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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学是一门严谨且抽象性很强的学科，对于高

中生而言，难免会有一定的枯燥感。高中数学教材

作为数学知识呈现的主要载体，其丰富的栏目内容

及独特的编排方式往往对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高中数学教材旁白作为数

学知识呈现的板块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呈现方式和

种类，使教科书更加丰厚和饱满。教师若在课堂上

巧妙地运用教材旁白来辅助教学，能极大地激发高

中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由此可见，教材旁白在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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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数学教材是数学知识呈现的主要载体，而教材旁白作为高中数学知识呈现的板

块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呈现方式和种类，在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研究采用

内容分析法，以人教A版、北师版、苏教版高中数学教材中“统计与概率”部分内容为例，对不

同版本高中数学教材旁白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教A版旁白比较注重对基础知

识的巩固完善，呈现方式多样，旁白密度最大，但缺乏信息技术的渗透；北师版旁白非常注重

信息技术的应用，呈现方式比较有特色，但旁白密度最小、种类与数量较少；苏教版旁白种类

最丰富，对师生教学具有很好的提示、辅助作用，但呈现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高中数学教材；统计与概率；教材旁白；比较分析

一消息时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从而领会纸质文章

和视像、音像信息对于受众的不同影响，学生在亲

历交流、视听的言语交际活动中辨识不同媒体所使

用的技巧和产生的效果，然后把自己的发现用言简

意赅的语言与大家交流，这种媒介交际有机整合了

交际的内容，关注交际的过程，言之有理的研究报

告是交际的成果。

学生在微写作中除了书写当下的感受和思考，

还可以在丰富多彩的媒体信息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和思考。比较常见的方式是交流、评介媒体作品，

对某一媒介作品的图像、字幕、场景、细节等进行评

价，也可以对媒介作品的叙述、声音和其中所蕴含

的价值立场进行畅所欲言。通过交流和评价媒介

作品，旨在让学生了解媒介产品的制作意图，识别

媒介中的事实和观点、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理解

媒介的建构和现实的偏差，利用媒体表达见解和主

张，如讨论某一剧本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现实生活

中是否可行；还可以对不同媒体塑造的某一群体形

象进行回顾和分析，如媒体塑造了不同群体的刻板

印象，通过审视媒体，培养学生对影视塑造的定型

印象的批判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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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材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师生科学地使用教材

起着关键的作用。本研究着重从“密度分布”“类型

分析”“呈现方式”三个维度对三种版本的教材旁白

进行比较分析，以总结旁白在高中数学教材中的重

要作用，寻求其异同点和优缺点，希望能对教材编

写及数学教学提供一些建议和启示。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旁白本意是指戏剧角色背着其他剧中人对观

众说的话，也指影视片中的解说词。而教材旁白是

指在基本文的左右两旁、天头、地脚，结合课文内容

和学生已掌握的知识，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而专门

设计的各种插语和图片。[1]为分析高中数学新教材

中教材旁白的编写特点，本研究选取人教A版[2]、北

师版[3]、苏教版[4]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必修Ⅲ中“统计”与“概率”两章的教材旁白作为研

究对象，以《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

下简称《课标》）的相关理念为依据，采用内容分析

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三种版本教材中“统计”与“概
率”两章的旁白分别从密度分布、类型分析、呈现方

式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教材旁白对学生的学习可以给予有效、及时的

点拨提示，它虽然充当一个补充教材内容的角色，

但在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引导学生良好的学习方式等方面却起着积极主动

的作用。基于三种版本数学教材各自的特色，本研

究主要从密度分布、类型分析、呈现方式三个维度

对高中数学教材旁白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全面比较。

（一）密度分布

旁白密度分布是指特定版本的教材中每册教

材平均每章内容所含有的旁白数量之多少（用公式

一 d1 = n1
m1

来计算，其中 d1 表示每册每章的旁白密

度，n1 表示该册教材所选章含有的旁白数量，m1 表

示该册选取章数）及每章中平均每节所含有的旁白

数量的多少（用公式二 d2 = n2
m2

来计算，其中 d2 表示

每章中每节的旁白密度，n2 表示该册教材选取章

含有的旁白数量，m2 表示选取章包含的节数）。[5]

现将三种版本数学教材旁白进行数量比较分

析，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比较发现，就“统计”
与“概率”两章内容而言，人教A版的旁白总数最多，

达到 49个，苏教版次之，有 34个，北师版只有 28
个。在统计一章，苏教版的旁白数量最多，有25个；

人教 A版次之，有 21个；北师版 17个，总数达 63
个。而在概率一章，人教A版旁白数量最多，达 28
个，北师版 11个，苏教版 9个，总数达 48个。因此，

就数量整体来看，三种版本旁白的分布似乎没有呈

现某一特定的数字规律。

但从旁白的密度分布来看，三种版本教材中

“统计”与“概率”两章的旁白密度分布有一定的规

律。例如，就人教A版必修Ⅲ中“统计”与“概率”两
章而言，旁白总数是 49，用旁白总数除以章数，得

d1 = 24.5 ，即人教A版“统计”与“概率”每章的旁白

密度为 24.5。同理可知，北师版每章的旁白密度为

14，苏教版每章的旁白密度为 17。另外，从每章中

平均每节所含有的旁白数量来看，必修Ⅲ“统计”与
“概率”两章，旁白总数是 49，节数为 6，用旁白总数

除以该章节数，得 d2 =8.17，即人教A版每节的旁白

密度为 8.17。同理可知，北师版每节的旁白密度为

2.55，苏教版每节的旁白密度为 4.25。两种评判方

法的旁白密度分布如图2所示。

由图 2可知，无论每册教材平均每章内容所含

有的旁白数量还是每章中平均每节所含有的旁白

数量，三种版本教材中“统计”与“概率”两章的旁白

密度分布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旁白密度均为人

教A版>苏教版>北师版，这说明，人教A版在呈现知

识内容时更注重旁白的使用，使学生在教材使用时

更注重知识的引导及拓展，而北师版将学生对教材

图1 三种版本高中数学教材旁白的分析框架示意图

人教A版 北师版 苏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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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理解更多渗透在正文的叙述当中。

（二）类型分析

结合相关的文献研究，根据教材旁白的作

用，本研究将教材旁白分为 8类：信息技术建议、补

充说明、解释说明、提出问题、点拨提示、课外拓展、

名词解释和图片类旁白。信息技术建议类是指利

用计算机和科学计算器以产生随机数来处理数据

或绘制图形；补充说明类是指教材对学生已理解的

知识作进一步的说明；提出问题类是指在旁白中直

接提出问题，并要求予以作答；解释说明类是指对

正文初次出现的字母、图形予以说明；点拨提示类

是指对正文提出的问题做出启发提示；课外拓展类

是指对数学家的生平与科学贡献的介绍以及对信

息技术相关知识内容的拓展；名词解释类是指对数

学专有名词的解释，如“方便样本”“随机函数”等；

图片类是指为了吸引学生学习兴趣而插入的图片

与照片。通过分析，三种版本中“统计”与“概率”两
章涉及的教材旁白类型如表1所示。

由表 1发现，就三种版本中“统计”与“概率”两
章内容而言，人教A版以提出问题与点拨提示类旁

白为主，缺少补充说明和信息技术建议类旁白。北

师版特有信息技术建议类旁白，但旁白都以陈述的

语气呈现。由于缺少提出问题、名词解释和课外拓

展类旁白，是三种版本中旁白类型最少的一个，只

有5类。苏教版除了缺少北师版特有的信息技术建

议类旁白外，含有7类旁白，是这三种版本中类型呈

现最多的一种版本。从总数分析得到，点拨提示类

旁白占教材旁白的比例最大，为30.6%。

由表1可知，三种版本教材都有点拨提示、解释

说明、图片类旁白；信息技术建议类旁白是北师版

教材的特色；只有人教A版没有补充说明类旁白；提

出问题、课外拓展、名词解释是人教A版与苏教版共

有的旁白类型。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与苏教版

相比较，提出问题类旁白在人教A版教材旁白位置

有一个很明显的问号提示，能很好地引起学生的注

意力和启发思考。而课外拓展类旁白所包含的网

络知识链接却是苏教版教材旁白的一大亮点，其与

时俱进的特色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三）呈现方式

本研究中的呈现方式是指不同版本的教材旁

白为从视觉效果以飨读者所呈现的特定表现形式，

如旁白的背景颜色、图框形状、图片呈现、提示语气

等。丰富多彩的呈现方式给人以视觉的冲击，能极

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满足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提高其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

面以“统计”与“概率”内容为例，分别从“背景颜色”
“图框形状”“提示语气”“图片呈现”四个方面对三

种版本教材旁白的呈现方式展开分析。

1.人教A版呈现方式分析

在“背景颜色”方面，人教A版教材玫瑰红色的

旁白背景与全书颜色保持一致，暖色的情调表现出

了很好的亲和力。在“图框形状”方面，旁白以鲜明

的“问号”特征和“钥匙”图案进行呈现，这为学生解

题过程提供了及时点拨及解决疑惑的作用。表面

看似一个简单的“问号”只是提示语气，实则引发了

学生思维条件反射式的思考。而“钥匙”图案的旁

白给予了关键的解答，从而理清了学生解题的思

路。在“图片呈现”方面，教材旁白将抽象记忆的事

物进行了很恰当的形象记忆转化，例如对数学家的

生平与科研成果的介绍，采用人像照片呈现的方

式，学生通过对数学家外貌特征的观察及生平事迹

的了解，有助于加强对数学史与数学文化知识的

信息技术建议

补充说明

解释说明

点拨提示

提出问题

课外拓展

名词解释

图片

人教A版

0
0
1
15
16
3
7
7

北师版

8
4
5
5
0
0
0
6

苏教版

0
2
2
14
4
4
4
4

总数

8
6
8
34
20
7
11
17

表1 三种版本高中数学教材旁白类型分析表

图2 两种评判方法的旁白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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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2.北师版呈现方式分析

从“背景颜色”来看，北师版教材淡蓝色的旁白

背景给读者以清新淡雅的感觉，有助于增添教材的

视觉效果，提高了教材内容的可读性。从“图框形

状”来看，矩形的旁白图案与人教A版相差不多，没

有“问号”等明显特征。从“提示语气”来看，北师版

教材的旁白主要采用“建议”“说明”等的陈述方式，

如利用电子计算机电子表格软件制作统计图时，教

材以“信息技术建议”的文本框方式呈现，可见，信

息技术建议类旁白是北师版教材旁白特有的呈现

方式，充分体现出北师版教材注重信息技术在教材

中的渗透；“说明”是北师版教材旁白呈现方式的另

一特色，对于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陌生概念

进行再一次的说明以引起注意。但全文旁白陈述

的语气不易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从“图片呈现”
来看，教材采用了恰当的情景导入。例如，为了使

学生充分理解“通俗歌曲”的意思，采用了费翔演唱

《冬天里的一把火》的照片（图略）呈现，让学生明白

通俗歌曲就是流行歌曲。

3.苏教版呈现方式分析

在“背景颜色”方面，苏教版教材旁白天蓝色的

旁白字体和图框与正文“淡妆浓抹总相宜”，给读者

以和谐甜美的感受。在“图框形状”方面，图框像一

支乘风行驶的轮船，为学生载来了未知的信息与知

识。数学知识的网络链接是苏教版教材旁白呈现

的突出表现形式，注重信息技术与网络知识在数学

学习过程中的渗透，并提供下载数据的网站将数学

知识与网络技术紧密相连，为学生学习数学提供了

一种新颖、直观、形象的学习环境[6]；在“提示语气”
方面，苏教版教材旁白依然以陈述语气为主，如“同
桌的两位同学相互协作，编制一张随机数表”，用一

种温和的语气体现教科书对学生合作性学习的重

视；在“图片呈现”方面，苏教版教材旁白为了减少

数学教材的枯燥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

性，插入了各类图片，如计算工具图片和科学家的

照片等。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的结论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发现，就“统计”与“概率”两

章内容而言，三种版本的教材旁白均依据《课标》的

理念编写，从审美的视角呈现旁白，注重旁白对教

材内容中关键知识点的启发、引导等作用。相比较

而言，三种版本的教材旁白在“密度”“类型”“呈现

方式”等方面具有各自特色与不足，具体表现如下：

1.旁白密度呈现一定的分布规律

通过分析发现，就“统计”与“概率”两章内容而

言，无论从教材平均每章内容所含有的旁白数量还

是从每章中平均每节所含有的旁白数量来看，三种

版本教材的旁白密度值大小依次为：人教A版>苏
教版>北师版，且教材中每章的旁白密度与章中每

节的旁白密度分布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可见，与

苏教版及北师版相比较，人教A版更注重教材旁白

的数量渗透，有利于教材功能的充分挖掘。

2.旁白的种类分布不均衡

通过分析发现，就“统计与概率”两章内容而

言，三种版本教材中的旁白种类分布不均衡。相比

而言，苏教版教材旁白种类最丰富，人教A版次之，

北师版最少。可见，苏教版教材更注重旁白类型的

多样化与丰富性。

人教A版教材旁白非常注重对学生的点拨提示

与提出问题，提出问题类旁白所呈现的疑问语气不

仅丰富了句式种类，而且很好地引起了学生的

注意。

北师版教材旁白非常注重信息技术在数学中

的应用，它的编写遵循《课标》中现代信息技术与数

学课程整合的要求。但旁白提示语均为陈述语气，

不易于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

苏教版教材很注重对学生的点拨提示类旁白，

其旁白种类最丰富多样。网络知识链接是苏教版

教材旁白特有的组成部分，它能很好地调动学生自

主学习、主动探索未知领域数学知识的兴趣，充分

拓展学生的数学文化视野，体现教材的与时俱进和

创新。

3.旁白的呈现方式多样

三种版本的教材均表现出图文并茂的效果，色

彩丰富、图框形状多样的旁白呈现方式带给读者很

强的视觉冲击，提高了教材的兴趣性和可阅读性。

人教A版玫瑰红色的旁白背景表现出了很好的亲和

力，带有“问号”特征和“钥匙”图案的旁白不仅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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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足够的注意和思考，并且给予了及时的解

答；北师版淡蓝色的旁白背景给读者以清新淡雅的

感觉，“信息技术建议”“说明”“注意”等是北师版特

有的呈现方式；苏教版教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天

蓝色的旁白字体，给读者以和谐甜美的感受，极大

地提高了教材的可阅读性。图片类旁白所呈现的

画面效果有助于学生的抽象记忆。

（二）建议

1.适当增大北师版与苏教版教材旁白的密度

在这三种版本中，人教A版的旁白密度值最大，

苏教版次之，北师版最少。这使得北师版与苏教版

的旁白密度在数量上的渗透略显欠缺，相比而言，

人教A版更注重教材旁白的数量渗透，有利于教材

功能的充分挖掘。因此，可在借鉴人教A版旁白密

度特色的基础上，适当增大北师版与苏教版教材旁

白的数量及密度分布。

2.丰富人教A版与北师版教材旁白的种类

在这三种版本中，苏教版教材旁白的种类最丰

富，仅缺少前面所列 8种旁白类型中的信息技术建

议类旁白；人教A版教材缺少补充说明和信息技术

建议类旁白；北师版教材缺少提出问题、课外拓展、

名词解释类旁白，这使得后面两种版本在旁白种类

上略显单薄。因此，人教A版旁白需要加强在信息

技术知识方面的渗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好

的学习平台。北师版教材旁白适当地为学生解题

过程设置疑问，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也很有必要

加入课外拓展类旁白，让学生在掌握了本节内容的

基础之上学习更多相关的数学知识。

3.继续拓展三种版本教材旁白的呈现方式

三种版本教材旁白的呈现方式图文并茂、特色

分明，能很好地吸引高中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与热

情。文字与图片的有机结合使得教材旁白的作用

得到提升。但“统计”与“概率”两章的知识对于高

中学生而言，它本身就是两大难点，因而，为了充分

发挥教材旁白对师生教学的帮助，呈现方式在旁白

的背景颜色变化、图框形状变换、提示语气多样、图

片的选取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课标》在总体目标和第二学段目标中对“提出

问题”也有明确要求，而在教材例题中插入“提出问

题”提示语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重要方式。

因此，北师版教材旁白需要加强句式使用的多

样化。

4.适当注重信息技术元素在人教A版中的渗透

人教A版教材旁白非常注重传统的数学教学，

重视对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点拨提示，但信息技术

知识在教科书中的渗透量几乎为零，不利于高中学

生的全面发展；而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学生可以根

据具体问题，通过 Internet收集数据的苏教版教材，

为学生学习“统计”与“概率”内容提供了新的教学

平台。但是网络知识链接数量不宜过多，应该留给

学生充足的时间学习本学科的新知识。

5.教师应努力发掘教材中各类旁白的功能以达

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上述教材中所呈现出的 8类旁白都各具特色，

教师如若在平时的教学中充分发掘各类旁白编排

的目的及教学价值，并恰到好处地将各类旁白的意

蕴展示给学生，将会使教材旁白的教学效果达到最

优。如名词解释、解释说明类旁白对于学生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不理解的数学专有名词、初次出现的数

学概念等问题，教师就应当及时地提醒学生关注旁

白所提示的重要信息，以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浪费，

从而达到数学学习的最佳效率。为了拓展学生数

学知识的外延，对于课外拓展类知识，教师应该鼓

励学生积极地探索课本以外的数学知识，进而产生

对数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图片类旁白展示的不

仅是画面本身的内容，教师应该教会学生如何更好

地发掘图片所蕴含的数学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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