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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而人力资源已成为其中的

决定性因素，教育受到重视应该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应对时代发展的需求，世界各

国从不同层面上加大了投入，开展教育改革。教育部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

工作会议中指出：“综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不把课程改革放在突出位置，把课程作为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来加以改革和建设。”

数学学科一直是各国基础教育课程中的核心学科，当然也是各国历次课程改

革的重心。进入２１世纪，诸多国家纷纷出台全国性的数学课程标准或国家层面的

课程改革政策文件。我国教育部于２００１年７月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实验稿）》，２００３年３月颁布了《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颁布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目前全国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也正在修订之中。

美国也相继出台了有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系列法案政策。早在１９８９年，

美国科学促进会（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犃犱狏犪狀犮犲犿犲狀狋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简称

犃犃犃犛）就出台了面向２１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计划———《普及科学———美国２０６１
计划》。以乔治·布什为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于１９９１年签发了指导美国基础教育改

革的纲领性文件《美国２０００年：教育战略》。以克林顿为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于

１９９４年签署了《２０００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以及１９９７年的国情咨文。２００１年，小

布什政府制定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犖狅犆犺犻犾犱犔犲犳狋犅犲犺犻狀犱，简称犖犆犔犅）的教育

改革计划。这些政策文件都反映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美国的重要程度。２０００
年，由“全美数学教师协会（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狌狀犮犻犾狅犳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狅犳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简称

犖犆犜犕）”颁布了已准备十年之久的《数学课程标准》，并向全国推荐实施。２００９年

７月，奥巴马政府制定了“力争上游（犚犪犮犲狋狅狋犺犲狋狅狆）”项目，以促进各州的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各州联合制定并使用统一的犓 １２标准和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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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学业评价标准，并于２０１０年６月，由全美州长协会（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犌狅狏犲狉狀狅狉狊

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简称犖犌犃）与美国各州首席学校官员理事会（犜犺犲犆狅狌狀犮犻犾狅犳犆犺犻犲犳

犛狋犪狋犲犛犮犺狅狅犾犗犳犳犻犮犲狉狊，简称犆犆犛犛犗）联合推出了《共同核心州数学标准》（犆狅犿犿狅狀

犆狅狉犲犛狋犪狋犲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犳狅狉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在英国，１９９７年布莱尔政府强调“教育、教

育还是教育”是政府工作重心之一，对课程进行了改革。１９９９年，英国课程与资格

局修订并公布了《英国国家课程标准》，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英国又相继颁布了最新《小

学、初中英国国家课程标准》及《高中英国国家课程标准》。澳大利亚也于２０１０年

颁布了澳洲《全国统一数学课程标准》，并已于２０１１年开始推广，这也是澳大利亚

第一个全国性的课程标准，并且逐步开始编制与课程标准相配套的教材。

２１世纪初启动的数学课程改革，至今已有十多年，新一轮的数学课程改革也

已经拉开帷幕。当今社会，对公民数学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化，数学

课程的改革面临着从数学内容的选择到呈现方式、教学方式、评价标准等多方面的

改革。视角的不同，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改革必须谨慎，必须从多种不同

的视角展开深入的研究。纵观国际课程改革历史与经验教训，一个现实问题是，改

革作为对现实的改进和对理想的追求，其本身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进步，世界诸国在

对每一次教育与课程发展中的“问题”或“不适”进行改革时，总是成功与失败并存，

当人们满怀激情地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有时甚至一些理想

中改革的“亮点”，最终却成为最大的败笔。

因此，在研制课程改革方案以前，应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既要广泛听取数学家

的意见，又要大量吸收数学教育专家的研究成果以及一线教师、教研员宝贵的实践

经验。既要研究我国自身数学课程改革的历史和特点，又要深入研究国际数学课

程的发展，了解世界各国数学课程的变化、最新进展，以国际的视野，通过对比来审

视本国的数学课程，传承本国数学课程中所特有的优良传统，紧随２１世纪信息科

技型社会的发展步伐，与时俱进地发展、更新知识，提出新要求。

自２００６年起，我们从学习者的视角来进行中学数学课堂教学微观分析，系统

地开始数学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２０１１年，在相关国际合作研究的基础上，选择

了亚洲的日本、韩国与新加坡，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芬兰与荷兰，美洲

的美国与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非洲的南非等１３个国家的数学课程标准进

行研究。相继出版了《十三国数学课程标准评介（小学、初中卷）》和《十三国数学课

程标准评介（高中卷）》，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２年教育学重点

课题“中小学理科教材国际比较研究（初中数学）”，开展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英

２



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数学教材的国际比较研究。为此，

国际研究的视角从开始的数学课堂教学比较，逐步延伸到数学课程标准、数学教

材、数学学业评价等方面。

通过以上诸项目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数学教育研究者的联系，与美国

范德堡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英国国王学院建立实质性的合

作研究，成功联合申报一系列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研究团队分别在《教育研究》《中

国教育学刊》《比较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外国中小学教育》《教育科学研

究》《数学教育学报》《数学通报》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论文。多位博士

研究生基于比较的视角，从数学课程标准、数学教材、数学教学等方面开展了国际

比较的研究，完成学位论文。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够整体发布、出版相关

研究成果。去年的下半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刘祖希编辑来北京师范大学和我探讨

交流数学教育研究发展问题，他主动提到上海教育出版社愿为数学教育界青年学

者的成长提供支持，可以以我们团队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关注到国内其他青年学

者，联合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开展优秀博士论文评选资助出版，计划在“十三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期间陆续出版１０册左右的中小学数学课程标准、教材、课堂教学的

国际比较研究著作，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王耀东副总编的大力支

持，列入资助出版计划。

本选题作为国内第一套较为系统的数学课程领域国际比较研究丛书，其意义

在于能为国内数学课程改革、国际数学课程比较研究、数学课程理论学科发展这三

个方面起到推进作用。

１．推动我国数学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课程标准成为指导教材编写、教师教学、学生考试评价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课程标准的出现及修订直接牵动着课程改革的方方面面，进而又影响着整个基

础教育改革。因此，课程标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课程标准的研究还需要进

一步的探索。关于数学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旨在为基础教育数学职前教师、一

线教师、在职培训教师、学校和地方的数学课程和教学负责人、教研员、教师教育

的培训者、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决策者和制定者，以及广大关注国际数学教育、关

注数学课程改革的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数学教育研究人员提供广阔的国际视

野，了解更多国家的数学课程内容；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数学课程

标准和教材编写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服务于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实践，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我国的数学课程改革铺路

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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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立足本土、借鉴国际

在课程改革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过程中，离不开借鉴别国的经验。其他国

家数学课程变迁中积累的经验、制胜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都是在课程改革的过程

中沉淀的宝贵财富，无疑对我国的数学课程改革大有裨益，值得我们扬长避短、学

习借鉴。本研究旨在用国际的视野看各国的数学课程，以全球的意识思考我国的

数学课程，立足本土、借鉴国际，继承与发展我国数学课程。

３．探寻国际中小学数学课程标准的异同

研究数学课程国际比较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国际比较，揭示当前世界中小学数

学课程中存在的一些共性与差异，借鉴别国的课程改革经验，取他人之长，促进我

国的课程改革与发展；认识各国数学课程之间的普遍联系与差异，揭示隐藏在课程

内部的本质性规律；促进国际数学课程的比较研究，加深各国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推动我国数学教育研究的发展。

该套丛书的出版希望能够为有志于研习数学教育理论，全面提高数学教学、科

研水平，拓展国际视野的中小学教师、教研员、本科生、研究生提供有力的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全国数学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２０１６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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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信息和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里，人们身边充满着大量的数据，往往需要

从中获取有效的信息，作出恰当的选择与判断。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统计的作

用日益凸显，统计的基础知识已经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正如

英国学者威尔斯（犠犲犾犾狊）所说：“统计的思维方法，就像读和写的能力一样，将成为

效率公民的必备能力。”统计内容在数学课程中也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很多国家

都将统计内容列为初中数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选取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每个国家各两套教育行政部门审定

通过或广泛使用的初中数学教材（中国的犅犖犝犘和犘犈犘教材、美国的犆狅狀狀犲犮狋犲犱
和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教材、澳大利亚的犎犲犻狀犲犿犪狀狀和犐犆犈 犈犕教材），以教材中的统计

部分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了六个版本教材统计部分的异同，并得到相应的结果及

启示。本书内容共分为八章，分别从研究背景、研究设计、统计内容、统计习题、统
计活动、统计思维、整体难度，以及创新与展望等方面，系统地展开对三个国家教材

统计部分的比较，为我国初中数学统计部分课程内容的改革以及教材统计内容的

编写提供思考与借鉴。

第一章主要对研究的背景进行了阐述，对国内外相关教材及统计内容的研究

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明确了研究的问题及价值。

第二章主要构建了统计部分比较研究的框架，明确了研究对象，对关键概念进

行解释与界定，明确了研究的方法，并设计了统计部分比较研究的研究工具。

第三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主体内容，主要从统计内容、统计习题、统计活动、统
计思维和整体难度五个方面，对六个版本教材统计部分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三章

主要从统计内容的设置、内容分布、体例栏目、内容广度与内容深度等五个方面进

行比较研究；第四章主要从习题设置、习题类型、习题开放性、习题难度等四个方面

进行比较研究；第五章主要从活动设置、活动背景、活动环节、活动要求水平等四个

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第六章主要从数据分析方法和数据的随机性两个维度，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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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对教材统计思维的渗透等进行比较研究；第七章比较研究了统计内容的整

体难度，并得到了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启示。

第八章分析了研究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并对后续可能开展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本书的特色与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用定量刻画与定性描述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了统计内容、统计习题、统计活动、整体难度等几个方面的

比较指标体系，为研究数学教材统计内容提供了具体的方法，为我国初中数学教材

统计内容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二是建立了比较全面的数学统计内容的

整体比较框架，尤其通过统计活动的环节与要素探索教材“统计活动”比较的基本

框架，围绕“统计思维”这一核心深度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处理方式，以使教材能够

更好地体现统计内容的本质特征，为教材的建设提供了宝贵意见；三是本书的呈现

形式丰富多样，引用了大量原版教材的图片及内容，通过直观鲜活的具体案例作为支

撑进行相关内容的阐述，另外，比较分析所获得的一系列研究结论的呈现也特别注重

选择适当的方式，强调呈现方式的直观性、多样性和适宜性，使得本书的可读性很强。

作为一名在中小学教材出版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教材编辑，工作中经常

要与数学教育研究人员、一线教研人员及一线教师进行交流。我深切地体会到基

础教育教材的研发和出版是一项专业性和挑战性很强的职业，其中重要的一个方

面是要通过教材渗透相关的教育理念，并结合实际给教材使用者提供专业的支持。

我在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期间的专业方向主要是数理统计，因此工作以来一直都在

思考如何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以统计内容作为研究和进一步深造的切入点。然

而，进行统计内容的课程教材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内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匮

乏，这就需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帮助我们完善统计课程内容、提高

教材编写质量。本书是我攻读数学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主要工

作，也是本人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是近年来对初中统计课程内容及教材

编写进行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非常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曹一鸣教授，他为我打开了迈向

系统研究数学教育的大门，为我的学习深造提供了研究的平台和宝贵的机会，并给

予了我专业的指导。正是在恩师耐心细致的教导下，才让我得以顺利完成博士学

位论文的答辩和本书的写作。其次，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特别是王耀东副总编、

刘祖希编辑、蒋徐巍编辑，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创造了条件，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建波

２０１６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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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是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面临着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常常需要

对大量纷繁复杂的信息作出合理的判断与恰当的选择。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

展，人们几乎时时刻刻都会受到来自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大量

信息和数据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适应社会，人们必须学会获取、处理、把

握各种信息的方法，具备一定的收集数据、整理数据、描述数据、分析数据，并根据

数据作出决策的能力。而统计正是研究如何收集、整理、描述、分析数据的学科，它

能够为人们制定决策提供依据与合理化建议。因此，统计的基础知识已经成为信

息时代每一个公民都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统计内容在数学课程中也得到越来越

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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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发展的需要

统计的起源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需求有关，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关系

的变革，为适应管理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著名统计学家犆．犚．劳（犆．犚．犚犪狅）

曾说过：“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

学；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判断都是统计学。”〔１〕生活先于数学课程将统计推到了

学生面前，统计的思想已经渗入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计是以

１

〔１〕犆．犚．犚犪狅．统计与真理———怎样运用偶然性［犕］．石坚，李竹渝译．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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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对象的活动，统计学则是以数据为对象的科学。实践证明，基于归纳思维的

统计学科在指导人们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去认识事物、研究规律和探求知识等方面，

已显示出其强大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并且在众多的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目

前，统计学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并渗透到许多科学领域。统

计学与教育、经济、生物学等学科领域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形成了教育统计学、经济

统计学、生物统计学等。统计的知识、方法和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２１世纪是知识与信息的时代，人们每天面临着大量的信息，各种随机现象与

海量数据也无处不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与数据

或信息进行交互，大数据的应用需要处理的数据量越来越大，同时对数据处理的实

时性、有效性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都需要突破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根

据大数据的要求进行技术革新，形成适用于大数据收集、存储、管理、处理、分析、共

享和可视化等技术〔１〕，而这些关键技术背后的重要支撑之一即是统计。世界各国

正在大数据这一新的领域展开新一轮的竞争，美国政府宣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

议”〔２〕，提出通过增强收集海量数据、分析萃取信息的能力，加快美国在科学与工

程领域发明的步伐，转变现有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并希望与犐犜行业和相关机构携

手迎接大数据的机遇和挑战〔３〕。我国应当与时俱进、及时转型，把握好机遇以适

应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因此，高度重视统计内容，在中小学进行统计教学已经成了

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数学课程改革的驱动

与传统的数学内容相比，统计有其独有的内容及特点。传统的中小学数学教

学内容，主要是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抽象，研究的基础是定

义和假设，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归纳、递归、类比和演绎推理。统计学则不同，它是通

过数据进行分析和推断的，统计研究的基础是数据。而这些数据是具有不确定性

的，我们需要抽取一定数量的数据，才有可能从中获取需要的信息。因此，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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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犅犻犵犱犪狋犪：犜犺犲狀犲狓狋犳狉狅狀狋犻犲狉犳狅狉犻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犮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犚］．
犝犛犃：犜犺犲犕犮犓犻狀狊犲狔犌犾狅犫犪犾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２０１１．
犉犪犮狋犛犺犲犲狋：犅犻犵犇犪狋犪犃犮狉狅狊狊狋犺犲犉犲犱犲狉犪犾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犚］．犝犛犃：犈狓犲犮狌狋犻狏犲
犗犳犳犻犮犲狅犳狋犺犲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２０１２．
严霄凤，张德馨．大数据研究［犑］．计算机技术与发展，２０１３，２３（４）：１６８
１７２．



的研究依赖于对数的感悟，甚至是对一堆看似杂乱无章的数的感悟。通过对数据

的归纳整理、分析判断，试图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１〕。

统计知识成为数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内容在数学课程中也得到越来

越高的重视。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把“统计与概率的初步知识”作

为数学素养的一部分而引入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在基础教育阶段非常注重学生统

计与概率基础知识的获得和数据分析观念的发展。其中，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家的课程改革建议，应该在学校教育的早期就让学生开始学习统计与概率。

但统计知识进入中小学课程的历史只有几十年，很多国家的中小学统计教育都刚

刚起步〔２〕。

统计进入我国中学数学课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争论与反复。１９７８年，中学数学

教学大纲规定在初中三年级学习统计初步。２００１年，教育部正式颁布的《全日制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３〕加大了对“统计与概率”内容的重视，将“统计与概

率”和“数与代数”“空间与图形”“实践与综合应用”一样作为一个内容领域，列入我国

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段的数学课程。《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将“数据分

析观念”作为数学课程的重要目标之一，将数据分析观念解释为：“了解在现实生活中

有许多问题应当先做调查研究，收集数据，通过分析作出判断，体会数据中蕴含着信

息；了解对于同样的数据可以有多种分析的方法，需要根据问题的背景选择合适的方

法；通过数据分析体验随机性，一方面对于同样的事情每次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不同，

另一方面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可能从中发现规律。”明确数据分析是统计的核心〔４〕。

很多国家都将统计内容列为初中数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５〕。

三、数学教材建设和统计教学的需要

由于统计进入中小学课程的时间还很短，与之相关的学习心理、教学和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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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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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宁中等．统计的意义、思想、方法［犑］．小学青年教师，２００５，（４）：１２ １３．
巴桑卓玛．中小学生对统计的认知水平研究［犇］．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２００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犛］．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犛］．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６．
曹一鸣．十三国数学课程标准评介（小学、初中卷）［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



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欠缺，统计内容的教材建设和教师培训、教学资源的开发等领域

也都还留有许多空间。

从目前国内中小学统计课程实施的情况来看，统计课程开展的必要性已经达

到了普遍的共识。但由于统计进入我国中小学数学课程相对较晚，与传统的数学

内容相比，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统计教育的研究。教材编写者对中小学统计内容

的设置与处理、统计习题与统计活动的设计，以及统计思想的渗透等重要问题缺乏

系统深入的研究，已有的教学资源和相关的经验基础还比较薄弱，教师对统计内容

及其蕴含的重要思想的把握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关于统计内容的教材编写与教学

实践还存在很多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如何清晰地呈现统计内容的主线，加强内容的梯度设置，合理设计统计内

容的广度与深度？

（２）如何配置统计习题的类别及层次，把握统计习题的难度？

（３）如何创新统计活动的呈现形式，把握统计活动的要求水平，加强统计活动

的可操作性？

（４）如何在教材中渗透统计的基本思想，加强学生对统计内容的理解？

学习借鉴世界各个国家教材编制的先进思想与经验，有助于改进我国数学教

材，提高我国数学教材统计内容的编写质量与水平，积累统计教学的相关案例和素

材，促进统计教学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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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材料，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理念

和教学方法。在过去２０年里，教材在数学教学活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

起研究者的关注〔１〕。统计存在于国民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数字化

生存”的提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了解并掌握一些统计学的知识是非常有益的。有

人列举过２０世纪影响人类生产最重大的２０项科技成就，其中之一就是统

计学〔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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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犪犾犾，犇．犔．牔犆狅犺犲狀，犇．犓．犚犲犳狅狉犿犫狔狋犺犲犫狅狅犽：犠犺犪狋犻狊—狅狉犿犻犵犺狋犫犲—
狋犺犲狉狅犾犲狅犳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犻狀狋犲犪犮犺犲狉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犪狀犱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犪犾狉犲犳狅狉犿？

［犑］．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１９９６，２５（９）：６ ８，１４．
陈希孺．统计学的意义（待续）［犑］．中学数学月刊，２００４，（２）：１ ２．



本节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着重对课程与教材比较研究、统计课程内容的发展

与研究等文献进行梳理与综述，呈现出相关专家和学者对上述研究问题的主要成

果与观点，为本书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国外研究综述

（一）课程与教材国际比较研究

教材在中小学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将学科知识分成了若干主题，并

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教材体现了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是教师和学生开展

教学活动的主要载体。

几次重大的数学教育国际比较研究（如犜犐犕犛犛，犘犐犛犃等）都表明，数学课程、

教材对学生的学习和成就有重大影响。美国著名的数学课程专家施密特（犠．

犎．犛犮犺犿犻犱狋）指出：“高水平的成就与课程学习机会有很大的联系。美国学生之所

以表现不佳，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统一的核心课程。美国８年级学生主要

学习的是算术，而其他国家８年级学生都已经在学习代数和几何。”由此，一些学

者呼吁：“教材事关重大。”〔１〕犜犐犕犛犛研究的国际协调者罗比塔耶（犇．犉．

犚狅犫犻狋犪犻犾犾犲）说过：“在每个国家，数学教材在数学的教和学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理解不同国家的教材是如何展现它们的内容和方法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研究领域。”〔２〕

在国际上，犜犐犕犛犛的课程比较研究是数学课程比较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

犜犐犕犛犛关于数学课程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豪森（犃．犌．犎狅狑狊狅狀）等人于

１９９５年编著出版的犜犐犕犛犛数学教材专著《八年级数学教材的比较研究》〔３〕。该

著作对欧洲六个国家、美国和日本的８年级学生使用的数学教材进行了比较，研

究了如何实现数学知识的应用等问题，提出了数学要与其他学科进行整合等观

点。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犜犐犕犛犛改进了课程研究的方法，利用犌犜犜犕（犌犲狀犲狉犪犾犜狅狆犻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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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王建磐．主要国家高中数学教材的比较研究［犑］．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１，３１
（７）：１０５ １０６．
犎狅狑狊狅狀．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狋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犃犮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狊狋狌犱狔狅犳犵狉犪犱犲８狋犲狓狋狊．
犞犪狀犮狅狌狏犲狉：犘犪犮犻犳犻犮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１９９５．
犎狅狑狊狅狀，犃．犌．（１９９５）．犜犐犕犛犛犕狅狀狅犵狉犪犵犺犖狅．３：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犜犲狓狋犫狅狅犽狊：
犃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犌狉犪犱犲８犜犲狓狋狊．犞犪狀犮狅狌狏犲狉，犅犆：犘犪犮犻犳犻犮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
犘狉犲狊狊．



犜狉犪犮犲犕犪狆，即课题跟踪导图）方法，对数学及科学课程中一些重要知识点的分布

进行了跟踪对比分析〔１〕，具体比较了同一知识点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年级的分布

情况。犜犐犕犛犛２００３对参评国家课程内容的广度进行了整体分析，同时对数学专题

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对比〔２〕，其研究的对象仅限于４年级和８年级。犜犐犕犛犛２００７
则针对３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４年级课程、４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８年级课程，从“内容领

域”和“认知领域”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３〕。犜犐犕犛犛的研究方法为后续从事教

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尼特荣（犛．犔犲犻犵犺犖犪狋犪狉狅）在２００３年运用犜犐犕犛犛
研究方法，对法国、德国、荷兰、波兰、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几何课程内容

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４〕。

越来越多的数学教育工作者致力于教材比较的研究工作。在这些研究中，一

类是针对各国教材的整体设计进行的比较。如艾孔日（犈犻犮犺狅犾狕）等人（１９８７）对一套

美国数学教材和一套中国小学数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进行了比

较〔５〕，得到的研究结论是两套教材在内容设置上存在差异。琳达·哈格蒂和比吉

特·佩平（犔犻狀犱犪犎犪犵犵犪狉狋狔牔犅犻狉犵犻狋犘犲狆犻狀，２００２）对比了英国、法国、德国三国数学

教材的共性与差异，分析了教材体现的数学目标，比较了教材中课题表述的各种方

式，研究了教师在课堂上使用教材的方法等〔６〕。帕克和梁（犘犪狉犽，犓．牔犔犲狌狀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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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犔犲狅狀犪狉犱犑．犅犻犪狀犮犺犻，犚犻犮犺犪狉犱犜．犎狅狌犪狀犵，犑犪犮狇狌犲犾犻狀犲犅犪犫犮狅犮犽．（１９９８）．犝狊犲狉
犌狌犻犱犲 犳狅狉 狋犺犲 犜犐犕犛犛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犆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犇犪狋犪犫犪狊犲．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
（犐犈犃）．犕犻犮犺犻犵犪狀犛狋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犈犪狊狋犔犪狀狊犻狀犵，犕犐，犝犛犃．
犐狀犪犞．犛．犕狌犾犾犻狊，犕犻犮犺犪犲犾犗．犕犪狉狋犻狀．（２００４）．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
犚犲狆狅狉狋：犉犻狀犱犻狀犵狊犳狉狅犿犐犈犃狊犚犲狆犲犪狋狅犳狋犺犲犜犺犻狉犱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
犪狀犱犛犮犻犲狀犮犲犛狋狌犱狔犪狋狋犺犲犈犻犵犺狋犺犌狉犪犱犲．
犆狅狀狕犪犾犲狊犘，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犜，犑狅犮犲犾狔狀犔，犲狋犪犾．犎犻犵犺犾犻犵犺狋狊犉狅狉犿狊犜犐犕犛犛２００７：
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犛犮犻犲狀犮犲犃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犝．犛．犉狅狌狉狋犺犪狀犱犈犻犵犺狋犺犌狉犪犱犲
犛狋狌犱犲狀狋狊犻狀犪狀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狀狋犲狓狋（犖犆犈犛２００９ ００１）［犚］．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
犇犆：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犝．犛．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２００８．
犛．犔犲犻犵犺 犖犪狋犪狉狅．犃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 犛狋狌犱狔 狅犳 犌犲狅犿犲狋狉狔 犆狌狉狉犻犮狌犾犪．犜犺犲
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犜犲犪犮犺犲狉．２００３（７）．
犈犻犮犺狅犾狕，犚．犈．，犗犇犪犳犳犲狉，犘．犌．，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８７）．犃犱犱犻狊狅狀犠犲狊犾犲狔
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犓 ６）．犕犲狀犾狅犘犪狉犽，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犃犱犱犻狊狅狀犠犲狊犾犲狔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
犆狅犿狆犪狀狔犆狅．
犔犻狀犱犪犎犪犵犵狉犪狋狔，犅犻狉犵犻狋犘犲狆犻狀．犃狀犐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犜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犪狀犱
犜犺犲犻狉犝狊犲犻狀 犈狀犵犾犻狊犺，犉狉犲狀犮犺犪狀犱 犌犲狉犿犪狀 犆犾犪狊狊狉狅狅犿： 犠犺狅 犌犲狋狊 犃狀
犗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狔狋狅犔犲犪狉狀犠犺犪狋？犅狉犻狋犻狊犺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０２（４）．



犉．犓．犛．，２００２）对中国、英国、日本、韩国、美国五个国家８年级的数学教材进行了

比较，探讨了东亚及西方数学教育的影响〔１〕。

另一类则是针对各国教材的具体内容或者专题进行的比较。卡特和费卢奇

（犆犪狉狋犲狉，犑．犔犻，犢．牔犉犲狉狉狌犮犮犻，犅．犑．，１９９７）对中国和美国数学教材中整数加减法的

处理方式进行了比较〔２〕，认为美国比中国通过更多的图示和符号来引入主题，而

中国教材则侧重呈现一般概念。慧赢彩（犎狔犲犠狅狀犆犺狅犻，２００２）对中韩初中数学教

材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教材的呈现方式、内容编排、习题难度与容量、单元结构等

方面均存在差异，中国教材内容结构单一、设计单调〔３〕。朱雁、范良火（２００６）比较

了中国和美国数学教材的问题表征，将数学教材中的问题归纳为常规与非常规问

题、开放与封闭问题、传统与非传统问题，以及应用问题与非应用问题，讨论了如何

提高数学教材的问题表征，发现两个国家教材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常规问题、封闭

问题和传统问题，中国教材的数学问题比美国更具挑战性，而美国教材的非传统问

题比中国多且分布更为均衡等〔４〕。

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教材比较研究的成果，如史蒂文森等人（犛狋犲狏犲狀狊狅狀，

犎犪狉狅犾犱，犠．，１９８５）在对美国和日本１～１２年级数学教材的分析报告中指出，美国

教材可能会对学生学习造成一定的障碍，日本教材的部分材料更为先进。曹忠军

等人（犆犪狅，犣．，犛犲犪犺，犠犜．，犅犻狊犺狅狆，２００２）对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数学教材中所

体现的数学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５〕。

７

第一章　绪论

〔１〕

〔２〕

〔３〕

〔４〕

〔５〕

犘犪狉犽，犓．牔犉．犓．犛．（２００２）．犃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犻狅狀犛狋狌犱狔狅犳狋犺犲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
犜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狅犳犆犺犻狀犪，犈狀犵犾犪狀犱，犑犪狆犪狀，犓狅狉犲犪，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犐犆犕犐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犛狋狌犱狔犆狅狀犳犲狉犲狀犮犲２００２：犘狉犲犮狅狀犳犲狉犲犮犲犘狉犲犮犲犲犱犻狀犵狊，犎狅狀犵犽狅狀犵：
２００２，２２５ ２３３．
犆犪狉狋犲狉，犑．犔犻，犢．牔犉犲狉狉狌犮犮犻，犅．犑．（１９９７）．犃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犻狅狀狅犳犎狅狑犜犲狓狋犫狅狅犽狊
犘狉犲狊犲狀狋犐狀狋犲犵犲狉犃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犛狌犫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犻狀犘犚犆犪狀犱犝犛犃．犜犺犲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
犈犱狌犮犪狋狅狉．

［犇］：
２００２．

犣犎犝犢犪狀，犉犃犖犔犻犪狀犵犺狌狅．犉狅犮狌狊狅狀狋犺犲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狉狅犫犾犲犿狋狔狆犲狊犻狀
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犪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狋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犳狉狅犿
犿犪犻狀犾犪狀犱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狋犺犲犝狀犻狋犲犱犛狋犪狋犲狊［犑］．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
犕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犈犱狌犮犪狋犻狅狀，２００６，（４）：６０９ ６２６．
犆犃犗犣犺狅狀犵犼狌狀，犛犈犃犎，犠犲犲犜犻狅狀犵，犪狀犱犃犾犪狀犑．犅犐犛犎犗犘．犃犮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狅犳
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犪犾狏犪犾狌犲狊犮狅狀狏犲狔犲犱犻狀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狊狋犲狓狋犫狅狅犽狊犻狀犮犺犻狀犪犪狀犱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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