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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解视角分析“导数概念”的教材呈现*

筅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张定强 蔡娟娥

一、引言

从20世纪40年代起，概念理解就逐渐成为教育心理

学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为理解而教”的口号也逐渐成

为课堂教学的一个基本任务.［1］我国2003年颁布的《普通

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中对导数

概念部分的要求是从了解、知道、体会到理解导数的概

念，［2］ 即导数概念教学的根本目的是理解导数概念，因

此理解导数概念是导数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
《课标》中对导数概念的要求是不讲极限概念，直接

通过实际背景和具体应用实例———速度、膨胀率、效率、
增长率等反映导数思想和本质的实例，引导学生经历由

平均变化率到瞬时变化率的过程， 理解导数的几何意

义.［2］这样的设计必然引起人们对于“不提极限概念能否

让学生理解导数概念”这一问题的关注，这一问题已有

多篇文章进行过阐述，如“新课标中的微积分课程设计

有利于促进学生自主探究、反思，关注学生对导数本质

的理解”，［3］“这是降低理论要求的需要，是返璞归真，是

‘恢复了牛顿对微积分的探讨过程’”，［4］“讲导数想避开

极限是不可能的，与其若隐若现、马马虎虎，倒不如尊重

学生的认知基础，把函数极限的知识提出来，置于第一

节”［5］等.这些文章大多是从实际教学的角度论述的，很

少从教材本身出发去分析这个问题.教材是以《课标》为

基准编写的，它作为实现课程目标和实施课堂教学活动

的重要载体， 能否促进或引导学生理解导数的概念呢？
基于此，本文以人教A版、人教B版、苏教版、北师大版四

套教材为例，从理解的视角审视导数概念的教材呈现.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于四版教材中的导数概念

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选修

1-1中“导数及其应用”为文史类选修内容，选修2-2中

“导数及其应用”为理工类选修内容，本文选取普通高中

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人教A版、B版、苏教版、北师

大版选修2-2为样本研究导数概念的教材呈现. 教材呈

现就是教材本身显示或显露出的内容，从导数概念的教

材嵌入模式、教材编排顺序和教材栏目设置三个维度对

四版教材中导数概念的呈现进行理解视角审视.

三、理解视角的教材呈现分析

1.理解视角的嵌入模式分析

嵌入是指把小物体卡紧在大物体的空隙里， 这里

的嵌入模式是指“导数概念”内容在选修2-2教材中的

分布情况，即导数概念是如何嵌入到选修2-2的内容系

统之中的. 事实上四版教材都按课标要求建构了选修

2-2的内容，人教A版、人教B版、苏教版在章节设置上

差别不大，都是以“导数及其应用→推理与证明→数系

的扩充与复数的引入”的顺序呈现，在“导数及其应用”

一 章 中， 呈 现 顺 序 为 导 数→导 数 的 运 算→导 数 的 应

用→定积分. 北师大版教材与前三版教材在章节设置

上的区别较大，把“推理与证明”一章内容置于导数内

容之前，而把前三版教材中的“导数及其应用”一章拆

分成二章呈现. 如人教A版教材中 “变化率与导数”是

“导数及其应用”中的第一节内容，而在北师大版教材

中却是第二章的内容. 但是北师大版教材在具体内容

的设置上与其余三版教材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导数的

概念都是以“变化率”问题引入的，不同之处在于相同

的知识点嵌入在不同的位置———“节”位置和“章”位置.
（具体章节设置见表1）

*本文系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项目“创新教师培养模式”（项目编号：06-138-PY）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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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导数概念相关内容设置表

选修

2-2
人教 A 版 人教 B 版 苏教版 北师大版

导
数
内
容
设
置

第一章 导数 及其

应用

1.1 变化率与导数

1.1.1 变化率问题

1.1.2 导数的概念

1.1.3 导 数 的 几 何

意义

1.2 导数的计算

1.3 导数在研究函

数中的应用

1.4 生活中的优化

问题举例

1.5 定积分的概念

1.6 微积分基本定

理

1.7 定积分的简单

应用

第二章 推理 与证

明

第三章 数系 的扩

充与复数的引入

第 一 章 导 数

及其应用

1.1 导数

1.1.1 函 数 的

平均变化率

1.1.2 瞬 时 变

化率与导数

1.1.3 导 数 的

几何意义

1.2 导 数 的 运

算

1.3 导 数 的 应

用

1.4 定 积 分 与

微积分基本定

理

第 二 章 推 理

与证明

第 三 章 数 系

的扩充与复数

第 1 章 导数及

其应用

1.1 导 数 的 概

念

1.1.1 平均变 化

率

1.1.2 瞬时变 化

率———导数

1.2 导 数 的 运

算

1.3 导 数 在 研

究 函 数 中 的 应

用

1.4 导 数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的 应

用

1.5 定积分

第 2 章 推理与

证明

第 3 章 数系的

扩 充 与 复 数 的

引入

第 一 章 推 理

与证明

第 二 章 变 化

率与导数

§1 变 化 的 快

慢与变化率

§2 导 数 的 概

念 及 其 几 何

意义

§3 计算导数

§4 导 数 的 四

则运算法则

§5 简 单 复 合

函 数 的 求 导

法则

第 三 章 导 数

应用

第 四 章 定 积

分

第 五 章 数 系

的 扩 充 与 复

数的引入

人教A版、 人教B版及苏教版都把与导数概念有关

的所有的知识安置在同一章中，这就使得学生明确地意

识到导数概念是微积分知识网络中的一部分内容，同时

知识网络中的其他内容越多， 越会使得学生易于建立

新、旧知识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导数概念内容融入到学

生自身的内部知识网络中， 达到对导数概念的理解.北
师大版教材将一章的内容拆分为三章，将原本处在“节”
位置的内容提升到“章”的高度，会使得教师与学生在心

理上更加重视导数概念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设计会让学

生很容易忽视导数与微积分之间的关系，阻碍学生建构

微积分的知识网络，对学生导数概念的理解不利.
2.理解视角的编排顺序分析

编排顺序即知识点出现的先后顺序.由表1可知，四

版教材“导数概念”之前设置的内容都是“变化率问题”，
这种设置符合《课标》的要求.同时，四版教材在编排模

式上很相似，都存在这样一种模式：问题提出→知识点

呈现→例题引导→练习巩固→习题检测，但是每个版本

中这一模式又各具特色.在人教A版、人教B版、北师大版

教材中“导数概念”编排顺序都是：平均变化率→瞬时变

化率→导数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而在苏教版教材中

将导数几何意义置于曲线上一点处的切线部分.在人教

A版教材中上述编排模式循环出现了两次， 即平均变化

率与瞬时变化率之间没有习题的缓冲，直接以瞬时速度

作为过渡，引出导数概念，且相对于其他三版教材，人教

A版例题与习题数量最少； 人教B版教材编排模式较为

简单，三个知识点三个循环，三个知识点都设有大量的

练习题起到巩固知识的作用，且习题数量最多，缓冲力

度最强；苏教版教材的模式与人教B版类似，但多了一个

知识点（瞬时速度），即四个知识点四个循环，曲线上一

点处的切线不再以导数的几何意义出现，而是作为引出

导数概念的一个实例出现；北师大版教材编排模式的特

殊之处在于：平均变化率与瞬时变化率公用例题，即这

里的例题不仅起到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平均变化率知

识的作用，同时也引出了瞬时变化率的知识，而且北师

大版教材将导数概念与导数几何意义分两节呈现 .（具

体的编排顺序见表2）
表2 导数概念内容编排顺序表

选修 2-2 人教 A 版 人教 B 版 苏教版 北师大版

编排模式

问 题→平 均

变 化 率→实

例→瞬 时 速

度→瞬 时 变

化 率（ 导 数 概

念）→例 题→
练 习→导 数

的 几 何 意

义→例 题→
练 习→习 题

1.1

问题→平均

变化率→例

题→练习→
实例→瞬时

变化率 （ 导

数 ） → 例

题→练习→
导数的几何

意 义 → 例

题→练习→
习题 1-1

问 题→平 均 变

化 率→例 题→
练 习→曲 线 上

一 点 处 的 切

线→例 题→练

习→瞬 时 速 度

（ 加 速 度）→例

题→练 习→瞬

时 变 化 率 （ 导

数）→例题→练

习→习题 1.1

问题→平均变

化 率→ 练 习

1→例 题→瞬

时变化率→练

习 2→习题 2-
1 → 导 数 概

念→例题→练

习→导数的几

何 意 义 → 例

题→练习→习

题 2-2

例题数量 3 7 7 7

习题数量 12 31 28 21

四版教材整体上都是以概念形成的方式引出导数

概念， 即通过实例归纳出在Δx趋于0的情况下平均变化

率趋于一个常数，这个常数就是瞬时变化率，从而给出

了导数的概念.而“导数的几何意义”或者是“曲线上一

点的切线”都是与学生之前学习的直线的斜率相关联的

内容， 因此这一部分的概念都是以概念同化的方式进

行.不同的是苏教版教材把曲线上一点处的切线也作为

了引出导数概念的一个实例，微积分的创立与处理曲线

的切线和物体运动的瞬时速度两类问题直接相关，因此

苏教版教材的这种设置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会使

得学生归纳导数概念更加的容易，有助于学生对导数的

理解， 同时还可节省向学生解释导数几何意义的时间.
人教A版教材的设计使得教师的教学负担减轻， 例题与

习题的数量保证了教师可以在同一节课完成导数概念

的教学.而人教B版、苏教版、北师大版教材例习题较多，
会使教师与学生的负担较重.

3.理解视角的栏目设置分析

本文中的栏目设置只针对“导数概念”部分的教材.

16



高中版高中版

2016 年 1 月
教 材
教法 教材点击

教 材
教法教材点击

人教A版教材的栏目形式较为丰富，有“正文”、“思考”、
“探究”、“观察”、“旁注”等栏目，“思考”栏目是升华原问

题引出新问题或是凸显问题背后的子问题；“探究”栏目

是问题讨论背后的拓展与延伸， 是更成熟的题源；“观

察”栏目是前后内容之间联系的桥梁；“旁注”栏目是能

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10］整个教材内容简洁明了，环环

相扣，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美中不足

的是有些“思考”与“探索”内容更多的是为下文即将要

引入的知识做铺垫，但是却与下文的“距离”较远，这使

得教师很多时候会忽略这些栏目或者是教师需要在较

短的时间内完成超量的教学任务，例如，教材1.1.1变化

率问题一节最后的“思考”栏目是为1.1.3导数的几何意

义做铺垫的，［6］这就需要教师在1~2个课时中完成3个课

时的任务，否则这样的“思考”栏目的作用将大大降低.
人教B版教材中出现的栏目有：“正文”、“旁注”、“探

索与研究”、“思考与讨论”，“旁注”是对特定知识或特定

符号的说明与解释，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对应的知

识；“探索与研究”是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升华知

识 .人教B版教材中的“旁注”较人教A版教材中更为详

细，形式也更多样，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较为紧密.“探

索与研究”内容相对来说难度较高，例如，教材1.1.2节中

的探索与研究内容是“研究圆面积与圆周长的关系”，并

且需要学生以此写一篇小论文，谈谈他们对导数概念的

理解，［7］这样的设置更多的时候是被遗弃的.
苏教版教材中除“思考”、“探究”、“旁注”栏目外，还

增设了“链接”、“EXCEL”栏目，这里的“EXCEL”栏目体

现EXCEL可大幅度地减少复杂、重复计算所用时间的功

能，教材中呈现的是运用EXCEL进行计算并得出结果的

窗口，同时附上了对应单元格的公式，便于学生的自主

学习；“链接”是所学内容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这里的

“链接”即是导数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边际函数，［9］

同时边际函数在后面的教学内容中还会出现， 这里的

“链接”又同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EXCEL”栏目的设

置为教师提供了减轻教学负担的途径，也让学生意识到

信息技术对数学学习的重要作用；“链接”内容紧跟“导

数概念”内容出现，让学生及时地巩固导数概念，更好地

理解导数概念.
北师大版教材中的栏目较少，除了“正文”，只有“思

考交流”与“信息技术应用”栏目.这里的“思考交流”不

同于前三版教材的“思考”，不是为后文做铺垫，而是对

前文的深化巩固，例如，教材第33页出现的思考交流内

容为：“举出生活中两个函数的实例，结合具体问题讨论

它们在某一点处导数的实际意义”，［8］ 已经是所在章节

的末尾，是为了让学生从实际出发理解导数的概念.

四、结束语

人教A版教材中导数概念的嵌入模式更容易使学生

建构起自身的知识网络，同时在编排模式方面，例题习

题容量相对较少的设计大大减轻了学生和教师的负担，
有利于学生对导数的理解； 人教B版教材同样在导数概

念的嵌入模式上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导数概念，在栏目设

置方面，有些内容要求过高、难度较大，对于学生的学业

要求也相应较高；北师大版教材在编排模式上更加的合

理，缓冲力度适中，同时在栏目的设置方面引入现代信

息技术工具， 学生可以亲身经历导数概念中包含的思

想，更好地理解导数概念；苏教版教材在导数概念编排

顺序方面及在栏目设置方面的独特设计使得学生有足

够多的实例归纳出导数的概念，同时及时地巩固导数的

概念，促使学生对导数概念的理解.
每一版本教材都有每一版本教材的特色，也有每一

版本教材针对的学生人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

选择合适的课程进行教学，同时除借鉴每一版本的特色

之处，还要使得教学更加有效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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