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6), 226-232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6432  

文章引用: 万晶. 高中数学人教 A 版、人教 B 版和北师大版教材的比较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6): 226-232.  
DOI: 10.12677/ces.2025.136432 

 
 

高中数学人教A版、人教B版和北师大版教材的

比较研究 
——以“不等式”为例 

万  晶 

黄冈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湖北 黄冈 
 
收稿日期：2025年3月21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6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7日 

 
 

 
摘  要 

以人教A版、人教B版和北师大版教材中的“不等式”为例，通过对比教材内容分布、内容呈现方式和例

题习题三个方面，得出结论：三版教材各具特色，人教A版系统连贯，人教B版注重类比，北师大版强调

分散整合与文化融合；内容呈现方式方面，虽都按“正文–习题–小结”编写，但栏目设计不同，如人

教B版有“情景与问题”，北师大版有“阅读材料”等。例习题设置中，人教B版题量最多；难度上，人

教A版均衡，人教B版侧重数学理论和公共常识，北师大版与生活和公共常识联系紧密。基于此，建议教

师依据教材特色教学，进行分层教学与个性化指导，并加强数学概念教学，以提高不等式教学质量，助

力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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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Inequalities” in the textbooks of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A, People’s Education Edi-
tion B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as examples, by comparing three aspects: the distribu-
tion of textbook content, the way of content presentation, and the examples and exercises, the fol-
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three versions of textbooks each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A is systematic and coherent,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B fo-
cuses on analogy, and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emphasizes the dispersion,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the way of content presentation, although all are compiled ac-
cording to the pattern of “main text-exercises-summary”, the column designs are different. For ex-
ample,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B has the column of “Scenarios and Problems”, and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has the “Reading Materials” and so on. In the setting of examples and 
exercises,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B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questions. In terms of diffi-
culty,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A is balanced.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B focuses on 
mathematical theories and common public knowledge, and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daily life and common public knowledge. Based on thi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s teach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books, carry out stratified teaching and 
personalized guidance, and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inequalities and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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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中数学教材的编写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形成了“一标多本”的教材体系。这一现象体现了我国课

程改革在统一标准下鼓励特色发展的理念，为教材编写提供了更大的创新空间。 
对比分析人教 A 版、人教 B 版和北师大版教材中关于不等式的内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

不等式作为数学学科的重要概念，不仅与现实生活中的数量关系密切相关，而且在高中阶段的数学知识

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不等式模块的教学内容经

历了多次调整。尽管学界对不等式的教学策略、证明方法及应用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教材本身的研究

相对匮乏。其次，鉴于人教版与北师大版教材在全国的普及应用，本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法和定量分析法，

从教材内容分布、内容呈现方式和例题习题这三个方面展开对比，揭示不同版本教材的独特编写特点。

同时，依据课程标准，旨在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教学策略建议。 

2. 研究内容与结果分析 

2.1. 内容分布 

在课程内容编排方面，三个版本教材均将不等式模块安排在必修课程的第一册中，但在具体设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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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师大版将其作为预备知识，安排在开篇章节的第三、四节；人教 A 版则以独立

章节的形式呈现，将整个第二章专门用于不等式内容的讲解；相较而言，人教 B 版对该部分内容的处理

较为简略，仅在第二章第二节中有所涉及。为系统呈现各版本教材在知识结构上的异同，研究者通过内

容分析法对具体知识点进行了详细梳理，其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setting of the chapter on the basic inequality in the three versions of textbooks 
表 1. 三版教材对基本不等式章节的设置 

版本 人教Ａ版 人教Ｂ版 北师大版 

章节目录 

第二章一元二次函数、方程和不等式 第二章等式与不等式 第一章预备知识 

2.1 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 2.2 不等式 §3 不等式 

2.2 基本不等式 2.2.1 不等式及其性质 3.1 不等式的性质 

2.3 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不等式 2.2.2 不等式的解集 3.2 基本不等式 

小结 2.2.3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习题 1~3 

复习参考题 2 2.2.4 均值不等式及其应用 阅读材抖弦图 

  §4 一元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不等式 

  4.1 一元二次函数 

  4.2 一元二次不等式及其解法 

  4.3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应用 

  习题 1~4 
 

根据表 1 所示，人教版 A 版教材首先介绍等式性质与不等式性质，随后逐步递进至基本不等式，并

进一步延伸至二次函数、一元二次方程及不等式，从而构建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知识体系。先通过类比等

式构建不等式的基础理论，再将其应用到具体的二次函数相关不等式问题中，有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理

解和掌握不等式知识，且各小节之间逻辑连贯，前一部分知识为后一部分的学习做铺垫，使学生能够系

统地构建不等式知识框架，在建立理论基础后，通过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不等式将不等式知识与

实际应用场景紧密联系起来。人教 B 版先在 2.1 节阐述等式内容，为 2.2 节不等式的学习提供类比对象。

这种编排方式有助于降低学习难度，同时也能让学生深刻理解等式与不等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北师大

版开篇深入探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通过细致的章节划分构建了最为详尽的知识体系。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教材注重数学史的融入，不仅设置了以赵爽弦图为专题的阅读材料，还配备了相应的数学文化学习

指导模块。随后，在第四章的教学设计中，教材以二次函数为核心概念，系统性地展开了一元二次不等

式的求解方法及其实际应用的教学内容。 

2.2. 内容呈现方式例习题设置 

数学教材内容的呈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难易程度以及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程度，对教材

内容呈现方式的对比分析，主要聚焦于栏目设置与数学概念导入策略这两个维度。 

2.2.1. 栏目设置 
教材中的栏目是表征知识的一种方式，也是体现教材建构特色的一种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教学

价值[1]。为了明确各版本教材的编写特点及其异同，对三版教材的栏目配置进行了统计与对比分析，相

关结果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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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lumn settings of the three versions of textbooks 
表 2. 三版教材栏目设置 

版本 正文 习题 章末小结 其他特色 

人教 A 版 
2 个思考 练习、习题、复习题三类(习题和复习题按难度为

复习巩固、综合运用和拓广探索) 本章知识框架回顾思考 无 
3 个探究 

人教 B 版 

3 个情景与问题 

练习(分 AB 两组)，习题(分 ABC 三组) 

知识结构图设计交流 

无 
2 个想一想 课题作业 

10 个尝试与发现 复习题 

3 个探索与研究  

北师大版 

1 个实例分析 
练习、习题、复习题三类(习题与复习题按难度分

为 A 组题和 B 组题) 

知识结构 阅读材料 

2 个抽象概括 学习要点 学习指引 

6 个思考交流 关键问题探讨  
 

在不等式内容的设置上，三版教材各有特色。正文环节，均重视引导学生思考探索。人教 A 版“思

考”“探究”针对性强；人教 B 版通过多种栏目注重情境与自主探索；北师大版借助实例与交流互动提

升学生能力。习题方面，三版教材都分层设置。人教 A 版分层细致，满足不同学生需求；人教 B 版练习

和习题分组，循序渐进提升能力；北师大版习题分 A、B 组，平衡知识巩固与能力提升。章末小结部分，

三版教材都助力学生梳理总结知识。人教 A 版构建知识体系并引导反思；人教 B 版促进知识构建、交流

合作与实践创新；北师大版梳理知识、明确重点、培养思维。此外，人教 B 版注重情境与问题引导，北

师大版在节末增设“阅读材料”和“学习指引”，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2.2.2. 数学概念导入策略 
作为数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数学概念的掌握对于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和培养数学素养具有奠基性

作用。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将三个版本教材中数学概念的呈现方式进行了系统归纳，具体结果详见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ways of introducing mathematical concepts in the three versions of textbooks 
表 3. 三版教材数学概念引入方式 

数学概念的引入方式 人教 A 版 人教 B 版 北师大版 

生活情境引入概念 40% 20% 30% 

旧知识关联引入概念 20% 30% 30% 

问题引导引入概念 30% 30% 30% 

直接呈现引入概念 10% 20% 10% 
 

由表 3 可知，三版教材综合运用多种引入方式，包括生活情境、旧知识关联、问题引导与直接呈现

型，从多方面助力学生理解不等式概念，契合多元教学与学习需求，适应不同学生。但各个版本引入方

式占比差异不同：人教 A 版的生活与问题引导型突出，约占 70%，如相关章节从生活场景设问题引导学

生构建知识体系，侧重应用与探究，旧知识关联型约 20%用于铺垫，直接呈现型约 10%较少。人教 B 版：

旧知识关联与问题引导型较均衡，各约 30%，借旧知识类比推导且设问题启发思考，生活情境型约 20%
开篇引入，直接呈现型约 20%用于总结讲解。北师大版：生活、旧知识关联与问题引导型占比相对平均，

各约 30%，多方面均衡运用助学生多角度理解，直接呈现型最少，约 10%仅个别点明重点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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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例习题设置 

例习题是数学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思维能力训练、思想方法渗透、诊断反馈补救与育人等功能

[2]。因此研究教材的例习题设置也至关重要。 

2.3.1. 例习题数量统计 
例习题的题量以小题数量为准：每一例习题出现一次计题量为 1；若一大题包含 3 个小题且小题间

无绝对关联性，则计题量为 3，否则为 1；若一大题不包含任何小题，则计题量为 1；若一小题存在多问，

也计题量为 1。依据前述规定，对涉及不等式的例题与习题数量展开了统计，具体数据见表 4。 
 
Table 4. The quantities of example and exercises about inequalities in the three versions of textbooks 
表 4. 三版教材中不等式例习题数量 

版本 人教 A 版 人教 B 版 北师大版 

例题数 11 14 10 

习题数 
 

练习题 33 60 39 

习题 35 30 41 

复习题 17 31 13 

总计 96 135 103 
 

根据表 4 的数据，可以看出，人教版 A 版教材的题目总数为 96 个，北师大版教材的题目总数为 103
个，而人教版 B 版教材的题目数量最多，高达 135 个，整体上为人教 A 版教材题量的 1.4 倍左右，反映

出其在知识巩固、拓展等各方面提供了更为大量的练习素材供学生使用。在常规习题数量上，北师大版

教材略多于人教版 A 版，两者差异并不显著，而人教版 B 版则相对较少。然而，在复习题设置方面，人

教版 B 版表现出明显优势，其题目数量分别达到其他版本教材的 1.8 倍和 2.4 倍。总体而言，人教 B 版

教材在题目数量的设置上更为丰富，无论是例题还是各类习题，都相对较多；而人教 A 版教材和北师大

版教材各有自己不同的题量分布特点，在不同板块题目数量上各有优势。 

2.3.2. 习题背景类型和知识点含量 
对比三个版本教材的习题，能发现它们在背景类型和知识点含量上各有特点，如表 5 所示，反映出

不同的编写思路和对学生能力培养的侧重方向。下面从习题背景类型和知识点含量两个方面对人教 A 版、

人教 B 版和北师大版进行对比分析。 
 
Table 5. Context types and knowledge content of inequality problems in three textbook editions 
表 5. 三版教材中不等式习题背景类型和知识点含量 

版本 纯数学背景 非纯数学背景 合计 1 个知识点 2~3 个知识点 4 个及以上知识点 

人教 A 版 67 18 85 40 38 7 

人教 B 版 104 17 121 58 59 4 

北师大版 67 26 93 40 39 14 

 

由此可知，人教 A 版的习题背景以纯数学为主，兼顾一定的实际背景，知识点含量分布较为均衡，

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同时兼顾一定的综合性和实际应用。人教 B 版的习题背景以纯数学为主，实际背

景较少，知识点含量以 1 个知识点和 2~3 个知识点为主，4 个及以上知识点的习题极少，注重基础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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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难度题，强调知识点的综合运用，但高难度题较少。北师大版的习题背景中非纯数学背景占比最高，

注重与实际生活、其他学科的结合，知识点含量中 4 个及以上知识点的习题占比最高，1 个知识点和 2~3
个知识点的习题占比相对较低，注重综合性、高难度题的设计，同时结合实际背景，强调数学的应用性。 

3. 研究总结与建议 

3.1. 总结 

在对三版教材的不等式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后，归纳出内容分布、内容呈现方式、例习题设置三方面

各自展现出的特征。 
第一，内容分布。三个版本教材在不等式内容分布上各有特色，人教 A 版注重系统性和理论与应用

结合，人教 B 版强调类比学习和细致讲解，北师大版则侧重于分散整合与文化融合，都旨在帮助学生更

好地学习不等式知识，但从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和编排思路出发，以适应不同的教学需求和学生学习特点。 
第二，内容呈现方式。其次，关于内容的展现形式，三版教材均遵循“正文–习题–总结”这一基本

框架进行编排，然而，在具体栏目构思上，它们又各展所长。人教 A 版最为简洁，注重引导学生探究思

考和知识拓展应用，习题层次分明；人教 B 版强调情景创设和学生自主探索，章末课题作业独具特色；

北师大版则突出实例分析与抽象概括的结合以及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指导和关注，节末阅读材料和学习指

导丰富多样。这些差异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参考，有助于提高高中数学“不等

式”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第三，例习题。整体题量上，人教 B 版最多，是人教 A 版的 1.4 倍左右，反映其提供了丰富练习素

材，北师大版次之；在练习题的设置上：人教版 B 版显著多于人教版 A 版及北京师范大学版，尤其在不

等式及其性质、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这两章节的分布更为密集，体现出对基本概念性质及解法训练的重

视。背景类型和知识点含量方面：人教 A 版在习题背景和知识点含量上相对较为均衡，既注重数学知识

的传授，又兼顾一定的实际应用，在基础与综合能力培养方面也较为平衡。人教 B 版更侧重于数学知识

的深度挖掘和基础巩固，纯数学背景习题多，复杂知识点习题少，对学生数学专业素养的培养有一定优

势，但在知识应用和综合能力提升上有所欠缺。北师大版强调数学知识与实际的联系，且重视培养学生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拓宽学生数学应用视野和提升思维难度方面表现突出，不过在纯数学知识的强

化训练上不如人教 B 版。 

3.2. 建议 

根据分析对比及研究成果，针对高中数学教师，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3.2.1. 基于教材认知特点的精准教学 
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教材的深度解构直接影响教学效能。基于认知弹性理论，针对三版教材的不同

认知组织特点，采用差异化教学策略。人教 A 版注重系统性和理论与应用结合，教师在使用该版教材时

可引导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让学生理解知识间的逻辑联系。在教学时每章起始使用“概念关系图”，

明确展示等式→不等式→二次不等式的逻辑演进。也要注意问题链设计：基础问题：比较 3x + 2 > 5 与 3x 
+ 2 = 5 的解集差异；发展问题：分析|x − 2| > 3 与 x2 − 5x + 6 > 0 的解法关联；综合问题：设计利润最大

化问题的多解法对比。 
人教版 B 版教材着重于类比学习方法和详尽阐释，教师可以有效地利用其特有的“情境与探究”“尝

试与发现”等栏目，构建学习情境，引领学生借助等式知识的类比来掌握不等式内容。采用激活等式知

识→呈现类比问题→小组探究差异→建立不等式认知结构→应用解决新情境问题的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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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版侧重于分散整合与文化融合，教师在教学中可利用其阅读材料和数学文化学习指导，如赵

爽弦图相关内容，课前利用“阅读材料”布置赵爽弦图历史背景调研；课中用弦图几何法证明不等式(具
身认知)；课后设计“传统文化中的不等式”专题报告。以此增强数学文化的渗透。还可以增加跨学科案

例，如物理学科的弹簧振子位移不等式建模。 

3.2.2. 分层教学与个性化指导 
根据教材中例习题的难度层次和题量分布，教师可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高中数学课程标准要求：

高中数学课程要以学生发展为本，在教育育人的基础上充分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意识、应用意识，

聚焦学生的数学素养[3]。三版教材都对习题进行了难度划分，教师可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适

当拓展例习题。数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熟练的工种[4]。例如，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通过 SOLO 分类

前测精准诊断学生认知水平，将学生划分为基础层(能完成 PEG 单一知识点题)、提高层(能解决 TIMSS 综

合题)和拓展层(能处理 PISA 复杂情境题)三个层级，并对应设计差异化任务——人教 A 版可采取“性质

判断→知识串联→不等式证明”的梯度训练，人教 B 版适合“类比填空→变式题组→数学史研究”的渐

进路径，而北师大版则推荐“文化选择题→跨学科建模→社会方案设计”的应用导向培养，从而实现因

材施教的最优效果。 

3.2.3. 概念深度教学策略 
借鉴三版教材中多种数学概念引入方式，教师在教学中应灵活运用，有必要增加背景因素的影响，

让学生认识到数学是贯穿生活的，无处不在的[5]。如在讲解不等式概念时，可像人教 A 版一样，通过生

活情境引入，如比较购物时不同商品的价格、不同交通工具的速度等，让学生体验生活中的不等关系，

以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讲解数学概念的过程中，要引领学生领悟概念的本质，例如，在讲解不等式

的性质时，不仅仅让学生记忆性质的条文，而是通过具体的数值代入、代数式变形等方式，让学生深入

理解每条性质的含义和应用条件。在不等式概念教学中，构建多元表征体系：通过天平称重的实物操作

建立直观感知，利用“a > b ⇒ a2 > b2”等认知冲突引发深度思考，借助代数式、数轴、表格和几何图形

的多维变式促进概念理解。针对常见错误如“两边平方不保号”，应采取三重预防策略：① 设计(−3)2 < 
(−2)2等反例打破错误前概念；② 运用动态几何课件可视化平方过程中的符号变化；③ 编制分类错题集

系统分析错误类型，从而形成“直观感知–认知冲突–多元表征–错误预防”的完整概念教学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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