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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新课标视角出发，结合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比分析人教

版初中数学新旧教材中一元一次方程的内容。新教材通过优化知识结构、降低认知负荷、强化探究性学

习策略，在数学建模能力培养上具有显著优势；其情境创设多元化、数学文化深度融合的特点，更符合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思想。得到以下启示：教材编排需符合认知规律，降低学习负荷；通过真实情

境任务驱动数学建模能力发展；创新教材体例结构，支持自主知识建构与文化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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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edu-
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y, this study employs conten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linear equations with one unknown in the new 
and old version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published by the People’s Educa-
tion Press. The new teaching material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cultivating mathematical mod-
eling ability by optimizing knowledge structure, reducing cognitive load and strengthening explor-
atory learning strategie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situation cre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al culture are more in line with the core ideas of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The 
following insights are obtained: The arrange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conform to the cog-
nitive law and reduce the learning load;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bility should 
be driven by real situational tasks; the structure of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innovated to sup-
port independent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imm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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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浪潮中，新课标如同一座航标，为初中数学教学指明了新的方向。教材作为

教学的核心载体，其内容编排和呈现方式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成效。教材设计需兼顾知识

逻辑与心理逻辑[1]，而认知负荷理论进一步指出，知识呈现方式直接影响学习效率[2]。国内研究多聚焦

教材内容对比，但对认知机制的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本研究以人教版新旧教材中“一元一次方程”为对

象，结合认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理论，系统分析教材差异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并着重探讨数学建模能

力的培养路径，以期为教材优化与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1. 认知负荷理论与教材设计 
认知负荷理论指出，学习效率受内在负荷(知识复杂度)、外在负荷(信息呈现方式)和关联负荷(知识整

合难度)的共同影响[3]。新课标背景下，教材编排需遵循“渐进式知识整合”原则[4]，旨在通过系统化的

方式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掌握。例如，新教材将一元一次方程章节后移至第五章，紧邻“代数

式”“整式的加减”，通过“5.1 方程”先建立“整式等量关系”认知基础，再过渡到“5.2 解一元一次方

程”(解法)与“5.3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应用)，确保学生已掌握整式运算等先备知识，从而降低内

在认知负荷；通过删减冗余推导步骤(如特殊形式方程变形)和分步图示解方程流程，减少外在负荷；增设

“思考”栏目引导学生建立方程与几何、实际问题的联系，提升关联负荷，促进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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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数学建模能力的培养路径 
数学建模能力是数学核心素养的关键维度，其发展依赖于真实情境任务的驱动[5]。研究表明，标准

化应用题仅能训练机械建模，而开放性问题(如节能空调选择、古埃及纸草书问题)能激发学生创造性建模

[6]。新教材通过“综合与实践”板块设计此类任务，相较旧教材的火车追及问题，更强调建模过程的完

整性与现实意义，符合 PISA2022“真实问题解决”的素养导向[7]。 

2.2. 研究对象与方法设计 

2.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初中数学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2024 版(简称新教材)和初中数学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2012 版(简

称旧教材)一元一次方程内容为研究对象，从章节结构、知识体系、教材的体例结构进行分析。 

2.2.2.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新旧教材里一元一次方程的文本表述、图表呈现、例题与习题设置等

展开细致剖析，针对各知识点的深度、广度以及编排逻辑实施量化与质化分析，以此精准提炼出二者之

间的差异点与变化趋势。其次采用比较研究法，把新教材与旧教材就一元一次方程的引入情境、概念构

建方式、解题策略引导、教材章节架构以及数学文化融合度等方面予以系统对比，并且横向参照其他地

区或版本教材在相关内容上的处理方式，对人教版新旧教材进行全面且深入的剖析，精准甄别各自的特

色、优势与不足。 

3. 章节结构与知识体系建构 

3.1. 内容呈现顺序调整 

在旧教材中，一元一次方程被安排在七年级上册第三章进行教学。旧教材将有理数和整式的加减等

内容整合在较少的章节中，与其他知识点的衔接并不紧密。例如，在引入方程概念后，便立刻开展方程

解法教学，随后才单独介绍方程的应用，这种编排方式破坏了知识间的内在连贯性，使得知识体系不够

系统完整，极大地阻碍了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理解与掌握。 
随着新课标的推行，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章节调整至七年级上册第五章，紧跟“代数式”“整式的

加减”之后，这一调整意义重大，新教材对前期知识进行分解和细化，使得一元一次方程在知识的衔接

和过渡上更加自然，逻辑更加清晰，知识体系更加完善，先通过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购

物、计划旅行等实际情境引入方程概念，让学生切实体会到方程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数学模型，然后

自然过渡到方程的解法和应用环节，整个学习进程环环相扣，与学生循序渐进的认知发展规律高度契合。 
从教材内容变动来看，新教材增加了诸多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的情境案例，如利用一元一次方程解

决行程问题中的变速运动、工程问题中的合作与交替工作等复杂场景，拓宽了学生对一元一次方程应用

的认知边界。同时，新教材还引入利用方程思想解决简单几何图形问题，如依据图形边长关系列方程求

解，强化了代数与几何的联系。与之相对，旧教材中一些复杂且在实际应用中较少出现的纯理论性推导

内容，像某些特殊形式方程的繁琐变形技巧，则在新教材中被适当删减，教学重点更加突出，有效减轻

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在章节编排方面，见表 1，旧教材按“3.1 从算式到方程–3.2 解一元一次方程(一)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3.3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去括号与去分母–3.4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的顺序编排[8]。而新教材在第

五章较为系统地按照“5.1 方程–5.2 解一元一次方程–5.3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的顺序展开，并增

设“阅读与思考——初步认识数学模型”板块。此外，新教材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学习过程中，尤为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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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代数内容的关联整合，例如在引入一元一次方程概念时，强化与整式的联系，让学生深刻理解方

程是整式之间的一种等量关系，助力学生构建更完整的代数知识体系，为后续学习筑牢基础。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arrangement order of chapter contents in new and old versions of textbooks 
表 1. 新旧教材章节内容编排顺序比较 

版本 旧教材 新教材 

位置 第三章 第五章 

章节 

3.1 从算式到方程 5.1 方程 

3.1.1 一元一次方程 5.1.1 从算式到方程 

3.1.2 等式的性质 5.1.2 等式的性质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一) 
——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5.2 解一元一次方程 
探究与发现 无限循环小数化分数 

3.3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 
——去括号与去分母 

5.3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 
阅读与思考 初步认识数学模型 

3.4 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次方程  

3.2. 教材的体例结构 

旧教材的体例结构相对传统，主要以章节为单位，按照知识讲解、例题示范、习题练习的顺序编排，

各部分之间的关联不够紧密，综合特性也未能充分彰显。新教材则采用更加灵活多样的体例结构，如设

置了“思考”“探究”“归纳”等小栏目，在知识讲解过程中适时引导学生思考、探究，促进学生自主学

习；同时增加了“数学活动”“阅读与思考”“综合与实践”等拓展性板块，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实

际生活紧密相连，拓展学生知识面与视野。 

4. 知识结构与认知负荷对比分析 

4.1. 章节编排的认知心理学依据 

旧教材将一元一次方程置于第三章，学生在未充分掌握整式运算的情况下接触方程概念，导致内在

认知负荷超载(见表 2)。新教材调整至第五章，符合“渐进分化”原则，使知识结构呈现“整式→方程→

应用”的层级递进，减少工作记忆负担。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gnitive load between old and new textbooks 
表 2. 新旧教材认知负荷对比 

维度 旧教材 新教材 

内在负荷 高(前置知识不足) 低(知识衔接合理) 

外在负荷 高(冗余步骤多) 低(步骤精简化) 

关联负荷 低(孤立知识点) 高(跨领域整合) 

4.2. 学习策略的转变 

新教材通过“探究”栏目设计开放式问题(如“如何设计校园垃圾分类奖励方案？”)，推动学习策略

从机械练习转向探究式学习。根据信息加工理论[9]，此类任务通过多感官参与(文字、图表、实践)增强信

息编码效率，使学生更易将程序性知识转化为长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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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习题综合难度对比剖析 

根据鲍建生课程综合难度比较模型[10]，计算新旧教材本例习题综合难度，得到表 3。 
 
Table 3. Weighted average data table of difficulty factors for example exercises and problems 
表 3. 例习题难度因素加权平均数据表 

 探究 背景 运算 推理 知识含量 

旧教材 1.32 1.13 1.62 1.41 1.57 

新教材 1.64 1.51 1.83 1.76 1.68 
 

由表 3 绘制雷达图，见图 1。 
 

 
Figure 1. Radar chart of difficulty factors of example exercises and problems 
图 1. 例习题难度因素雷达图 

 
基于上述数据绘制的雷达图，能更直观地展现两版教材例习题在各难度因素上的差异。经分析可知，

新教材的综合难度整体高于旧教材。在运算、推理和知识含量这几个因素方面，新版教材表现更为突出。

例如在运算因素上，新版教材的加权平均值达到 1.83，高于旧版的 1.62，这意味着新版教材更注重锻炼

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通过设计多样化、更具挑战性的运算任务，让学生在练习过程中不断提升运算技

巧和熟练度。在推理因素上，新教材也对学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其 1.76 的数值远超旧教材的 1.41，引导

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培养逻辑推理能力。 
同时，新版教材在背景水平上的要求有所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忽视。相反，

教材中的数学题目更倾向于呈现一系列开放性与探索性的问题，比如设置一些没有固定解题思路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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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问题，让学生自主分析并尝试找出解决办法。这种方式能有效引导学生突破固有思维模式，深入挖

掘知识内涵，激发创新思维。而且，新版教材重点关注数学探究活动的落实，通过丰富多样的探究性题

目，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的空间，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有所

收获，逐步培养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运算和数学建模等核心素养，领悟数学文化的独特魅力[11]。 

6. 数学核心素养渗透对比 

6.1. 通过对比应用题情境创设变化来探究数学模型观念的培养路径 

旧教材在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情境创设上，题材相对较为传统和单一。多集中在常见的行程、工程、

销售等经典数学问题场景，例如简单的相遇追及问题，给定两人的速度和总路程，让学生列方程求解相

遇时间。这些情境虽然经典，但与学生实际生活的紧密程度存在一定局限，部分情境显得较为理想化和

脱离现实。在培养学生模型观念时，学生更多是套用固定的解题模式，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的过

程较为生硬，对模型观念的理解和感悟不够深刻，未能充分激发学生主动构建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

意识。 
新教材在应用题情境创设方面进行了更新。涵盖了许多社会热点的情景，更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例如通过比较不同能效空调的综合费用问题，涉及到空调的售价和电费等变量，让学生分析如何列方程

计算费用，得出几级能效空调更划算，让学生获得生活常识，同时让学生有节能环保的意识；以校园环

保活动中收集可回收物的数量和收益关系为情境，引导学生建立方程模型。这些情境真实且生动，学生

在面对这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能更直观地感受到现实问题与数学是紧密联系的，更积极主动地去分

析问题中的数量关系，尝试构建一元一次方程模型来解决问题，从而有效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模型观念，

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数学模型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6.2. 数学运算能力的培养转型体现在分析解方程步骤的呈现方式的差异上 

旧教材在展示解方程步骤的过程中，往往直接给出明确具体的流程和规则。如在讲解移项时，旧教

材直接说明“把方程中的某一项从一边移到另一边，要改变符号”，然后通过大量同类型的例题进行强

化练习，让学生机械地记忆和重复这些步骤，通过强化训练来达到熟练掌握解方程的目标。这种方式虽

然能在短期内使学生掌握解方程的基本技能，但学生对于解方程步骤背后的数学原理领会不够深入，缺

乏对运算的灵活运用能力，今后在面对运算过程中的复杂变化和创新题型时，往往束手无策，不利于数

学运算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新教材在解方程步骤展示方面，更加注重引导学生深入领会运算的原理和依据。以等式的基本性质

为核心出发点，针对每一步解方程的操作，均详尽阐释其合理性。就拿方程“3x + 5 = 17”变形为“3x = 
17 − 5”这一移项步骤来说，新教材会先回顾等式的性质 1，即等式两边同时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等式

仍然成立，通过在等式两边同时减去 5 的操作演示，让学生明白移项的本质是依据等式的性质 1 进行的

变形。在后续解方程练习中，也会适当增加一些需要学生灵活运用运算规则和原理的题目，如让学生自

己选择合适的运算顺序和方法来解方程，以此培养学生的数学运算思维以及自主探究能力，切实推动从

机械运算向具备理解性、灵活性的运算能力的培养转型。 

6.3. 数学文化传承的具体表现为考察数学史料的运用差异 

旧教材在数学史料的运用方面相对较少且形式单一。可能仅在个别阅读材料或拓展内容中简单提及

一些古代数学家对方程的研究成果，如我国古代《九章算术》中关于方程的记载，但缺乏深入的挖掘和

与教学内容的紧密结合。学生对于这些数学史料往往只是简单浏览，难以从中感受到数学文化的深厚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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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和发展脉络，对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提升作用有限，未能充分发挥数学史料在文化传承和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方面的价值。 
新教材高度重视数学史料的运用，将其巧妙融入教学内容各个环节。在章节开篇，会以古代方程问

题引入，如介绍古代埃及人用方程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历史背景，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在讲

解一元一次方程解法时，会穿插介绍不同历史时期数学家对方程解法的探索过程，如阿拉伯数学家花拉

子米在方程求解方面的贡献，让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的发展演变过程。此外，在课后习题以及拓展活动中，

新教材精心设置了与数学史料相关的题目，例如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写在莱茵德纸草书上的一道著名的

问题：“一个数，它的三分之二，它的一半，它的七分之一，它的全部，加起来总共是 33。这个数是多

少？”要求学生用方程解决这个问题。如此一来，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中，能够深切体会数学文

化的独特魅力，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得以增强，有力地推动了数学文化的传承与渗透。 

7. 启示 

7.1. 教材编排需符合认知规律，降低学习负荷 

新教材通过调整章节顺序(如将“一元一次方程”后移至“整式运算”之后)、简化冗余步骤、增设引

导性栏目(如“思考”“探究”)，有效降低了学生的内在和外在认知负荷。教学设计应遵循“渐进分化”

原则，确保知识衔接自然，并优化信息呈现方式(如分步图示、情境化引入)，以减轻学生认知压力，提升

学习效率。 

7.2. 依托真实情境任务，驱动数学建模能力发展 

新教材通过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如节能空调费用对比、校园垃圾分类奖励方案设计)和跨学科情境(如
古埃及纸草书问题)，将数学建模融入真实场景。教学中需设计开放性与探索性任务，鼓励学生从多角度

分析问题、自主构建数学模型，培养其从实际问题抽象数学关系的能力，实现从“机械解题”到“创造性

建模”的转型。 

7.3. 创新教材体例结构，支持自主知识建构与文化浸润 

新教材增设“思考”“探究”“阅读与思考”等互动栏目，并深度融合数学史料(如花拉子米解方程

贡献、莱茵德纸草书问题)，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建议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体例创新，通过

多元化板块(如数学活动、文化拓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知识建构，同时挖掘数学史的文化价值，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与学科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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