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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师应如何开展教材的分析与比较？

□ 徐文彬

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和《义务

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指导下，小学数

学教材成为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和主要

依据。那么，如何使其成为推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的主要学习资源呢？

显然，教师对所使用教材的深入分析、对相关

教学内容的比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判断与把

握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但分析是比较的基础。

因此，教材分析应当是教材比较不可或缺的准备。

教材分析主要依据现行的课程标准、数学学科的内

在（或历史）逻辑以及学生的学习（或发展）逻辑进行。

就教材比较的类型而言，可以对同一版本教材

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进行纵向比较，也可以对不同

版本教材之间的差异进行横向比较。就教材比较

的时间范围而言，可以选取整套教材进行比较，也

可以选取某一册甚至某一章节进行比较。就教材

比较的内容范围而言，可以是所有内容的全面比较，

也可以是专注于某个特定内容乃至具体内容的局部

比较。此外，还可以采用纵横交错、点面结合乃至多

维度结合的方式进行比较，以适应不同的分析需求。

在明确了教材分析依据和教材比较类型之后，

接下来的关键便是如何具体实施教材分析与教材

比较。第一，需科学、合理地构建分析框架，为后续

的分析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第二，将这一分析框架

应用于所要分析的教材内容之中，包括同一版本在

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同一时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

第三，通过适当的方式，如实证调查、统计图表等，

直观描述分析结果，便于深入理解与探究。第四，

就教材的变化或差异进行概括性描述，提炼出基本

结论，明确各自的显著特点（或优势），并指出可能

的改进或完善的方向。第五，结合教学实践与反

思，提出教材运用的教学启示或建议，以供自身或

同仁参考借鉴。

对于一线小学教师而言，在对教材进行分析与

比较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在于构建一个科学、

合理的教材分析框架。实际上，在深入理解课程方

案、课程标准以及待分析与比较的教材内容的基础

上，教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一是直接应用成熟的

教材分析框架进行教材分析与比较；二是参考并借

鉴成熟的教材分析框架，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形成具

有个人特色的教材分析框架；三是广泛参考成熟的

相关教材分析框架，融合创新，创造出符合个人需

求的教材分析框架。在此过程中，不论是直接应

用、参考借鉴，还是在广泛参考的基础上创新已有

框架，教师都应保持独立思考和目标追求，即“用教

材教，而不是只教教材”。换言之，一线教师进行教

材分析与比较并非单纯判断教材的优劣好坏，而是

为了汲取各家之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提升课

堂教学质量，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这实质上是一种

数学思维方式的培育。

在教材分析与比较基础上进行的判断与把握，

更离不开教师对多个层面的深入思考与辨析。具

体包括对教育目的（哲学层面）的深刻理解，对教育

目标（政策层面）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课程目标、课

程内容、教学目标（实践层面）的细致规划，还包括

对学业质量（现实层面）的客观评估。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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