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数学“函数模型及其应用”文本比较研究
———以人教 A 版、北师版、苏教版教材为例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730070 张定强 蔡娟娥

1 问题提出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度推进，对教师的能力要求越

来越高． 不仅要求教师要有高超的教材解析能力，而且

要求教师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最大限度地利用教学资

源，不断提高教学效益． 如果教师能对不同版本教材进

行比较，并从中提取适宜于所教学生的素材，用于教学

实践，将对深化课堂教学有很大的助益．
函数是描述客观世界变化规律的重要数学模型，

函数的思想方法将贯穿高中数学课程的始终． 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 明确提出:学生应通过学习指

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具体的基本初等函数，结合实际问

题，感受运用函数概念建立模型的过程与方法，初步运

用函数思想理解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简单问题
［1］． 可

见，函数及其应用在中学数学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本文将对国内三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

必修 1 中“函数应用”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这三套教科

书分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A 版)、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以下简称人教版、
北师版、苏教版) ． 通过比较研究，以期对课堂教学和数

学教材建设有所启示．
2 研究方法

关于函数比较研究的文章较多，各有不同的比较

维度． 如文［2］作者从知识结构、知识的呈现过程与方

式、数学文化的传承、数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例

题与习题五个方面对中美两国“三角函数”内容进行比

较研究，文［3］作者选取了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从主要

内容与顺序、知识点、知识点的广度与深度这三个指标

进行比较，采用了先宏观后微观的分析路径． 本文将对

数学必修 1 函数应用一章中涉及函数建模方面的内容

从主要内容、呈现过程、表征形式以及例题习题四个方

面进行微观研究． 分别选取人教版第三章函数应用部

分的第二节“函数模型及其应用”［4］、北师版第四章函

数应用部分的第二节“实际问题的函数建模”［5］
以及苏

教版第二章函数概念与基本初等函数部分的第六节

“函数模型及其应用”［6］
作为具体研究对象，以探讨三

套教科书中“函数模型及其应用”内容的异同之处．
3 比较与分析

3． 1 主要内容维度

教科书是由章、节构成． 每一章的章标题表征这一

章的核心内容，章由若干个节构成，每一节的节标题就

是整节内容的主线索，全节围绕这一线索展开． 这里所

论及的“主要内容”是指三套教科书中的节标题及下属

的二级标题． 根据梳理与分析，三套教科书中所呈现的

主要内容见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内容比较表

版本

内容 人教版 北师版 苏教版

主要内容

3. 2 函 数 模

型及其应用

3. 2. 1 几 类

不同增长的

函数模型

3. 2. 2 函 数

模型的应用

实例

2 实 际 问 题

的函数建模

2. 1 实 际 问

题的函数刻

画

2. 2 用 函 数

模型解决实

际问题

2. 3 函 数 建

模案例

2. 6 函 数 模

型及其应用

①函数模型

的应用实例

②数据拟合

( 信 息 技 术

应用)

由表 1 可知，三版教科书中均涉及“函数模型的应

用实例”部分，只不过北师版叫法不同而已． 其差异如

下:第一，人教版中“几类不同增长的函数模型”是其所

特有的，即利用计算工具，比较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以

及幂函数增长差异;结合实例体会直线上升、指数爆

炸、对数增长等不同函数类型增长的含义
［2］;第二，北

师版中节标题为“实际问题的函数建模”，突出“函数

建模”，就篇幅而言，北师版这一节总篇幅 11 页，而“函

数建模案例”就占 6 页;第三，苏教版中“数据拟合”内

容是其余两版教科书所没有的，是其特色设计．
人教版教科书的设计能够很好体现课程标准的要

求，“几类不同增长的函数模型”内容可以开拓学生的

视野，使学生能更深层次的理解函数及其应用;北师版

大篇幅的“函数建模案例”，表明其对学生的函数建模

能力(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高度重视;苏教版的特

色内容是“数据拟合”，表明苏教版注重对学生信息技

术运用能力的培养．
3． 2 呈现过程维度

尽管三版教科书主要内容都围绕“函数模型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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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一个主题，但阅读教科书可明显感觉到它们之间

的不同，主要是三版教科书呈现数学知识的过程与表

征形式存在差异． 表 2 列出了三版教科书主要内容的

呈现过程．
表 2 呈现过程比较表

内容呈现过程

人教版

引入(如何选择适当的模型刻画实际问题)→
几类不同增长的函数模型(例题 1、2)

→练习 1→比较分析探究不同函数增长差异

→练习 2→函数模型的应用举例( 例题 3、4)

练习 3→例题 5、6→总结概括→练习 4

北师版

实际问题的函数刻画( 问题 1、2、3)→小资料

→练习 1→用函数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例题

1、2)→练习 2→函数建模案例(问题提出→分

析理解→抽象概括→信息技术应用)→练习 3

苏教版

引入→函数模型及其应用( 例题 1、2、3)→总

结概括→练习 1→信息技术应用即数据拟合

(例题 4、5、6)→练习 2

由表 2 可知，三版教科书的呈现的主要模式均为:

引入—例题—练习—总结概括—练习，但差异也很明

显． 相对而言，人教版中例题与习题的数量较多，特别

是在函数模型的应用举例部分设置了 4 道例题，且在

例题 3、4 与例题 5、6 之间设置了一个练习 3，其中例题

3、4 中函数模型( 函数解析式或图象) 是已知的，而例

题 5、6 中没有给定函数模型，相应的在练习 3 中第 1
题需要学生列出函数解析式，第 2 题给出了函数解析

式，例习题相互映照;北师版中增加了问题与小资料部

分，以问题的形式引入函数模型，这里的问题并不像例

题一定需要正确答案，仅仅是为了渗透利用函数模型

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想，大篇幅的函数建模过程使得例

题的数量较少;苏教版设计简洁明了，其特色是信息技

术应用部分(涉及一半的例题与习题) ．
由此可见，人教版教科书将例题与习题密集穿插

设计表明其注重知识的衔接与过渡，有利于学生的自

主探究学习，较多的例习题降低了学生理解问题的难

度，可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北师版小资料的设计有利

于开阔学生的视野以及提高对数学学习的兴趣，新颖

的问题引入模式使学生能更深刻地了解数学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苏教版强化了信息技术的运用．
3． 3 表征形式维度

函数有三种表示方法:列表法、解析法、图象法． 因

此与函数相关联的内容必定出现图表、图象、旁白等元

素． 图表、图象、旁白等是教科书的组成要素，它既是对

教科书形象化的解释和直观化的概括，又是对教科书

内容的补充和延伸
［3］．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将其表征形

式分为以下几类:表(表格)、数学图、非数学图、信息技

术图、数学层面的旁白以及非数学层面的旁白，具体结

果见表 3．

表 3 表征形式比较表

版本

类型
人教版 北师版 苏教版 总计

数学图 14 11 0 25
表 11 5 5 21

数学层面的旁白 9 2 2 13
信息技术图 0 6 4 10

非数学图 1 2 6 9
非数学层面的旁白 0 1 3 4

总计 35 27 20 82

横向比较发现:教科书中数学图与表的运用最多，

分别占总量的 30. 5% 和 25. 6% ，数学层面的旁白、信

息技术图、非数学图的数量分布较为均衡( 分别占总量

的 15. 9%12. 2%、10. 9%、)，非数学层面的旁白较少，

仅占总量的 4. 9% ．
纵向比较可知:①人教版中表征形式总量明显多

于其余两版教材，但不同形式的运用却严重的不均衡，

数学图、表以及数学层面旁白的数量占总量的 97. 1% ，

没有运用信息技术图与非数学层面的旁白;②北师版

除数学图(占总量的 40. 7% ) 的运用之外，其余形式的

运用相对稳定;③苏教版中缺失数学图的运用，其余形

式的运用相对均衡．
人教版教科书运用了大量数学图与表，表明注重

用形象化的表征形式;北师版较为均衡的运用了不同

的表征形式;苏教版运用非数学图的数量较多，一定程

度上会减轻学习数学的压抑感，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

兴趣，但也会影响到数学知识的理解．
3． 4 例题习题维度

例题、练 习 题、习 题 是 建 构 教 科 书 的 主 成 分． 由

3. 1、3. 2 的分析中知，主要内容的建构都离不开例题、
例习题、习题． 本文换一种思维方式，从每一道例题( 问

题)、练习题、习题中所涉及到的相关函数模型的数量

为统计量，从而剖析例题、问题、练习题、习题与函数模

型之间的内在关系，见表 4．
表 4 函数模型比较表

版本

函数
人教版 北师版 苏教版 总计

二次函数 6 7 8 21
一次函数 6 5 5 16
指数函数 8 1 4 13

幂函数 2 0 2 4
一次分段函数 2 0 0 2

对数函数 1 0 0 1
总计 25 13 19 57

分析发现:①6 类函数模型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

二次函数(占总数的 36. 8% )，其次是一次函数与指数

函数(分别为 31. 6%、22. 8% )，几乎每一版本中对这

三类函数的涉及都较多，表明这三类函数在现实生活

中应用广泛．②仅指数函数而言，人教版中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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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其余两版本要多一些，这与人教版中例题与习题的

大容量有关．③一次分段函数与对数函数数量较少，北

师版与苏教版均没有出现．
人教版中不仅对课标中提到的四类函数都有涉

及，而且相关函数模型数量、种类多，注重基础知识的

学习与数学思维能力的提高;北师版中涉及的函数模

型量最少，且比较简单，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苏教版

较为适中，在学习基础模型的前提下，有一定的推广，

且剔除了较难理解的对数函数模型，这种设计可能适

合学生的学习．
4 结语

综上所述，三套教科书主要内容都包括“函数模型的

应用实例”部分，主要模式都为引入—例题—练习—总结

概括—练习，基础函数模型都有涉及． 但三套教科书都有

不同的建构特色，人教版教科书的特色是:适切课程标准

的要求，有利于课程标准对实际教学要求的实现;注重知

识间的衔接与过渡，有利于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注重数学

知识的学习，有利于夯实学生数学基础． 北师版教科书致

力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学生学习数学兴趣

的激发，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苏教版教科书关注数学与

信息技术的整合、学生学习数学兴趣的激发．
数学教科书是数学知识的一种表达过程，是为教

学服务的，每一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是基于数学课标、教

育现实建构的，有其存在的可行性与价值，不可避免存

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每一个教师

与学生． 因此对不同版本教科书中同一教学内容进行

比较研究对更好地教学与教科书建构无疑是很有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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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微型探究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以《数列》概念教学为例

江苏省高邮市第一中学 225600 黄鹏程

探究式教学是新课程实施以来人们谈论较多的众

多热点话题之一，它的出现对于传统教学理念的革新、
扫除沉闷的课堂教学现状、改变教与学的习惯方式作

用巨大． 因而许多公开教学、大大小小的赛课几乎都采

用这一模式，几近形成包打天下的局面． 正因如此，许

多教育工作者对于过度神化探究式教学，以至于评价

一节课的好坏都以有无采用这一模式为衡量高下的主

要依据提出质疑:高中数学难度高、容量大，课堂教学

刚性目标多，如果无论什么概念、问题都让学生自主提

问、合作讨论、探究发现，那么目标常常不能实现，何谈

高效． 事实上，许多常态课上一些所谓的探究往往真的

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放羊式”的探究流于

形式、不了了之，最终导致产生低效课甚至无效课，令

人为之扼腕．
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矛盾，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李亦菲教授提出了“微型探究活动”理论． 通过实践，笔

者认为这是一种结合了传授式教学和探究式教学优点

的教学模式，对于高中课堂教学，尤其是高中数学教学

颇为有效． 套用一下“微博”、“微电影”等一些时尚名

词，以下称之为“微探究”． 正好笔者前段时间参加了江

苏省高邮市第四届“珠湖星光大舞台”中学青年教师教

学基本功大赛决赛，比赛的课题是《数列》概念，现以这

节课为例，将平时进行“微探究”教学实践中的一些体

会整理出来，以资探讨．
1 微探究的内涵

新课程实施以来，课堂教学改革更多关注的是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但忽视了“课上”时间有限

的重要因素． 探究式教学确实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为终生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其工作

量大，存在学生相对获得的知识量小且很难系统等缺

点;相反，传授式教学工作量小，学生相对获得的知识

量大并且容易形成系统，但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就差强人意了．
微探究就是融合了二者优势的有机结合，它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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