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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材是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它是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也是教

师教授、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工具，因此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教育质量。

本文以一年级“比长短”教学内容为例，通过分析香港与内地教材发现，二者

在教学时间、阶段上的安排基本是一致的；在课时安排上看，香港教材的编排

过程比较精细，步子小，节奏慢，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因此课时安排也较

多些，而内地教材给教师们提供了更多留白的空间；从单元主题侧重看教材编

写发现，内地教材更注重知识内容的整体性、阶段性，而香港教材更注重知识

的系统性和纵深性，并兼顾开放性和拓展性；从内容素材呈现的方式看，香港

教材提供的学习素材更加全面、丰富、多元，体现学生多种感官的参与；从课

后练习编排，内地教材的练习题目较少，内容、形式比较单一，香港教材则更

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语言表达、数感、数学推理方面素养的培养与训练。由此

启示，教材编写的情境题材选择要丰富且有内涵，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要注

重知识的系统与结构化呈现，提高学生思维质量；练习设计要丰富且多元化，

进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正文】 

教材是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它是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也是教

师教授、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工具，因此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教育质量。以

下通过内地、香港两个版本教材在一年级“比长短”的教学为例，谈谈我对内地、

香港小学数学教材编写异同的一些看法。 

    一、从教学时间上看教材编写异同 

内地某版教材将“比长短”这一内容安排在一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比较》的

第二课时，香港某版教材将此内容安排在一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长度和距离》中。

从时间上看，香港、内地两版教材对于相同教学内容在教学时间、阶段上的安排

基本是一致的。 

二、从课时安排上看教材编写异同 

内地某版教材“比长短”的教学内容是《比较》单元的其中一课时，主要学

习高矮、长短的比较方法。香港某版教材将这一教学内容安排在一个单元里，需

6 课时完成，教材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与“比长短”相关的知识、概念、方法等。

同此可见，香港教材在相同教学内容的编排上较内地教材更精细，步子小，节奏

慢，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因此课时安排多些。相较内地某版教材内容简单明

了，往往以点概面，给教师研读教材提供了留白的空间。  

三、从单元主题侧重看教材编写异同 

内地某版教材“比长短”的教学内容所在单元主题是——比较，这一单元除

了比长短、高矮，还有比较事物的大小、多少、轻重等，显然将教学的侧重点放

在“比较”的数学活动经验和数学方法的体验上。纵观整个单元是从数学思想方

法的角度整合教学内容的，从知识层面也为后续“量与计量”领域的学习奠定基

础。这样的编排不仅体现知识内容的整体性、阶段性，也体现了核心素养培养的

一致性。 

香港某版教材“比长短”的单元主题是——长度和距离，这一单元都是在围



 

绕“比长短”这一知识内容展开，先安排物体“长度”的比较，之后又将“长度”

的比较延伸到了“距离”的比较。纵观整个单元更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纵深性，

兼顾开放性和拓展性，为后续同一领域知识的学习铺垫意图明显。 

四、从内容素材呈现的方式看教材编写异同 

（一）概念与方法 

两版教材对“比长短”的方法都做了强调，内地某版教材采用的是人物对话

的方式呈现比较的方法；香港某版教材则在出示一个例题后，就呈现了概括性的

比较长度方法（见表 1）。 

 

表 1 内地、香港教材“比较长度”方法比较 

内地版教材 香港版教材 

                                    

 

 

 

我们可以先把物件的其中一端对齐，

再比较长度。 

 

由此可见，内地某版教材是结合具体的情境描述比较绳子长短的方法，教师

需要引导学生思考书中出现的几个“比长短”活动方法的异同，总结比较长度的

方法。香港某版教材直接出示了比较长度方法的结论，明确且具有概括性，有助

于教师明确把握教学重点，如果能在学生经历了多个活动的比较体验后再出示结

论，则对教师的教学过程具有更好的导向性。 

除此之外，香港某版教材还介绍了用       符号表示物件长度，教材明确

指出：高度、宽度、厚度也是用来表示物件的长度；长短、高矮、宽窄、厚薄都

是形容长度比较后的结果等。在比较物体的长度后，教材还在学生认识“长度”

的基础上，认识了“距离”，体悟物体的长短与空间的长短的联系与区别。由此



 

可见，香港某版教材对有关“比较长度”的概念呈现清晰、有序且完整，有利于

学生对有关“长度”概念的完整认知，值得借鉴。                                  

（二）逻辑结构 

两个版本的教材在学习内容编排的次序上都呈现了一定的逻辑结构。内地某

版教材以一组问题——3个“问题串”为主线来完成“比长短”教学，虽然是简

单的 3个小问题，但在编排的体系上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体现知识由浅入深的发

展过程以及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图 1）。 

 

 

 

 

 

 

 

 

 

 

图 1 

 

第一个问题是“比高矮”，学生通过比较得出比较高矮的方法：脚站齐身站

直。第二个问题是比较绳子的长短，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第一个问题比高矮我

们看到它有一端是自动对齐的——也就是脚都站在地面上，而比绳子的长短需要

学生寻找把一端对齐的方法，更凸显了比较长短的本质：一端对齐。由此可见，

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用层层递进的方式揭示了两种比较方式的相

同之处：同一起点，站（拉）直。第三个问题是比较同起点同终点的两条路的长

度，用数格子的方法，化曲为直，自然从形象的直观比较过渡到用“计量单位”



 

比较的过程，为今后学习用统一的单位计量长度奠定基础。由此可见，三个问题

情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关联层层递进，学生思维也在第次发展中提升。 

香港某版教材对“比长短”的教学内容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的。第一个层面是

从直观的角度比较长度，如一眼能看出两支铅笔的长短，两棵树的高矮，两扇门

的宽窄以及两本书的厚薄等，例举的情境素材丰富，几乎涵盖了比较长度的所有

情况——长度、高度、宽度、厚度等，可见香港教材编写的特点——细致、全面。

第二个层面是不能直观看出长短，如把两个长度相近的物体左右并排放在一起，

如何比较？以此来揭示比较的方法：先把物件的其中一端对齐，再比较长度。第

三个层面就是以自订单位来比较长度，如用相同的纽扣来比较故事书与图画书的

长度，也体现了从“直观比较”到“单位计量”的过程。 

综合以上比较会发现，内地某版的“3 个问题串”的教学内容与香港某版教

材比较长度的“3个层面”的问题是一一对应的（见表 2）。 

 

表 2 内地、香港教材“比较长度”编写结构比较 

 

不同的是，香港某版教材提供的学习素材更加全面、丰富、多元，体现学生

多种感官的参与。三个层面的教学内容层次清晰，但内容相对独立，缺乏内在联

系。内地某版教材情境素材相对简单、单一，但更注重情境素材背后知识的紧密

关联与逻辑顺序，紧紧围绕知识、方法、思想等发生发展的过程，围绕目标按照

内地版教材 香港版教材 

问题 1：比较高矮（直观比较） 

问题 2：比较长短（揭示比较长度方

法） 

问题 3：谁走的路长（单位计量）                           

 

层面一：直观比较长度 

层面二：并排比较长度（出示比较长度

方法） 

层面三：自订单位来比较长度（单位计

量） 



 

一定的结构精心设计，引导教师注重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提升。 

五、从课后练习编排看教材编写异同 

在课后练习编排方面，内地某版教材的练习题目较少，内容、形式比较单一，

对于“比较长度”的练习设计仅局限于高矮和长短的比较。相比之下，香港某版

教材练习设计丰富、多元，不仅提供的比较素材丰富多彩，更注重学生动手操作、

语言表达、数感、数学推理方面素养的培养与训练。如，同桌相互比铅笔的长度

（操作活动）；根据图片说一句比较长度结果的句子（开放性语言表达）；根据文

字描述，把雨伞由长至短排列出来（数学推理）等，既重视知识技能的巩固，又

比较全面地关注学生能力素养的培养与训练，值得学习和借鉴。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内地、香港的小学数学教材编写各有优劣，虽然

版本不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1.情境题材选择要丰富且有内涵，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教材要关注设计有趣的、现实的、蕴涵数学意义和富有挑战性的情境，情境

设计上要注重题材的多样与丰富，情境的素材来源尽可能真实、丰富，且富有文

化内涵，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 

2.注重知识的系统与结构化呈现，提高学生思维质量 

教材要展现知识、方法、思想等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问题设计、内容编排

要体现结构化和关联性，围绕核心问题凸显知识本质，让学生经历思维不断提升

的过程。引导教师用“整合”和“联系”的观点解读教材，提高课堂效率。 

3.练习设计丰富且多元化，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教材要注重设计一些促进理解及富有挑战性问题的习题。题目的设计要与教

学目标对应起来，数量合适、层次合理、形式多样，既要关注巩固学生所学的知

识技能，又要关注引发学生多种感官形式的参与，全方面提升学生的数学学科素

养，让不同学生在数学上获得不同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