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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onential fun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earning of functions in high school. As the carrier of the curriculum, textbooks 
have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pter “Exponential Function” of the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of Renjiao A an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structure and content set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al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2017 Edi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vision of the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clearly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to highlight the core literacy, and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re 
literac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unctions run through the whole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exponential functions” 
are also the focus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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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 A版与北师大版高中数学教材的比较研究——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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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指数函数”是高中函数学习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教材作为课程的载体，在数学教学中具有突出地位。研究人教A版与北
师大版高中数学教材“指数函数”这一章节，从内容结构比较、内容设置比较两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数学教育教
学提供参考。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实施的背景下，教育部对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修订明确提出了要
突出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并突出了核心素养对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函数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教学，“指数函数”也是
其中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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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论文选取人教 A 版与北师大版的高中数学教材，对其

“指数函数”部分的内容结构、引入、例习题数量及开放性

程度、问题情境设计、核心素养渗透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与统计法来比较两种版本教材

中“指数函数”部分内容在上述维度的区别与联系 [1]。研究

发现，人教 A 版与北师大版教材在编写上都各有特点，但

也具有普遍一致性。人教 A 版教材注重文化与社会的渗透

学习，关注学生数学建模核心素养的培养。北师大版教材注

重科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系，着重基础知识的培养。

但两种版本教材在设置例习题开放性程度上还相对较低。基

于此，建议要树立数学文化观念，培养科学实践能力；设置

开放性习题，合理搭建难度梯度；注重内容章始节，充分总

结章末节；落实课标要求，培养数学核心素养 [2]。教材作为

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媒介，其编写就尤为重要，对两

种版本教材中“指数函数”内容进行比较与分析，这是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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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科学性的建议，从而有效提升教材

的整体质量，改进教师教学方法，具有实际意义 [3]。

2�研究方法

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与统计法来分

析两个版本高中数学教材“指数函数”部分的内容。其中，

文献分析法是通过搜索有关高中数学教材比较的文献，对其

进行搜集与整理，再结合自身理解进行分析；比较分析法是

对两个版本教材的内容结构、引入、问题情境设计以及核心

素养渗透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各版本教材的特色；统

计法是对两个版本的例习题数量进行统计，得到各自的占比

以便更好的统计分析。

3�研究过程

3.1�内容结构比较
学生的认知发展具有阶段性、顺序性、差异性等特征，

只有当知识体系的结构符合一定的逻辑，才能更好地激发学

生认知及理解能力。下面对两种版本教材“指数函数”部分

进行内容结构比较。

人教 A 版将此课程内容编排在必修一第四章，章名为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4]，北师大版将这一内容编排在必

修一第三章，章名为“指数运算与指数函数”。

相同的是，两版本教材都将此部分内容编排在高中数

学教材的必修部分，并都注重在每小节后增加阅读思考材

料，有利于拓宽学生的数学眼界。不同的是，人教 A 版教

材将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放在同一章节里面去学习，强调了

知识的整合性；而北师大版教材则是将指数函数内容单独设

为一个章节，将知识点罗列得更加细致，易于学生更好地理

解本章节知识点。

综上所述，人教版教材关注知识的连贯性与逻辑性，

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北师大版教材在内容结构上更加精

细，对于重点知识讲得更加深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3.2�内容设置比较

3.2.1 知识引入比较
在知识引入方面，人教 A 版是承接上一章对幂函数的

研究，再继续对指数函数进行研究的过程。并且开篇给出了

两个问题情境让学生一起探究，问题一是“A、B 两地景区

游客人次规律”；问题二是“生物体内碳 -14 的含量衰减变

化”。通过创设的这两个数学情境让学生自己发现指数函数

的函数模型，最后得到指数函数的定义。而北师大版教材则

是根据指数幂的定义，当且为正数时，对与任意的实数，都

有唯一确定的正数与之对应 [5]。因此，是一个定义在实数集

上的函数，由此直接得出指数函数的概念。人教版 A 版教

材更注重问题情境的创设，北师大版教材则更简单明了，注

重指数函数与幂函数的内在联系。

3.2.2 例习题数量及开放性程度比较
例习题不仅可以巩固本节课所学的知识点，还可以帮

助学生灵活的运用知识，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此，

对两种版本教材“指数函数”部分教材例习题（分为例题、

随堂练习、小结练习、单元练习）数量进行统计。

人教 A 版的教材习题中单元练习的数量最多，占

39.39%，北师大版的教材习题中小结练习的数量最多，占

38.46%。北师大版更多的是注重知识点的整体框架，在各

个知识点的小结中完成对知识的提炼。两种版本教材在例题

的数量都相对较少，整体趋势相差不大，只是侧重点不同。

例习题的开放性是指解题方式不单一、开放性程度较

高，这类题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以及将先后所学知

识内容建立联系，更好地运用知识。学生可以从多种角度、

多种层次去对同一问题进行解答，更能培养“一题多解”的

能力。而封闭性的问题更考查学生的理解与记忆能力。对两

种版本教材“指数函数”部分教材例习题（分为封闭题、开

放题）数量进行统计。

人教 A 版教材与北师大版教材的封闭题居多，分别占

63.64%，61.54%。开放题的数量都约占三分之一，所以更

加注重学生的理解与记忆，在习题设置中，可以适当增加开

放题的数量，教会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问题，探究出“一

题多解”的解决方案。

3.2.3 问题情境设计的比较
问题情境设计是指以学生的数学学科知识为背景创设

的各种情境。这有利于学生进行思考，并提高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达到培养学生

的阅读分析与整体感知能力。

吕传汉教授将问题情境分为“生活情境”“文化情境”“社

会情境”“科学情境”，下面对各类问题情境设计的数量进

行统计，见表 1。

表 1�人教 A版与北师大版教材问题情境设计数量统计

类型
人教 A 版 北师大版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生活情境 3 21.43% 3 20.00%

文化情境 4 28.57% 4 26.67%

社会情境 4 28.57% 3 20.00%

科学情境 3 21.43% 5 33.33%

总计 14 100.00% 15 100.00%

由表 1 可以看出，两种版本的教材对于四种问题情境

设计的数量占比浮动基本持平。但人教 A 版教材对于“文

化情境”与“社会情境”更为关注，占比均为 28.57%；北

师大版教材中“科学情境”是占比较多的，说明北师大版教

材更加注重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3.2.4 核心素养渗透比较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在教材编写

部分提出一个要求：“教材编写要以发展学生数学学科核心

素养为宗旨”。人教 A 版与北师大版在“指数函数”这一

部分内容上都与数学六大核心素养息息相关。六大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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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数学抽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逻辑推理、数据

分析、数学建模。其中，两版本教材在对于指数函数的底数 

“a”进行分类讨论，体现了逻辑推理素养。对指数函数的

图像以及函数模型进行讨论分析，体现了数学抽象和直观想

象素养。用指数函数的性质去比较数的大小关系，体现了

数学运算素养。最后用指数函数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体现了数学建模与数据分析素养。但从建模背景的选择中看

出，人教 A 版比北师大版更加关注数学建模素养的培养。

4�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人教 A 版教材比较注重文化与社会的渗透

学习，并且更关注学生数学建模核心素养的培养，将核心素

养的培养贯穿始终；北师大版教材比较注重科学知识与其他

学科的交叉联系，着重基础知识的巩固与完善，搭建知识框

架，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让学生更好更快更易的掌握

知识。两种版本教材的例习题开放性程度相对较低，为了培

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与发散思维，可以增设开放性程度较高

的习题，培养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精神。同时，例习题设置

的题型多样，层次清晰，有利于实际应用并解决问题。让学

生在发现中去学习，在学习中去发现。

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首要前提是“教好教材”，

其中教师需要做的努力还很多 [6]。教师要进行教材研究，了

解各个版本的教材，多做比较，整合各版本教材的优势与不

足，深入挖掘知识的本质，理解教材。要重视数学知识框架

的构建，不断充实学生的认知结构，促进学生提高学习迁移

能力，发展数学思维，提升数学核心素养。

5�启示

5.1�树立数学文化观念，培养科学实践能力
树立数学文化观念，从学生的认知出发，用数学的思

维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解知识内容

的过程中，应当铺设适当的数学文化知识背景，将数学文化

观念反映在教材中的各个章节之中。培养学生的科学实践能

力并不能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通过借鉴不同

版本的教材，从科学的本质与态度出发进行研究设计，组织

各类科学实践活动，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实践能力 [7]。

5.2�设置开放性习题，合理搭建难度梯度
人教 A 版与北师大版教材中封闭题占比居多，然而教

材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典型范例，教材要适用于全体学生，

就要设置开放性习题，打开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举

一反三”的能力。由于学生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对于例习题的学习效果也是不尽相同的，这就要合理搭建难

度梯度，以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尤其是遇到难度较大的题目时，告诉学生学会逆向思

维，打开学生的思维方式。

5.3�落实课标要求，培养数学核心素养
教材的编写都是依据课程标准这一纲领性文件，在落

实课标要求的同时也要关注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教

材的编写与教师的教学都是围绕着培养数学核心素养而展

开的，将数学抽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逻辑推理、数据

分析及数学建模素养充分体现在教育教学当中。在“指数函

数”中，运算技巧的多样性体现了数学运算素养；整体概括

指数函数的概念形成体现了数学抽象素养；根据数据绘制图

像，根据图像进行分析处理数据，将文字图像化，体现了直

观想象素养等 [8]。核心素养不仅能够促进个体发展，同时也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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