”是高中阶段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以人教

版A版新旧教材为例，利用内容分析法从结构体系、内容编排、例题设置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中内容变

化的差异，发现新教材是怎样落实新课标的教育理念。让教师明确如何根据新课程理念，落实培养学生的

数学直觉想象能力、数学逻辑推理能力和数学建模能力等数学核心素养，并对教材的使用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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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materials are irreplaceabl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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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s hav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ou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qualities. “Preliminary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y” has always been a very important 
content in high school. Taking the old and new textbooks of the PEP A Edition as an example, we 
us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tructural system, content arrange-
ment, and sample questions, to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content changes and to find out how new 
textbook implements the educational concep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Teachers will be able to iden-
tify how to implement the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y skills of develop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intuitive imagination, mathematical logical reasoning an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bilities accord-
ing to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s, and will be able to put forward a few suggestions on the use of 
the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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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高中数学教材是基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发展学生认知水平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将高

中数学知识内容进行整理、系统化和逻辑化处理的重要载体。作为教师的重要辅助工具，教科书是决定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教育文本。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在 2017 年底颁布，着重强调要以学生的

核心素养为抓手，为了落实新课程的教育理念，教材的变化也是引导教师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视

度的改变。2019 年高中数学人教 A 版颁布，由于教师都习惯用旧教材的教学内容和结构，这对教师落实

新课标的基本要求，发展和促进“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中学教育中的“立体几

何初步”影响着学生逻辑思维和直观想象等关键能力的发展。基于此，只有进一步研究新旧教材的差异

和相同之处，了解其中的变化和教学理论，师生才能更好地把握教材的内容结构，为数学教学服务。 
在新课改背景下的高中数学教材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搜索，很容易发现现

阶段我国对“立体几何初步”的研究主要有同一版本新旧教材内容分析和不同版本教材内容分析。张佳

媛[1]基于立体几何初步的重要意义和重要程度，从不同方面研究了立体几何初步的内容，并总结几点立

体几何内容的特征；通过对老师们的访谈，了解到了教师对立体几何初步内容的了解程度和教学方法，

根据访谈教师的信息，给出一定的教学建议和学习建议。向颖怡、叶明露[2]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了人教

A 版新旧教材几何内容的教材体系结构、教材栏目等，阐明新教材对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有帮助，

并结合核心素养的发展在教学上向教师提出几点建议。“立体几何初步”的内容一直是高中阶段的基础

内容，在新课标的背景下，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是教师应该更加关注的内容，几何部分影响学生的

逻辑推理、直观想象等核心素养的发展。但学生的直观想象的能力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缺乏的状况，为加

强培养学生直观想象能力，新课标背景下的新教材对几何初步部分做了调整。基于此将从结构体系、内

容编排、例题设置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中内容变化的差异，发现新教材是怎样落实新课标的教育理念。 

2. 立体几何初步部分结构体系分析 

2.1. 教材目录编排结构的比较分析 

按照《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要求，“立体几何初步”包括基本立体图形和基本图形位置关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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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3]。从数学逻辑来看，研究几何初步内容应该首先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出发；再研究位

置关系(平行关系和垂直关系)；最后用这些基本要素构建几何体，研究它们的结构特征、平面表示方法、

计算体积面积等。这种思想按照公理体系和知识的逻辑关系展开内容，具有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的优点，

但它违背了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思维习惯，是学生学习立体几何困难的原因之一。考虑到教材结构学生有

一定影响，对新旧教材的目录编排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两版教材几何初步内容都是从观察图形开始，按照公理化体系和知识逻辑关系来发

展，遵循了几何学习思路。从目录章节关联来看，新教材将旧教材的“空间几何体”和“位置关系”两部

分内容组合成一个整体为立体几何初步。这比较符合关注学生知识的整体性、数学逻辑性和认知特征。

由于新课标特别注重数学基本能力的整合性和关注数学的本质。所以，新教材在组织结构上的改编就呈

现出更贴切新课标对学生数学基础能力培养的要求的优点。从目录内容方面来看，新教材把“判定定理

和性质”直接表示成“平行”和“垂直”。可见新教材在旧教材的基础上虽有对空间直线、平面的内容进

行扩展，加强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的优点，但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要求提高了，可能会造成有些同学

跟不上的情况的缺点。新教材克服了旧教材这一缺点，但从此方面看，无疑是较新教材来说是好处。由

于几何研究归根到底是一种点线面及其关系的研究，线线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是沟通几何关系中的桥梁。

新教材的目录内容可以引导学生抓住“线线关系”这一关键，层层递进，优化学生的几何意识，落实了

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preliminary sec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y i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extbook 
表 1. 两版教材立体几何初步部分体系结构比较 

人教 A 版旧教材 人教 A 版新教材 

一、空间几何体 
1) 空间几何体的结构 
2) 空间几何体的三视图和直观图 
阅读与思考：画法几何与蒙日 
3) 空间几何体的表面积与体积 
实习作用 
小结 
复习参考题 

一、立体几何初步 
1) 基本立体图形 
2) 立体图形的直观图 
阅读与思考：画法几何与蒙日 
3) 简单几何图的表面积与体积 
探究与分析：组暅原理与柱体、椎体的体积 
4) 空间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5) 空间直线、平面的平行 
6) 空间直线、平面的垂直 
阅读与思考：欧几里得《原本》与公理化方法 
文献阅读与数学写作：几何学的发展 
小结 
复习参考题 

二、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1) 空间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 
2) 直线、平面平行的判定及其性质 
3) 直线、平面垂直的判定及其性质 
阅读与思考：欧几里得《原本》与公理化方法 
小结 
复习参考题 

2.2. 教材内容变化的比较分析 

思维是培养学生基本数学素养的重要方面。初步梳理新旧教材立体几何部分的结构，可以发现新教

材的知识点内容不如旧教材，尤其体现在新教材取消了“空间几何的三个视角”部分。作为立体图形的

三种类型，它作为小学低年级的一部分内容，在中学阶段，板块几何也是比较深入的学习内容。在此基

础上，删除这部分课程内容，可以有效避免知识的重复，减轻学生的负担，同时体现新的学习材料对学

生所形成的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强调知识的整合性，注重在新知识的增长过程中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9583


苏慧彬，金晶 
 

 

DOI: 10.12677/ces.2024.129583 49 创新教育研究 
 

促进学生逻辑素养的发展。但是对于程度不是很好的学生，接受能力可能有待提高。旧教材更能符合大

众普通学生的需求。 

3. 立体几何初步部分内容编排分析 

3.1. 教材栏目内容数量与比例的比较分析 

教材栏目不仅帮助教师教学，而且给学生大的空间自主学习。因此教材栏目对学生和教师都有一定

影响。 
从表 2 来看，栏目中的思考部分都是占比最多的，可见比注重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两版教材的栏

目内容都有“观察”、“思考”和“探究”部分，有助于学生学习数学的知识逻辑性发展，也都落实发展

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use of the preliminary section on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y i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extbook 
表 2. 两版教材立体几何初步栏目使用情况统计 

栏目 
版本 观察数量(占比) 思考数量(占比) 探究数量(占比) 归纳数量(占比) 

人教 A 版新教材 11 (37%) 11 (37%) 7 (23%) 1 (3%) 

人教 A 版旧教材 8 (15%) 24 (45%) 21 (40%) 0 (0%) 

 
从教材栏目的数量来看，新教材较原来增加了“归纳”部分，增加了知识的综合性，这对学生对构

建知识的整体性有显著帮助，可见新教材比较注重发展学生的知识连贯性和综合性。同时也增加了题目

数量和难度，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学生的积极性。旧版教材虽然没有进行最后归纳，但对于题目知识点的

指向性还是比较明确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知识点内容。从教材的栏目比例来看，新教材比旧教材

增加了“观察”栏目的数量和比例，可以看出新旧教材对“观察”的相对重视程度不同。新教材的内容更

符合新课标中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实践中思考问题的习惯的要求。从情境中抽象出数学知识，积累从

具体到抽象的活动经验，这一过程体现了数学抽象的两个阶段[4]。对数学抽象核心素养目标的实现有积

极作用，也能引导学生用数学的角度来观察和认知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3.2. 教材章节小结的比较分析 

教材内容小结是教材设置的关键，对教材的内容整合以及对学生发展知识的整体性和连贯性都有重

要作用。通过分析和研究新学习材料的“本章小结”，在学习完本章内容后，新旧学习材料将形成知识

梳理的“本章小结”，小结部分由“章节知识结构”和“回顾与反思”两部分组成。小结部分将由“章节

知识结构”和“回顾与反思”组成。用逻辑图的方式清晰、简洁、直观地展示“章节知识结构”部分，让

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章节知识之间的联系、类比；将章节知识进行梳理、再现，在“回顾与反思”部分进行

反思。“回顾与反思”板块的字面顺序是先回顾后反思，即回顾是反思的前提，反思是回顾的目的。旧版

教材的章节引入从空间几何体的简单概念和应用入手，简要说明了本章的学习过程和目标。 

3.3. 教材章节呈现的思想方法的比较分析 

教材中呈现的思想方法是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指引，可以体现新课标背景下，注重培养学生的

数学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在教材正式内容开始之前，从宏观上对教材进行回顾，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明

确学习方向。通过对旧教材和新教材的对比可以看出，本书收录的主要思想方法中对主要内容和学习过程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立体几何的学习对象、整体过程和主要思想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清晰的描述。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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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用简洁的语言介绍了学习立体几何的基本研究方法，体现了数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旧教材在除了新

教材呈现的思想之还介绍了教材中的拓展性栏目，以全局的角度分析了本册的方法与过程、目的与作用。 

4. 立体几何初步部分例题设置分析 

两版教材都设置了练习题、习题、复习题三个部分，不同题类有不同的作用，通过对新旧教材题目

进行对比分析，对全面了解教材的异同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4.1. 教材题目编排的比较分析 

新教材编排形式上有创新，以复习巩固–综合运用–拓展探索这一顺序。在题目编排上，新旧教材

上主要是复习题的差别，复习题能够综合学生学过的知识，巩固章节内容。旧教材将复习题将题目的难

度分成 A 组和 B 组，从形式上来说，考虑到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强弱。但这会给学生造成心理负担，影

响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与旧教材差不多的就是新教材复习题的设计也体现了层层递进，不一样就是新

教材将该板块内容分成了“复习巩固”“综合运用”“拓展探索”[5]三个模块，每个模块难度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新教材的习题难易程度划分得更明显，兼顾了学生差异性，并且新教材习题所用的插图也更

贴近实际生活，提升了学生解决问题的情境性。 

4.2. 教材题目数量的比较分析 

问题的数量是设计问题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问题过多，容易给学生造成学习负担，抑制学

生自主探索的积极性；问题过少，又起不到巩固深化的作用，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比较两版教

材的题目数量来分析在题目设置上的差异。具体见如下表 3。 
如表 3 所示，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的习题量有所增加，习题量的增加体现在空间直线、平面平行

与垂直的知识点难度加大，强调了不同知识点学习的差异性，突出了本章的重点。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exercises set in new and old textbooks 
表 3. 新、旧教材习题数量设置统计 

 人教 A 版旧教材 人教 A 版新教材 

小节序号 1.1 1.2 1.3 2.1 2.2 2.3 总 8.1 8.2 8.3 8.4 8.5 8.6 总 

小节练习 2 7 6 8 6 7 36 8 5 8 8 12 20 61 

节末习题 6 10 9 11 12 12 60 10 8 9 10 15 21 73 

复习参考题 11 + 11 16 

总题量 118 150 

4.3. 教材题目难度的比较分析 

新教材在问题的设置中体现了对问题解决过程的重视和对寻求解题依据的考察，注重引导学生在问

题解决过程中寻找证据作出解释，呈现出搭建支架，辅助学习效果的优点。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改进

了常用封闭题的缺点，可以看出新教材更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寻找证据支持结论的过程。在练习后

的问题“基本立体图形”中，新教材将旧教材中较为抽象的简答题改编成了以轮胎为载体的选择题。 

5. 总结 

从宏观的角度对比新旧两版教材内容，可体现出新教材充分体现了在新课标引导下对学生核心素养

培养的优势。更加重视情境创设，更加重视利用丰富的生活元素密切联系实际，引导学生从实际背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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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理解教学过程中一些较为抽象的数学定理、概念，引导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找到现实模型，再抽象出

数学模型，进而理解概念的形[4]。 

5.1. 挖掘教材素养成分，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教师的教学离不开对教材的研究，所以，教师应该深入钻研教材，细致地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在

教学中要从基础做起，合理发展，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力[6]。在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

我们的数学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数学技能相对发达，但数学抽象能力和数学建模能力相对欠缺。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以教材为基础，采取一些先进的教学策略。我们可以将教材中的实际问

题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教会学生运用建模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然后可以在每章的最后运用建模思想解

决实际问题。最后在每章末尾做练习和归纳，以提高抽象能力。我们可以在每章末尾做练习和归纳，以

提高抽象能力。新教材的升级和改编，不仅相对解决了旧教材枯燥的教学目录，也给教师教学提供了更

多可以创新的思路，帮助学生更加完整地构建知识体系，还全面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5.2. 深入教材分析，融入和落实新课标教育理念 

新教材对发展学生类比与化归、数形结合等思维有积极作用。教师教学过程中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

想方法。数学学习本来就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习

中学会数学的组织客观世界，能够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深入[2]。通过不断的数学实践和体验，学生逐渐

将数学应用能力和数学文化能力融为一体，并在贯彻新课程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符合以及落实

新课标理念，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方面融合教育理念以帮助教师成长和帮助得到学生更加全面的发展。 

5.3. 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直观想象能力 

因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几何学习比较抽象。所以，空间想象能力的欠缺可能使学生具有由平面几何顺

利过渡到空间几何的问题，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的表征方式及传播途径的变化[7]，在教学过程

中，老师可以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在课堂上呈现抽象的数学概念，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并具体化这些内容。

例如，在引入“平面”知识时，教师可以利用几何画板展示一个面逐渐从垂直于空间旋转到水平的过程，

通过动态演示，让学生直观地理解平面的概念。协助学生更轻松地形成大脑中的视觉变换动态特征，提

升空间想象力，促进直观想象方面的基本素养发展。新教材的内容变化倾向于重精简、重探究、重关联、

重多元，习题的变化趋于重增加、重层次、重灵活、重推理论证。新教材在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同时，做

到了“减负”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了新的特点。为教师教学模式也增添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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