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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分析】

一刀虽两断　 藕断仍丝连
———析新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的四处分章处理

李　 健

　 　 【摘　 要】致力于使教材更加利教利学,将 2012 年版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的“有理数”“整式的乘法与因式

分解”“一次函数”“圆”四章进行了分章处理. 结合教学实际,对四处分章处理的缘由进行了分析. 向一线教师

提出用好新教材的教学建议:既有必要利用好分章设置的优势,用好“一刀两断”,又应该注重分章内容之间的

联系,做好“藕断丝连” .
　 　 【关键词】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分章;比较

　 　 随着《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

下简称《标准(2022 年版)》)的印发,新一轮数学课

程改革拉开帷幕. 为了落实《标准(2022 年版)》对学

生在第四学段的数学学习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

了 2024 年版初中数学教材(以下统称“新教材”) .
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 2012 年版初中数学教

材(以下统称“原教材”)相比,新教材进行了多维升

级. 其中,对原教材进行了分章处理,即将原教材中的

某章拆分成与之对应的两章. 这无疑是教材升级的显

著特征. 新教材中各处分章处理的原因并不完全一

致,但初衷均是致力于使教材更加利教利学. 因此,了
解教材中的分章处理,并剖析其背后的缘由,将有助

于教师理解新教材、用好新教材.
在原教材的基础上,新教材作出了四处分章处

理,分别是:将原教材中的“有理数”一章拆分为“有
理数”和“有理数的运算”两章,将原教材中的“整式

的乘法与因式分解”一章拆分为“整式的乘法”和“因
式分解”两章,将原教材中的“一次函数”一章拆分为

“函数”和“一次函数”两章,将原教材中的“圆”一章

拆分为“圆”和“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两章.
接下来,本文将对四处分章处理及其缘由进行分

析,并对新教材中的分章处理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一、将“有理数”一章拆分为“有理数”和“有理数

的运算”
有理数及其运算是初中阶段“数与代数”领域的

起点,也是后续学习式、方程、不等式、函数等内容的

基础. 数系扩充是统领基础教育阶段数学学习的一条

暗线,其两个要素包括扩大数的范围和扩充运算. 从
小学已掌握的非负有理数系向初中所学的有理数系

扩充时,有理数的概念及其运算正好对应数系扩充的

两个要素.
在原教材中,七年级上册的第一章为“有理数”.

但由于有理数的运算在后续学习中的重要地位,以及

学生在小学时已经了解了负数的概念,所以实际教学

中的专注点往往落入有理数的运算中,这容易弱化有

理数概念的教学. 此外,相比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

标准(2011 年版)》,《标准(2022 年版)》对于小学阶

段的“负数”的学习要求有所降低,并在初中阶段增

加了“理解负数的意义,会用正数和负数表示具体情

境中具有相反意义的量”的学习要求,这也对新教材

的编写提出了新要求.
基于教学现状与《标准(2022 年版)》的新要求,

有必要通过教材帮助师生强化有理数概念的教与学.
为此,新教材对此处进行了分章处理,将原教材中的

“有理数”拆分为“有理数”和“有理数的运算”两章.
第一章聚焦有理数及其相关的数轴、绝对值等概念的

学习,第二章聚焦有理数的运算法则与运算律的掌

握. 这种分章处理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有理数的

概念,并且为学生掌握有理数的运算提供了更充足的

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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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一章拆分为“整
式的乘法”和“因式分解”

从形式上看,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是互为相反

的变形. 整式的乘法是将两个或多个整式通过乘法运

算得到一个整式,在后续代数运算及许多数学问题的

解决中能起到化简式子的作用;因式分解是将一个多

项式分解为几个整式的乘积,在化简分式、解一元二

次方程等后续内容的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关于原教材的“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一章,

因为缺乏后续知识作为应用载体,所以不易在该章中

较好地体现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的作用(尤其因式

分解的作用难以在该章体现) . 因此,在整式的乘法

与因式分解的实际教学中,非常容易偏向纯粹的运算

操作. 部分学生在还未完全掌握整式的乘法的情况

下,又迅速进入逆向因式分解的学习,容易出现对两

种运算的认知混淆,对两种运算顺序产生“颠来倒

去”之感. 两种运算容易造成相互干扰,对学生的学

习产生不必要的负迁移.
新教材将“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拆分为“整

式的乘法”和“因式分解”两章后,有助于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更好地缓解上述教学压力. 一方面,分章设置

带来对两部分内容的独立学习,有助于学生从形式上

更好地体会两部分内容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分章后

两部分内容的教学容量都有所提升,为学生更好地理

解与掌握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学习机会.
三、将“一次函数”一章拆分为“函数”和“一次

函数”
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运动变化现象,刻画一个

运动变化过程中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使用函

数这一数学模型. 在各式各样的具体函数中,一次函

数是最为基础和简单的. 因此,函数与一次函数具有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在原教材中,函数与一次函数同属于“一次函

数”一章. 从教师对原教材的使用反馈来看,由于该

章的章名为“一次函数”,且一次函数与后续学习的

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是同样重要的初等函数,因此

部分师生容易忽视对函数概念的深度理解,从而将本

章学习的重心仅放在一次函数上.
为了应对教学中可能出现的不重视函数概念教

学的弊端,新教材将原教材中的“一次函数”一章拆

分为“函数”和“一次函数”两章. “函数”一章重在介

绍函数的概念与表示方法,不仅在形式上有助于加强

学生对函数本身的重视程度,而且在内容设置上为学

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认识函数概念、理解函数思想的

学习素材. 与之相对的,新教材中的“一次函数”一

章,则完全聚焦一次函数的教学. 这不仅可以摆脱函

数概念与一次函数同处一章时学生容易轻视函数概

念学习的困境,还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体会“一次函

数”一章的研究路径(概念、图象与性质、函数与方程

(不等式)、应用),这将为后续的“二次函数”“反比例

函数”两章的学习提供借鉴.
四、将“圆”一章拆分为“圆”和“直线与圆的位置

关系”
圆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几何图形,圆的相关知

识是初中阶段“图形与几何”领域的重要学习内容.
在初中阶段“图形与几何”领域的“图形的性质”主题

中,相交线与平行线、三角形、四边形等几何研究对象

均属于直线形图形,圆则属于曲线形图形. 初中阶段

对圆的学习,不仅包括圆的相关概念、性质及计算,还
涉及圆与直线、三角形、正多边形等直线形图形的关

系,后者属于直线形图形与曲线形图形的结合.
原教材将所有与圆相关的内容整合于“圆”一章

中,虽然这些内容都与圆相关,但细分来看,此章既包

含对圆自身的研究,又包含对圆与直线形图形的关系

的研究,使此章具有了两个相对独立、各有特点的知

识团. 这也致使此章内容较多,整体稍显庞大.
为了降低原教材中“圆”一章的容量,新教材将

其拆分为“圆”和“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两章. 这种

处理方式使得学生先聚焦圆的相关概念、性质及计

算,在完成好独立的曲线形图形(圆)的学习后,再研

究直线形与曲线形图形的结合,既使“圆”一章的容

量减小,又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体会“从直线形到曲线

形,再到直线形与曲线形结合”的整体研究思路.
五、关于分章处理的教学建议

新教材的四处分章处理,对教师用好教材提出了

新的挑战. 针对分章处理,既有必要利用好分章设置

的优势,用好“一刀两断”,又应该注重分章内容之间

的联系,做好“藕断丝连”.
(一)充分发挥“一刀两断”的优势

新教材将原教材中的“有理数” “整式的乘法与

因式分解”“一次函数”“圆”进行拆分,这种形式上的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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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真实性,适当引入数学文化[1]92 . 李大潜院士曾

指出:数学的课堂教学,在讲授数学知识的同时,要揭

示它们在数学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及作用,因势利导、
顺水推舟,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使学生在润物细无

声之情景中得到深刻的启示[2] . 本节课教师设计了一

道(a + b) n 展开式的探究题目,学生通过计算、尝试、
探索、总结,最终发现展开式的系数跟杨辉三角之间

存在紧密联系. 借此契机,教师把我国南宋著名数学

家杨辉的生平及他的主要贡献进行了简单介绍. 这样

的设计既发展了学生的推理能力,又引导学生亲身感

受古人的智慧. 当前,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之际,我们教

师要不断深入研究,增强数学文化和初中数学教育的

深度融合. 教学中要渗透一些必要的数学文化知识,
可以在讲课中渗透,也可以把相关的数学文化知识布

置成课外作业或者小论文的形式,让学生查阅相关书

籍、文献资料,也可借助网络寻找有用信息,以此让他

们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提升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实

现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44.
[2]李大潜. 数学文化与数学教养[J]. 中国大学教学,2008

(10):4 - 8.

　 　 【作者简介】吕亚军,江苏泰州人,江苏省苏州市

振华中学校副校长,正高级教师(215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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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课题“指向初中生数学抽象素养发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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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0 页)
“一刀两断”,在已有的教材修订中并不少见. 例如,
1992 年的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中的“三角形”一章,
在 2004 年版初中数学教材中拆分为“三角形”“全等

三角形”“轴对称”“勾股定理”四章. 这种分章处理的

优势体现在分章处理后被分开的内容不再相互干扰,
有助于学生更加重视,也有更充足的时间专注于分章

后各部分内容的学习. 教学时,要注重利用好这种

“一刀两断”带来的优势,不要辜负了教材编写者的

一番苦心.
此外,还需注意对原教材中“有理数”和“一次

函数”两处分章的重要原因的回应,即加强原教材

中关注度相对较弱那部分内容独立成章后的教学,
包括有理数和函数的概念教学. 概念是数学学习的

基石,概念教学是发展学生抽象能力的关键,希冀

教师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分章处理为概念教学

带来的优势.
(二)做好分章内容的“藕断丝连”
虽然分章处理有利于加强被分开后各部分内容

的学习,但也要注意分章后可能降低了原本处于一章

中两部分内容间的关联性. 如何在教学中做好分章内

容间的“藕断丝连”,这是对教师提出的新挑战.
首先,教师需要认真分析分章处理的内容,找到

分章内容间的逻辑关联性. 上述四处分章处理的逻辑

关系主要包括:从数系扩充看有理数和有理数的运

算,整式的乘法与因式分解是互为相反的变形,函数

与一次函数具有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图形的研究路

径看圆和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其次,对于分章后的

两部分,要注意结合各自部分的章节引言、正文核心

知识、衔接语、小结,甚至习题中体现关联性的内容,
使学生感受到两者之间的“藕断丝连”. 例如,新教材

“有理数”一章中引入的数轴,成为下一章归纳有理

数加法法则的重要载体;而“有理数的运算”一章的

引言“数的范围扩大到有理数后,就要研究有理数的

运算”,则有助于学生感受有理数的运算是上一章内

容的合理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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