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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
发展变化历程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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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国以来，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知识量无论是知识领域还是知识单元都
经历 “由少到多”再 “由多到少”的两次循环，数量变化均呈现 “正弦曲线”态
势，其结构和内容经历了从 “无选学”到 “有选学”，从 “选学”到 “选修”，从
“选修”到 “分层选修”的过程。其发展变化历程对当今中学数学课程改革有以下
启示：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应与
学生接受能力、教师的教学水平相适应；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性应关注地区差
异，分类设置课程，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编排方式的综合
化要以主线统领，各知识领域内容相对集中，不宜太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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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中 小 学 数 学 课 程 发 展 史 研 究”（课 题 批 准

号：ＧＩＡ１１７００２）、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导师科研资助项目 “中国当代中学数学课程发展史研究”（０９０１－１１）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本研究所选择的数学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为：“５２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出版的 《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草案）》）；

“６３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有关文件起草的 《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草案）》）；“７８大纲”（教育部１９７８年２月颁布的 《全

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８７大纲”（国家教委１９８７年２月颁布的 《全日制中学数学教学大纲》）；“９２／９６

大纲”（国家教委１９９２年８月颁布的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 纲 （试 用）》 （简 称 “９２大 纲”），１９９６年 颁 布 的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 （供试验用）》（简称 “９６大纲”）；“０１／０３标准”（国家教育部２００１年颁布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标准 （实验稿）》（简称 “０１标准”），２００３年颁布的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实验）》（简称 “０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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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数学课程内容是指数学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中规定的数学学科中特定的概念、定理、

公式、法则和数学问题，以及它们的呈现方式和

可选择的程度。鉴于我国中学数学课程管理的实

际，国家颁布的数学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是研究中

学数学课程内容发展变化历程的重要素材。［１］本研

究选择建国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教学大纲／课程标

准①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阶段数学课程内容的

容量、选择性和编排方式的发展变化历程进行梳

理和比较，揭示数学课程内容知识量变化、选择

性变化和编排方式变化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对当今中学数学课程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新中国中学数学课程的发展变化历程

（一）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知识量的发展变化
我国中学数 学 课 程 内 容 的 知 识 量 在 发 展 变

化过程中 有 过 大 规 模 的 删 减 或 增 加。１９５２年，
在学习苏联数学 课 程 时，对 知 识 量 进 行 了 大 量

的削减，致使数学 教 学 出 现 “少、慢、差、费”
现象。１９５８年开始了以增加内容、提高要求为主

·６５·



① “５２大纲”含 “算术”领域，“６３大纲”、“７８大纲”不含 “算术”领域。

② “０１标准”中的 “课题学习”在２０１２年公布的 《义 务 教 育 数 学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１年 版）》中 改 为 “综 合 与 实

践”。

的调整。“文革”期间，对于数学课程内容知识

量又 大 大 削 减，１９７８年，基 于 “文 革”期 间 数

学教学水平低下的现状和国家提出的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需要，大大增加了一些现代化的数学课程

内容，致 使 数 学 课 程 内 容 太 难，教 师 学 生 不 适

应。从１９８０年起，又开 始 了 以 减 少 内 容、降 低

要求为主的 调 整。２００１年 启 动 的 数 学 课 程 改 革

中，课程内容的知识量又有所增加。

数学课程内容知识量的发展变化的特点可以

从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中知识领域和知识单元的

数量的变化来反映。

１．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知识领域的变化

所谓 “知识领域”是指具有同类性质、特点

的系统完整的知识组合，一般它与某一个数学分

支相对 应，如 代 数、平 面 几 何、立 体 几 何、概

率、统计等，都可称之为知识领域。知识领域能

够反 应 数 学 课 程 内 容 的 范 围。我 们 对 “５２大

纲”、“６３大纲”、“７８大纲”、“８７大纲”、“９２／

９６大纲”、 “０１／０３标 准”［２］［３］［４］中 的 知 识 领 域 的

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建国以来中国中学数学教学大纲／标准

知识领域数量统计表

５２
大纲

６３
大纲

７８
大纲

８７
大纲

９２／９６
大纲

０１／０３
标准

初中知识
领域个数 ３　 ３　 ５　 ４　 ４　 ６

高中知识
领域个数 ４　 ６　 ９　 ７　 ９　 １８

总计 ７　 ９　 １４　 １１　 １３　 ２４

由表１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我国中学数学课

程知识领域的增减变化呈正弦曲线态势，从 “５２
大纲”到 “７８大纲”，知识领域在增加，初中阶

段由３个 领 域 增 加 到５个 领 域，先 后 增 加 了 三

角、解析几何 初 步 和 统 计 初 步；① 高 中 阶 段 由４
个增加到６个再增加到９个领域，先后增加了三

角、平面 解 析 几 何、概 率、线 性 代 数 初 步、集

合、逻辑代数初步、微积分初步。“７８大纲”到

“８７大纲”，初 中 的 知 识 领 域 减 少 了１个，就 是

解析几何初步；高中的知识领域减少了２个，就

是逻辑代数初步和微积分初步领域，并且概率和

线性代数初步成为选学内容。从 “８７大纲”开始，
初中知识领域数量从４个增加到６个，主要是 “０１
标准”增加了概率和课题学习②２个知识领域；高

中知识领域数量从７个增加到９个再增加到１８个，
“９６大纲”增加了向量、统计和微积分初步３个知

识领域，减少了线性代数初步１个知识领域；“０３
标准”增加平面几何、线性代数初步、算法初步、
数学史、初等数论、非欧几何、运筹学、图论、抽

象代数９个知识领域，数量 明 显 增 加。此 外，从

“５２大 纲”以 来，代 数 和 平 面 几 何 是 初 中 数 学

课程一直保留的知识领域，代数、三角、立体几

何是高中数学课程一直保留的知识领域。

２．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知识单元的变化

所谓 “知识单元”是指具有共同特点的、联

系紧密 的 知 识 点 的 组 合，在 大 纲 文 本 中 表 现 为

“教学内容”中的一级标题，在课程标准中表现为

“内容标准”的二级或者三级标题，如整式、一元

一次方程、三角形、多面体、复数、概率、统计、
逻辑代数、导数等。一般情况下，一个 “知识领

域”包 含 若 干 “知 识 单 元”，但 也 有 些 “知 识 领

域”就是一 个 “知 识 单 元”，如，课 题 学 习 既 是

“知识领域”，又是 “知识单元”。知识单元从一定

程度上体现数学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其数量

决定数学课程内容知识量的多少。下面分别就２０
世纪下半叶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中初中和高中

的知识单元数量对进行统计分析。
（１）初中数学课程内容知识单元的变化

初中数学课程知识单元数量变化情况如表２
所示。

表２　初中数学教学大纲／标准中

各知识领域下知识单元数量统计表

５２
大纲

６３
大纲

７８
大纲

８７
大纲

９２
大纲

０１
标准

代数领域知识
单元数 １０　 １７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１

平面、立体几何
领域知识单元数 ５　 ７　 ７　 ７　 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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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２
大纲

６３
大纲

７８
大纲

８７
大纲

９２
大纲

０１
标准

三角领域知识
单元数 ０　 ４　 ４　 ４　 ２　 ２

解析几何初步领
域知识单元数 ０　 ０　 ２　 ０　 ０　 １

统计、概率初步
领域知识单元数 ０　 ０　 ４　 ５　 ７　 ９

课题学习领域
知识单元数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各知识领域下
知识单元总数 １５　 ２８　 ３３　 ３２　 ３２　 ３６

由表２可以看出，“５２大纲”的知识单元最

少，为１５个；从 “５２大纲”到 “６３大纲”再到

“７８大纲”，知识单元增加较多，从１５个增加到

２８个，再增加到３３个；“７８大纲”以后的其他

大纲或标准中知识单元的数量稳定在３２个左右。

知识单元最多的是 “０１标准”，主要是整合了代

数和几何的知识单元，增加了 “统计初步”、“解

析几何初步”、“课题学习”等知识单元。
初中数学课程发展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的

知识单元如表３所示。

表３　初中数学课程中基本保持不变的知识单元统计表

知识领域 知识单元 知识单元数 所在大纲／标准

代数
有理数。数的开方。二次根式。整式。分式。因式分解。
一次方程。一次方程组。一次不等式。二次方程。二次方
程组。指数。函数及其图象。

１３

平面几何 基本概念。三角形。四边形。相似形。圆。 ５
三角 锐角三角函数。解直角三角形。 ２

“６３大纲”、 “７８大纲”、
“８７大纲”、 “９２大纲”、
“０１标准”

统计初步 总体和样本。频率分布。平均数。方差。 ４
“７８大纲”、 “８７大纲”、
“９２大纲”、“０１标准”

由表３可 以 看 出，初 中 数 学 中 的 有 理 数、
数的 开 方、二 次 根 式、整 式、分 式、因 式 分

解、一次 方 程、一 次 方 程 组、一 次 不 等 式、二

次方程、二 次 方 程 组、指 数、函 数 及 其 图 象，
基 本 几 何 概 念、三 角 形、四 边 形、相 似 形、
圆，锐角三角函数、解 直 角 三 角 形 等 知 识 单 元

是 “６３大纲”之后各教学大纲都 要 求 学 习 的 知

识，这些知识单元的总数为２０，分别占 “６３大

纲”、“７８大纲”、“８７大纲”、“９２大纲”、“０１标

准”中代数、平面几何、三角３个领域知识单元

总 数 的７１％、７４％、７４％、８０％、８０％。统 计

初步领域中的总体和样本、频率分布、平 均 数、
方差是 “７８大 纲”之 后 各 教 学 大 纲 都 要 求 学 习

的知识单元。因此，“７８大纲”之后的共有知识

单元为２４个，分 别 占 “７８大 纲”、 “８７大 纲”、
“９２大纲”、 “０１标 准”中 代 数、平 面 几 何、三

角、统计 初 步４个 领 域 知 识 单 元 总 数 的７３％、

７５％、７５％、６９％。这表明，初中数学课程内容

知识单元在 发 展 过 程 中，至 少 有６９％的 知 识 单

元保持不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初中数学课程

增删的知识单元中，增加的内容主要在统计初步

领域的知识单元，减少的内容主要在代数、三角

领域。
（２）高中数学课程知识单元的变化

高中数学课程知识单元的变化分传统内容①

和现代化内容②两类来统计，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高中数学教学大纲／标准中知识单元数量统计表

５２大纲 ６３大纲 ７８大纲 ８７大纲
９６大纲 ０３标准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传统内容知识单元数量 ３１　 ３０　 ２６　 ２７　 ２３　 ２３　 ４０　 ３７
现代化内容知识单元数量 ０　 ６　 １８　 ８　 ２４　 １８　 ５９　 ５０

知识单元总数 ３１　 ３６　 ４４　 ３５　 ４７　 ４１　 ９９　 ８７

备注：９６大纲 “向量”领域分Ａ、Ｂ方案，这里统计的是 Ａ方案的知识单元数量４，因为Ｂ方案 （６个知识单

元）当年选择地区并不多；０３标准中的现代化内容包括了限定选修３、４系列的所有知识单元。

·８５·

①
②

传统内容是指中学数学课程中的算术、初等代数、几何 （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等内容。

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是我国数学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专有术语，现代化内容是指中学数学课程中的微积分、概率统计、线性代

数、向量、集合、逻辑代数等近现代数学内容。



由表４可以看出，高中数学知识单元的数量

变化呈现正弦曲线变化态势，其中传统内容的知

识单 元 数 量 变 化 呈 现 “减 少—增 加—减 少—增

加”的过程，但变化幅度不大；现代化内容知识

单元数量 “从无到有，由少变多，减少后增加”，
变化 幅 度 较 大。现 代 化 内 容 的 知 识 单 元 数 “５２
大纲”中为０， “６３大纲”中增加为６个， “７８
大纲”继续增加到１８个，到 “８７大纲”减少为

８个，“９６大纲”又增加到２０个左右，“０３标准”
中由于任意选修内容的设置，现代化内容大幅度

增加到５０多个。各个数学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中

传统内容与现代化内容的知识单元数之比，“６３
大纲”为５∶１， “７８大纲”为１．４∶１， “８７大

纲”为３．４∶１， “９６大 纲”中 理 科 为１∶１．１、
文科为１．３∶１， “０３标 准”中 理 科 为１∶１．５、
文科为１∶１．４。

表５　高中数学中基本保持不变的知识单元统计表

领域 知识单元 知识单元数 所在大纲／标准

代数
函数 （幂、指、对）及图象。不等式。数列。数列极限。

数学归纳法。复数。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
７

立体几何 直线与平面。多面体。旋转体。 ３

三角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基本关系式。诱导公式。三角函数的

图像及性质。和、差、倍三角函数。和差化积。积化和差。
７

解析几何 直线。圆锥曲线。极坐标。参数方程。坐标变换 （平移）。 ５

概率
随机事件的概率。概率的加法。概率的乘法。独立重复试

验的概率。
４

“６３大纲”、 “７８大

纲”、“８７大纲”、“９６
大纲”、“０３标准”

集合 集合。集合的运算。 ２
“７８大纲”、“８７大纲”、

“９６大纲”、“０３标准”

从表５中知，高中数学课程的传统知识领域

代数、立体几何、三角、解析几 何 中 的２２个 知

识单元 从 “６３大 纲”之 后 基 本 保 持 不 变，分 别

占 “６３大纲”、 “７８大纲”、 “８７大纲”、 “９６大

纲”、“０３标准 （理科）”、“０３标准 （文科）”代

数、立体几何、三角、解析几何４个知识领域中

７３％、８５％、８１％、８８％、５９％、５６％。高中现

代化知识领 域 概 率 和 集 合 中 有６个 知 识 单 元 从

“７８大 纲”之 后 基 本 保 持 不 变，占 “７８大 纲”、
“８７大纲”、 “９６大纲 （理 科）”、 “９６大 纲 （文

科）”、“０３标准 （理科）”、“０３标准 （文科）”中

现 代 化 知 识 单 元 总 数 的 ３３％、７５％、２５％、

３３％、１０％、１２％。这表明高中数学课程的传统

知识内容 中，有 近６０％的 内 容 保 持 不 变，具 有

相对稳定性。高中现代化知识内容中，虽然变化

较大，但也至少有１０％的内容保持不变。

高中现代化知识内容增删变化较大，“６３大

纲”从 无 到 有 增 加 了 概 率、线 性 代 数 初 步 的 内

容； “７８大 纲”增 加 的 主 要 是 微 积 分 初 步、集

合、逻辑代数的内容；“８７大纲”删减的主要是

微积分初步、集合、逻辑代数的内容，另外，把

概率、线性代数初步的内容变为选学内容。实际

上，在必学内容中删减概率、线性代数初步、微

积分初步、逻辑代数等内容；“９６大纲”大量增

加概率统计、微积分初步、向量、逻辑代数等内

容；“０３标准”再次大幅增加，增加算法作为必

修和分科选修内容，增加初等数论、非 欧 几 何、

运筹学、图论、抽象代数等内容作为任 意 选 修。

可见，高中数学课程中的现代化内容经历了几次

大幅增删，但是，概率、统计、微积分初步、线

性代数初步、集合等知识内容自２０世纪７０—８０
年代开始稳定下来。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中国中学数学课程内

容的知识量无论是知识领域还是知识单元都经历

“由少到多”再 “由 多 到 少”的 两 次 循 环，数 量

变化均呈现 “正弦曲线”态势。
（二）中学数学课程内容选择性的发展变化
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性通常反映在

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与教材的关系以及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 所 规 定 的 课 程 结 构 和 内 容 的 可 选 择 程

度上。

１．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与教材关系

的变化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在 继 承 和 改 造 原 有 数 学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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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全面学习苏联数学课程的时期，数学课程采

用 “一纲 一 本”，全 国 统 一 大 纲，统 一 教 科 书，
数学课程没 有 选 择 性。１９５８年 开 始 反 思 学 习 苏

联数学课程的弊端，进行学制改革试验和数学教

育现 代 化 运 动。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数 学 课 程 出 现

“多纲多本”，有较强的选择性。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
又恢复了 “一纲一本”。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各地自

定大纲、自 编 教 科 书，数 学 课 程 呈 现 “多 纲 多

本”。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数学课程又实行 “一纲一

本”。自１９８３年起，出现 “多纲多本”，到１９８７
年，又恢复了 “一纲一本”。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义

务教育阶段初中数 学 课 程 实 行 “多 纲 多 本”。高

中数学课程１９８７年开始一直实行 “一纲一本”。

２００１年开 始 的 新 一 轮 基 础 教 育 数 学 课 程 改 革，
初中和高中数学课程都实行 “一纲多本”。

可见，教学大纲／课程 标 准 与 教 材 的 关 系 呈

现 “一 纲 一 本—多 纲 多 本—一 纲 一 本—多 纲 多

本—一纲多本”的 “准循环式”发展。

２．中学数学 课 程 结 构 和 内 容 的 可 选 择 程 度

的变化

“６３大纲”之前的每一部教学大纲中，都没有

选修课程和分类设置的课程，也没有选学内容，即

每一部教学大纲中都没有选择性。 “７８大纲”中，
设置了用!标记的选学内容。 “８２大纲”中，既分

类别设置了课程，同时还设置了选学的内容。“８７
大纲”中又取消了分类设置课程的做法，只设置了

一些用! 标记的选学 内 容。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初 中 的

“９２大纲”中，设置了标注! 的选学内容。与 “９２
大纲”衔接的高中 “９６大纲”设置了必修课程、限

定选修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限定选修课程分理

科、文科、实科三种水平，按类别设置。同时，在

必修课程中，对于立体几何内容，提供了Ａ、Ｂ两

种方案供选用。２００３年颁布的 “０３标准”中也采

用了必修、选修的课程结构，并分类设置数学课

程，选修分为分科选修 （选修１，２系列）和任意

选修 （选修３、４系列）。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中学数学课程的结构和内

容经历了从 “无选学”到 “有 选 学”，从 “选 学”
到 “选修”，从 “选 修”到 “分 层 选 修”的 过 程。
“７８大纲”之后的教学大纲中，基本都设置了选学

内容来体现选择性。“８２大纲”后对高中数学课程

采用必修、选修的课程结构，并分类设置了数学课

程。所以，高中数学课程的选择性是我国数学课程

发展的一个趋势。
（三）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编排方式的发展

变化
数学课程内容的整体编排方式，基本上有两

种：一种是分科编排，即主要根据中学数学各分

科内部 的 联 系，组 织 课 程 内 容，各 分 科 自 成 体

系；另一种是混合编排或称综合编排，即主要根

据中学数学各分科之间的联系，组织教学内容，
将各分科的内容混编在一起。

建国以来，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编排方

式，经历了由 “分科—混合—分科—混合”的循

环式发展。

１９５２年，由于学习苏联，“５２大纲”以及据

此编写的教材也都采用了分科编排的方式。１９５８
年，开始反思学习苏联数学课程带来的弊端，对

数学课程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教材编写以

混编、分科 两 种 方 式 共 存。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全

国没有统一的数学教学大纲和数学教材，教科书

由各地自编或自选，在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前期

采用 混 编 的 较 多，后 期 采 用 混 编 与 分 科 并 存。
“７８大纲”要求把精选出的代数、几何、三角等

内容和新增的微积分等知识综合成一门课，中学

数学教材采用混编方式。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一

些教师反映混编教材不便于教学。自１９８１年 秋

季起，初中数学教材采用代数、几何分 科 编 排。
高中数学教材也从１９８３年秋季开始逐渐改为分

科编排。根 据 “８７大 纲”的 教 材 编 写 又 全 部 回

到了分科编排。“９２大纲”继承了初中数学教学

内容按代数、几何分科编 排 的 方 式。 “９６大 纲”
要求将高中代数、几何的基础知识和概率统计、
微积分的初步知识综合编排，据此大纲编写的教

材也采用混编方 式。 “０１／０３标 准”将 中 学 数 学

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个知识领域及知识单元，数

学教材采用混编方式。
综上所述，“９６大纲”之前数学课程内容采

用混编方式 （称之为 “混编课程”）的时间短暂，
“９６大纲”之后混编课程逐渐稳定下来，成为我

国数学课程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对当今数学课程改革的启示

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发展变化的历程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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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学数学课程改革有以下启示。
（一）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处理好稳定与

发展的关系
对数学课程知识内容变化的统计分 析 表 明：

在数学课程发展过程中，初中代数、平 面 几 何、
三角、统计 初 步４个 知 识 领 域 中，至 少 有６９％
的内容保 持 不 变。在 高 中 代 数、立 体 几 何、三

角、解 析 几 何、概 率５个 知 识 领 域 中，有 近

６０％的内容保持不变。这些保持不变的内容是各

个阶段数学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中的数学基础内

容，也是学生参加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学习所需要

的基本数学内容。这些内容在数学课程中应当保

持相对的稳定性。但数学基础内容不是一成不变

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数学

课程内容在保证基础性的前提下还要体现时代性

要求。因为课程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 才，所 以，
课程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单纯依据社会对数

学的实然需求来确定数学课程内容是不够的，还

需要考虑未来社会发展对数学的需求，这就需要

在选择数学课程内容时具有时代性和国际视野，
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在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不易采取大减大

增的做法。１９５２年，在学习苏联的数学课程时，
从建国以来我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逐步形成的

数学课程内 容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削 减。１９５８年 开 始

进行以增加内容、提高要求为主的调整。“文革”
期间，对于数学课程内容又大砍大减。１９７８年，
基于国家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大大增

加了一些现代化的数学课程内容，致使数学课程

内容过难，教师学 生 不 适 应。从１９８０年 起，又

开始了以减少内容、降低要求为主的调整。这几

次循环型的调整都与课程内容的大减大增有关。
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二）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应与学生接受能
力、教师的教学水平相适应

从建国以来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变化中

可以看出，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是数学课程发展

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内容现代化与学

生的接受 能 力 和 教 育 教 学 条 件 之 间 往 往 存 在 矛

盾。在当前的数学课程改革中我们应该努力处理

好内容现代化与学生接受能力、教师水平之间的

关系。

首先，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现代化一定要与

学生的接受能力相适应。数学课程内容的现代化

不应简单地把高等数学下放到中学，而要考虑学

生的接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对现代化数

学内容进行教育学的加工，探索符合学生认知规

律和接受能力的新体系和呈现方式。另外，增加

现代数学内容，必然要精简传统的数学内容，那

么增加什么，增加多少，精简 什 么，精 简 多 少，
教材怎样安排，这 是 一 个 需 要 全 面 考 虑的问题。
比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和７０年代末的两次数学

课程内容现代化，增加的微积分几乎就是把高等

数学内容作简单的移植而下放到中学数学里，按

照大学微积分的体系 “实数理论—极限—连续—
导数—微分—积分”来呈现内容，并用 “ε－Ｎ”，
“ε－δ”语言刻画极限 概 念，这 种 高 度 抽 象 和 严

格的微积分不符合中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所以学

生难 以 接 受，最 后 不 得 不 退 出 中 学 数 学 课 程；

１９９６年开始 又 增 加 了 微 积 分，起 初 增 加 的 内 容

较多，在实践中发现有些内容与学生的接受能力

相去甚远，到２０００年进行了删 减 和 调 整，对 部

分内容做了灵活处理，其目的是让学生更容易理

解和接受。所以，在中学数学课程中要增加现代

数学内容知识，一定要与学生的接受能力、课程

容量、教 学 时 数 等 因 素 相 协 调，不 能 简 单 地 下

放，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增减，应避免内容过浅与

基础知识的欠缺等问题。同样，也不能使内容分

量过重，理论要求与技巧性要求太高，使得一般

中学生难以理解与掌握。
其次，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现代化还要与教

师的教学水平相适应，特别是要与教师的专业知

识水平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课程内容一味迁就

教师的 原 有 水 平，而 是 要 适 应 教 师 的 发 展 性 水

平，即通过教师自己努力能够达到的水平。实际

上，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教

师专业知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但从中学数学课程

内容现代化的演变历程过程中发现，每次数学课

程改革增 加 的 现 代 化 数 学 内 容 实 施 不 久 就 被 删

减，这在一 定 程 度 上 与 教 师 的 专 业 知 识 水 平 有

关。所以，在 中 学 数 学 课 程 内 容 现 代 化 的 过 程

中，一方面要使课程内容尽可能适应教师的发展

性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教师培训力度，不断

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使教师适应现代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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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内容教学的要求。
（三）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关注地区

差异，分类设置课程，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首先，选 择 数 学 课 程 内 容 应 该 关 注 地 区 差

异，分类设置课程。我国数学课程发展 历 程 中，
在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层面对地域差异关注不够。
目前，基础教育数学新课程实现了 “一纲多本”，
高中数学 课 程 设 置 了 必 修 和 不 同 类 型 的 选 修 课

程，体现了数学课程的选择性。但是，“数学课

程标准”还是全国统一要求，而且存在城市化倾

向，对农村特别是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

地区关注不够。尽管 “标准”中强调，其要求是

基本要求、最低要求，在实施过程中，可以超越

“标准”的要求，这似 乎 体 现 了 一 种 灵 活 性 和 选

择性。但是，在 实 施 过 程 中，在 达 到 “最 低 要

求”上地区间的差 异 就 很 大。而 且 “最 低 要 求”
和 “超越要求”往往不好把握，实际上都变成了

一种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数学课程应当从国家

标准的 层 面，关 注 地 区 差 异，分 类 设 置 数 学 课

程，供不同地区选用。分类设置的课程是指按要

求分层设置课程，既有达到最低要求的课程，也

有超越最低要求的较高要求的，或者更高要求的

课程等。这样，才能使 “标准”中强调的 “最低

要求”和 “超越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数学课程内容选择性应该处理好理想

与现实的关系。从数学课程发展的历程看，在数

学课程的选择性上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７８大纲”中设置了选学内容，但是，选学

内容由 于 考 试 评 价 等 原 因，选 学 内 容 实 际 上 不

学，形同 虚 设。１９８８年 开 始，义 务 教 育 阶 段 的

数学课程实行 “一纲 多 本”，在 统 一 大 纲 下 分 层

次编写教材，同时还出现了统一大纲之外的其他

大纲和教材，呈现 “多纲多本”的局 面。但 是，
这种多层 次 的 课 程 也 未 能 很 好 地 实 施。 “９６大

纲”设置了必修课程、限定选修课程和任意选修

课程。限定选修课程分理科、文科、实科三种水

平，按类别设置。同时，在必修课程中，对于立

体几何内容，提供了Ａ、Ｂ两种方案供选用。但

由于任选课程在实际实施中不好操作，也没有学

校开设，在２０００年修订大纲时又取消了 任 意 选

修课程。２００１年 实 施 的 数 学 新 课 程，除 了 通 过

“一纲多本”体现选 择 性 外，也 在 课 程 结 构 上 体

现选择性。如，高中数学课程从横向上设置了５
个模块必修课程、４个系列选修课程，从纵向上

设置了科目、模块课程。在设计上为学生的确提

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

于受学校软硬件的限制，往往是由学校统一提供

数学课程，学生没有选择余地。
在我国中学数学课程发展过程中，选择性上

出现的反复反映了课程设置时对选择性的理想与

课程实施中实现选择性的现实条件之间的矛盾。
所以，数学课程设置在体现选择性上，要充分考

虑教师、学生的实际和实施的条件。课程选择性

如果脱离了教育环境、学生和教师的实际，就自

然会被淘汰。
（四）中学数学课程内容编排方式的综合化

要以主线统领，各知识领域内容相对集中，不宜
太分散

我国数学课程内容的整体编排方式经历了由

“分科—混 合—分 科—混 合”的 循 环 发 展 历 程。
这一演变 历 程 实 际 上 反 映 了 综 合 课 程 与 分 科 课

程、课程综合化与分化的发展历程。
数学课程 综 合 化 标 志 之 一 就 是 数 学 课 程 的

“整体性”。但是，我国数学课程在综合化方面缺

乏主线统领，“整体性”体现不够。如，１９７８年

的混编教材就是其中一例。当时的混编只是把原

来的代数、几何、解析几何的内容分块编排在一

起，各科 内 容 彼 此 间 联 系 不 够，这 样 的 混 编 教

材，与数学课程综合化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现行

的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采用混编制，在数学课

程综合化方面已有了相当的进步。但客观来看，
只是将几门数学科目根据内容上的相关性组合在

一起，其 “整体性”仍然体现得不够好。尤其是

高中数学课程内容划分为不同模块或专题，不同

的模块或专题知识之间的联络和融合还需要进一

步探讨和完善。
在数学课程内容的综合化过程中，应用具有

“统整”功能的基本概念或思想方法贯穿其全部，
即应该梳理出能贯通不同数学内容的主线 （核心

概念或思想方法），通过这条主线将精选出的数

学知识编织在一起，进行充分的整合，形成一张

网，从而揭示数学的整体性。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刘亦 珩 就 明 确 指 出：函 数 是 数 学 课 程 的 核

心。［５］我国在１９５８年数学教育现代化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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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提出 “以 函 数 为 纲”，把 代 数、几 何、三

角等内容用数学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处理成统一的

数学。从试点学校的实验效果来看，虽然在具体

内容的 取 舍 安 排 上 缺 乏 经 验，但 在 方 向 上 是 对

的，初步显示了以函数为纲统领整个中学数学内

容的优越性。因此，函数是中学数学中具有 “统
整”功能的基本概念，以函数为主线统整中学数

学的内容是数学课程综合化可选择的方式之一。
另外，运算也是中学数学课程中具有 “统整”

功能的基本概念。１９７９年开始试验的 《中学数学

实验教材》中就把运算作为一条主线，将运算律

作为数系通性，通过运算和运算律来统整数、方

程、多项式等代数的基本主题。同时，通过运算

律沟通代数运算与几何推理的联系，以代数运算

作为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训练起步的重点，作为

通往几何推理桥梁，实现了课程的统整。
当然，中学数学课程的综合化不一定只限于

一条主线，可以通过几条主线把中学数学的内容

编织在一起，融会贯通，形成整体。
此外，在数学课程综合化方面的另一种倾向

是：将各数学知识领域的内容细分后，通过某种

情境组织在一起。这是数学新课程采用的一种流

行方式。对此，有研究者认为：数学新课程教材

采用混编的方式，将完整的知识体系割裂后重新

组合，使知识结构变得凌乱松散，违反学生的认

知规律，造成了学生学习上的障碍，对一些内容

采取螺旋上升的处理方式，使学生每学期都学习

不到完整的知识，反而每个学期学习的都是每个

领域中 的 一 部 分 知 识，形 成 不 了 完 整 的 知 识 体

系，有些内容没有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安排，使

得教师 教 得 不 顺，学 生 学 得 不 顺 等 等。［６］可 见，
试图通过对各知识领域细分、打乱知识体系、重

新组合知 识 来 实 现 数 学 课 程 综 合 化 的 做 法 也 不

足取。
因此，在数学课程综合化方面，应当避免两

种倾向：第一，将数学各知识领域按原来的体系

编排在一起，缺乏沟通和联系；第二，对各知识

领域细分、打乱知识体系、重新组合知识。数学

课程的综合化要以主线统领，各知识领域内容相

对集中，不宜划分太细。综合化主要体现在以主

线统领上，而不是打乱原有知识体系、重新组合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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