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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mulgated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various subjects, setting off a new research upsurge.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promulg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and compares various aspects of their curriculum standard catalogs, 
curriculum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curriculum evalu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ext structure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catalogs is slowly increasing and refining;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expression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are becoming more comprehensive; Gradually optimize the course content; More 
attention is being paid to the use of teaching aids and the evaluation of courses and teaching. On the existing basis, doing a good job 
in top-level curriculum design, enhancing the operability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mastering emerging 
teaching tools, and emphasizing evaluation links can help promote futur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build an education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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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初中数学课程标准比较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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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教育部颁布各科课程标准，掀起新的研究热潮。论文采用对比分析法，探索1949年建国至今初中数学课程标准颁布
历史背景，并对其各个课程标准目录、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要求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比较，发现初中数学课程课程
标准目录文本结构组成慢慢增多与细化；课程目标、表述、价值取向越发全面；课程内容逐步优化；愈发重视教学辅助工
具使用以及课程、教学评价。在现有基础上，做好课程顶层设计、增强课程标准可操作性、优化教学内容、掌握新兴教学
工具、重视评价环节有助于促进日后课程、教学改革，建设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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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数学课程标准颁布背景和历程

因时代不同，2001 年前课程标准被称为“教学大纲”，

2001 年后被称为“课程标准”。在查阅相关文献、书籍后，

依据历史背景，初中数学课程标准可分为模仿期（1949—

1965 年）、 消 亡 期（1966—1976 年）、 恢 复 期（1977—

1991 年）、建立期（1992—2010 年）、完善期（2011 至今）

五个时期。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初中数学课程发

展面临继承民国数学课程体系或重新构建新数学课程体系

两个选择 [1]。在尝试继承民国时期数学体系后结果差强人意。

同年 11 月教育部成立，了解到中学生负担过重原因是数理

化三科教材内容过多、编排存在问题 [2]。第一次全国中等教

育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国决定模仿苏联教育发展较好的数学

课程体系。至此，中国初中数学课程走上全面学习苏联的道

路。中国在模仿苏联基础上颁布《数学精简纲要（草案）》

《52 大纲》《63 大纲》。

1966—1976 年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反教育、

反教师的局面。这时教育发展遭遇挫折，之前所有教科书及

出版社都被否定，全国范围内数学课程处于全面消亡形态。

1977 年中国结束“文革”十年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后，出现振兴中华所急切需要的教育振兴，开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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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恢复教育，开展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八字方针教育改革 [2]，初中数学课程得到恢复。该阶

段我国中学数学课程体系已不再全面模仿苏联，而是基于当

前国情制定政策，在 1978 年颁布《78 大纲》、1987 年颁布《87

大纲》。

20 世纪 90 年代，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数学课程

较为落后，1992 年颁布《92 大纲》，2000 年颁布《九年义

务教育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简称《2000

初中大纲》。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新世纪的数学课

程，中国启动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方案，九年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实验逐步推开，2001 年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纲要（试行）》标志中国开始新课程改革，初中数学课程标

准进入建立期。2001 年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实验稿）》，简称《2001 标准》。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愈发重视教育，

教育强弱被视为各国发展强弱的较量。为促进教育发展和国

家的进步，初中数学课程进入发展完善期：2011 年颁布《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简称《2011 标准》；2022 年颁布《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简称《2022 标准》。

2 初中数学课程标准比较

2.1 课程标准目录
由表 1 可知，《52 大纲》文本目录较为粗略，只有两

个部分，往后课程标准文本目录增加到四五个部分，截至

《2022 标准》文本目录有八个部分。初中数学课程标准文

本目录数量增加反映了课程标准结构组成慢慢增多、细化，

要求逐渐完善，课程标准实施可操作性更强。

表 1 各课程标准文本目录详情

2.2 课程目标
从表 2 可知，初中数学课程目标越发具体，出现表述

课程目标的行为动词，形成了一定规范并清晰界定各个动词

的含义和所表示的层次。《87 大纲》前课程目标重视知识、

技能掌握，体现以知识本位价值取向；《2001 标准》课程

目标不仅关注知识、技能，还关注情感发展，从关注“双基”

到“四基”“四能”“三会”目标转变，关注情意发展，课

程目标开始考虑学生兴趣和发展，反映以学生本位的价值取

向。综上可知，初中数学课程价值取向慢慢开始转向既兼顾

知识和社会本位、又以学生本位为主的课程价值取向，课程

目标变得更全面。

表 2 各课程标准课程目标详情

2.3 课程内容和要求
据表 3 显示，《52 大纲》主张缩减政策，没有设置选

学内容，教学内容经历减少过程；《78 大纲》以后，紧跟

时代发展，增设选学内容，增加与现代化有关的数学内容，

教学内容经历增多的过程。《78 大纲》前主要学习代数、

几何；《78 大纲》增加了概率统计等内容；《2001 标准》

初中阶段教学内容固定为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

率、综合与实践四个独立教学版块的内容。可知，初中数学

课程教学内容经历由“少”到“多”的过程。1952 年教学

技术和手段不发达，主要采用传统的、粉笔和黑板作为主要

教学工具；《92 大纲》后，在教学上开始要求使用新兴工

具，如投影仪、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 

具 [3]。这意味着在数学教学工具上要求与时俱进。

表 3 各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与要求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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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课程评价
表 4 显示，《87 大纲》前初中数学课程标准没有涉及

课程评价内容，《92 大纲》后涉及课程评价内容及相关评

价要求。显然，课程评价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评价内容、

方式等进一步追求全面多样，以促进初中数学课程发展和

改革。

表 4 各课程标准课程评价详情

3 初中数学课程标准发展启示

3.1 做好课程顶层设计
课程标准是一门课程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课程标

准顶层设计的好否决定课程取得效果的强弱。顶层设计最直

接的体现是课程标准目录文本组成。因此，在未来的课程改

革中，应做好课程标准顶层设计。不仅与时俱进结合当前时

代要求，体现先进数学文化，充分收集各方意见以及以往经

验，还要合理分配时代要求、学科要求、学生需要、教师需

求以及学科专家等方面意见的比例设置。

3.2 增强课程标准可操作性
课程标准顶层设计做好后，还需要课程标准具有可操

作性，使课程标准发挥其引领作用，落实在教育教学中。为

此，在未来课程改革中，应增强课程标准可操作性，方能更

好落实课程要求和教学要求，反之，则既达不到最初目标，

学生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发展也受影响。为使课程标可操

作性更强，需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精准使用行为动词；教

师应深刻领会和理解课程标准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到实际教

学中。

3.3 优化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学生收获知识、技能以及情感发展的桥梁，

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媒介，更是促进课程目标落实的脚手

架。明显，在日后课程改革中，要优化教学内容：一方面，

处理好小初高数学教学内容衔接，循序渐进，达到承上启下

的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结合时代需要、学

生身心特点和兴趣，除学习常规数学内容外，适当增设与课

堂教学内容相关的课外教学内容，开设选修课、选修班。

3.4 掌握新兴教学工具
数学学科是一门较为抽象的学科，想要学生理解和掌

握知识、技能，需借助一定教学工具或者教学媒介将数学抽

象知识转化为具体知识。在现代发展中，出现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宇宙等新兴教学辅助工具。在以后课程改革中，教

师应增强对课程实施使用新兴教学媒介的能力，学校应进行

相应考核，使教师掌握新兴教学工具。这是增强课程标准可

操作性、达到课程标准育人、发展目标途径之一。

3.5 重视评价环节
评价不仅是课程实施效果的反映，也是制定新目标的

起点，便于继承好的经验、发现待解决问题。课程标准中设

置评价内容，彰显评价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是未来课程改革

应保留的内容。在评价中，应重视课程评价，也重视教学评

价，且明确、具体评价要求，使用过程性评价、增值性评价

等多元评价方法和方式促进教师、学生的发展，发挥评价的

应有作用和价值。

课程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助推器，当前课程改革处于发

展完善阶段，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看世界”，对以往课程

标准进行比较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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