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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研究选择中国使用较为广泛的两个版本高中数学教

材，以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内容为例对其内容组织与呈现方

式进行分析比较，为今后的教材修订和使用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论文选择中国两个版本的高中数学教材进行对比研究，

分别是高中数学人教 A版教材，具体章节为高中数学必修一

第二章“2.1 指数函数、2.2对数函数”；高中数学北师大版教

材，具体章节为高中数学必修一第三章“指数函数和对数函

数”。

2.2 研究方法

论文主要采用史宁中教授课程难度系数模型[1]对两个版

本教材的“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部分的内容进行定性、定量

分析，得到两种教材课程内容的课程难度系数。该课程难度模

型实用性强，权威性较高，且具有代表性。课程难度系数定量

模型为：

N=a+(1-a)
式中：G代表课程广度，用教材中的知识点数来量化；T代

表课程时间，用教学所用的课时数来量化；S 代表课程深度；N
代表课程难度系数；代表可比深度；代表可比广度；a（0<a<1）
为加权系数，加权系数反映了课程难度对于可比深度与可比

广度的侧重程度[1]。

对于课程深度，本文使用中国国家课程标准中的“了解、

理解、掌握、灵活运用”4 个行为动词所要求的不同程度来量

化赋值。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课程深度水平赋值[2]

赋值 知识技能目标 过程性目标

1 了解 经历（感受）

2 理解 体验（体会）

3 掌握 探索

4 灵活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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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材知识点对比

3 研究结果

按照章节对两个版本教材中知识点做梳理，并依据表 1
的标准对所有知识点进行鉴定、归类对比、分析归纳得到如

下结果。（见表 2）

人教 A版内容 北师大版内容

章节 知识点 深度水平 章节 知识点 深度水平

2.1.1 指数与指数

幂运算

根式 理解 3.1正整数指数函数 正整数指数函数 理解

分数指数幂 掌握

3.2.1指数概念的扩充

分数指数幂 掌握

无理数指数幂 掌握 无理数指数幂 掌握

2.1.2指数函数及

其性质

指数函数概念 理解 3.2.2指数运算的性质 实数指数幂运算性质 掌握

借助信息技术探究指数函数性质 了解 3.3指数函数 指数函数的概念 掌握

2.1.2指数函数及

其性质

指数函数性质

和图象
掌握

3.3指数函数

指数函数 y=2x和 y=()x的图像和

性质
掌握

对数字 e没有作特别讲解 指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掌握

2.2.1对数与对数

运算

对数的概念 理解
利用信息技术研究参数 a的取值

对指数函数 y=ax的图象的影响
了解

对数的运算 掌握 对数字 e没作特别讲解

对数的发明 了解

3.4.1对数及其运算

对数 理解

常用对数 掌握 对数的运算性质 掌握

自然对数 掌握 常用对数 掌握

对数函数概念 理解 自然对数 掌握

对数函数性质和图象 掌握 3.4.2换底公式 对数换底公式 掌握

反函数 灵活运用 指数换底公式 了解

互为反函数的两个函数图象关系 了解 对数函数概念 掌握

灵活运用 反函数概念 了解

对于指数、对数方程只在习题解题中稍有体现，并未作为单独知识点

列出

对数函数 y=log2x的图象和性质 掌握

掌握对数函数图象和性质

2.2.2对数函数及

其性质

指数、对数函数性质

3.5对数函数

了解

灵活运用

利用信息技术研究参数 a的取值对对

数函数 y=logax图象的影响

指数、对数函数性质

对于指数、对数方程只在习题解题中稍有体现，并未作为单独知识点列出

3.1 教材内容编排比较

表 2对两个版本教材的“指数、对数函数”这个模块的知

识点进行梳理并比较，其中大多数知识点两种教材都有呈现，

而且内容都是按照先指数函数后对数函数的顺序进行编排

的。但是在课程设置方面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3.1.1 课程设置单元不同

人教 A版教材中指数、对数函数的单元为“基本初等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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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主要包含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这三节内容，节

内容又分为不同小节。而北师大版教材中的第三章为“指数函

数和对数函数”，全都是指数、对数函数的内容。人教 A版的

2.3节对幂函数的介绍在北师大版中的第三章没有编排，而是

安排在第二章。

3.1.2 内容编排模式不同

人教 A版教材内容的编排呈现模块化，主要体现在指数

函数、对数函数分别作为一个大知识点，单独放到一节中去

介绍。则北师大版教材内容比较分散化，会把一个模块的内

容分到不同的节中，主要表现在 3.1 节正整数指数函数到 3.3
节指数函数，而中间 3.2节是指数扩充及其运算性质。说明北

师大版教材是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

来编排的。

3.1.3 知识点的选取不同

人教 A版把“对数的发明”放在了阅读与思考栏目中，是

数学文化的独特体现，而且对于互为反函数的知识点做了详

细的介绍，而北师大版教材没有呈现；人教 A版教材直接在指

数函数一节中介绍指数与指数幂运算，而北师大版把正整数

指数函数在指数概念的扩充和运算性质之前独立成一节内

容；人教 A版在信息技术应用栏目中介绍借助信息技术探究

指数函数的性质，而北师大版信息技术应用一栏中介绍研究

参数 a的取值对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图象的影响。

3.2 课程难度比较

按照课程深度、课程广度和课程时间的量化方法，根据表

2可以得到如表 3所示的量化结果。

表 3 课程难度三种因素量化数据

因素 人教 A版 北师大版

课程时间 12课时 12课时
课程广度 16个知识点 20个知识点

课程深度

深度 1:3个知识点,
18.75%

深度 1：3个知识点,
15%

深度 2：4个知识点,
25%

深度 2：3个知识点,
15%

深度 3：7个知识点,
43.75%

深度 3：13个知识

点,65%
深度 4：2个知识点,

12.5%
深度 4：1个知识点,

5%

3.2.1 课程时间

课程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课时数量，高中数学人教 A版
必修一配套教师用书规定总课时数为 12 个课时，又根据北师

大版教材编排节数和知识点数量判断教学时数共约为 14 个
课时。

3.2.2 课程广度

在课程广度上，人教 A版有 16个知识点，北师大版有 20
个知识点。具体来说，两个版本知识内容主体相同，但在内容

涉及的宽度上，人教 A版没有涉及正整数指数函数。

3.2.3 课程深度

根据表 3课程深度得到的量化结果，可以计算出两个版

本教材在四个深度水平上所占的百分比。由此可知，两个版本

对指数、对数函数知识点的要求“掌握”层次的较多，“灵活应

用”层次的较少。

3.2.4 课程难度系数

根据表 3的数据，利用前面定义的课程难度模型计算公

式，取加权系数 a=0.5（可比广度和可比深度的侧重程度相

同），人教 A版和北师大版指数、对数函数课程的难度系数计

算如下：

人教 A版：S1=3伊1+4伊2+7伊3+2伊4=40 G1=16 T1=12
N1=0.5伊 4012 +

（1-0.5）伊 1612 抑 2.34
北师大版：S2=3伊1+3伊2+13伊3+1伊4=52 G2=20 T2=14

N2=0.5伊 5214 +
（1-0.5）伊 2014 抑 2.57

根据上面的计算结果得到,在“指数、对数函数”这部分内

容中，人教 A版课程难度系数为 2.34，北师大版课程难度系数

为 2.57，人教 A版课程难度系数小于北师大版。虽然两个版本

教材的课程时间相差不大，但是课程广度和深度的差异较大，

课程难度也就受到影响，因此北师大版教材比人教 A版教材

相对难一些。

4 研究结论及思考

在概念的引入上，人教 A版教材往往先从生活实例出发，

更有助于理解概念的形成过程。而北师大版教材先给出简单

基本概念的定义，然后提出问题，再让学生结合前面的定义来

分析得到基本概念，这样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思想。

在教材内容上，人教 A版知识面相对比较窄一点，在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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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上会有跳跃，但是排版比较清晰，小节划分比较明确；而

北师大版教材注重学生的学习和理解过程，涵盖的知识点比

较全面，章节编排更具体化；人教 A版教材在本章小结上主要

包括以知识框架呈现的本章知识结构和以问题形式引导学生

思考的回顾与反思两部分构成；而北师大版教材主要包括内

容提要、学习要求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呈现方式上，两个版本教材都采用的是图文并茂的方

式呈现，这样有利于学生理解。人教 A版教材主要通过创设实

际的问题情境来贯穿知识的学习过程，从而体会数学知识的

具体性；北师大版多以问题提出的方式来引发学生思考，有助

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史宁中,孔凡哲,李淑文.课程难度模型:我国义务教育几何课程难度

的对比[J].东北师大学报,2005(6):152-156.
[2] 朱雪芳,叶立军.中国和澳大利亚高中数学微积分教材比较研究[J].

数学教育学报,2014,23(2):25-27.
[3]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数学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

心.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粤 版:必修 1[M].北京:人民

教育出版社,2007援
[4] 严士健,王尚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必修 1[M].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首先，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借助幻灯、投影、录像等教学媒

体展开多元教学，加大信息传递量，使学员从各种感官获取信

息。其次，综合运用讨论式、启发式、演示式教学方法，让学员

讨论、分析、评价，互帮互学，共同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要正确

运用案例教学法，精选案例、适当使用、科学管控，使案例教学

起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要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使课堂教学从封闭型走向生活开放型，利用开放式教学模式

使学员之间、师生之间充分交流，让学员能够变通、求异、创

新，这就需要教员掌握驾驭课堂教学的各项技能，运用自如，

把每节课当作一件艺术品去呈现。

4 结语
军自考既是官兵成长成才的良好平台，也是实现军队整

体素质提升的重要举措，《民法学》课程作为其必考的专业基

础课，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尚存

在问题，应进行全方位、多元化的改革优化，为全军培养和输

送从事军队法律服务工作的优质人才，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能打仗、打胜仗”这一强军之要提供坚强的法律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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