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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十二个国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国际比较





第 1 章 工作报告

第 1 章
工作报告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进一步

完善高中数学课程体系，深化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改革，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教授、孔

凡哲教授以东师数学教育团队成员为主，广泛吸收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

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合作者，组建研究团队，接受教育部委托项目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国际比较研究” ( 教育部司局函件 2010 10 28) ，并采取

竞标的方式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教育学重点项目 “主

要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 ( 项目批准号 ADA100009) 。

经过慎重研究和反复论证，决定以东北师范大学有关研究人员为主体，联合北京

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渤海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海南琼州学

院等单位的有关同仁，成立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国际比较研究工作组。工作组于 2010

年 11 月正式开展研究，针对“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比较”先后召开专题研讨会 10 余次，

公开发表 CSSCI级别的相关学术论文 8 篇，子项目研究报告 10 余份，出色地完成了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教育学重点项目 “主要国家高中数学课程

教材比较研究”中的“课程标准比较研究”的任务，以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的相

关研究任务。

本报告的主题就是 12 个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过程。

1. 1 研究背景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出台相关的教育政策，推动本国的课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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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数学课程改革随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受此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和一些地区高中

数学教育改革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新变化。诸如，各国都开始注重学生的经验与实

践，重视数学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提倡学生 “做数学”，有些国家 ( 如日本) 甚

至明确提出: “目前数学教育改革的最新动向是，数学教育个性化、活动化、实践性，

提倡综合性学习和选择性学习。”同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现代科技无疑极大地

影响了数学教育的现代化和未来发展，数学教育将进入信息化时代; 而数学与其他学

科的综合，各学科相互渗透、融合也极大地改变着数学课程。

相比之下，我国自 2004 年 9 月正式启动高中数学课程改革，并在全国逐步推行，

截止到 2012 年 9 月，我国大陆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所有省份，全部进入高中新课程

实验 ( 广西是最后一个) 。客观地说，我国高中数学课程自 2004 年以来进行了较深刻

的变革，无论是数学课程体系，还是数学课程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为了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体系，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为进一步修改、

完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 提供重要参考，很有必要进行普通高中数学

课程标准的国际比较研究。

1. 2 研究意义
在深化高中数学课程改革的同时，开展世界主要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对比分

析，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实践的双重价值:

首先，开展主要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现行的高中数学

课程标准的修改、完善，提供直接的借鉴和参考。

其次，开展主要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高中数学课程的

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最后，开展主要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比较研究，可以了解世界主要国家高中数

学课程实施的最新成果，并将其及时融入到我国高中数学课程改革之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地区都在进行新一轮的数学课程改革，出现了

一些新成果和经验教训。我国可以借鉴国外高中数学课程改革中的一些经验教训，避

免一些无谓的失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我国高中数学课程的健康发展。

1. 3 研究的主要内容
项目主要围绕主要国家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内容展开，即各主要国家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规定的具体知识内容，以及选修内容与必修内容的划分; 各个国家的课程标准

所具有的显著特点，以及对我国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建设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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