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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新课标数学教材科学性和

数学式符号、格式的差错分析

胡　晋　宾
（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１０００９，南京）

摘　要　分析当前高中新课标数学教材中的一些科学性差错，
以及数学式符号、格式在标准化编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小学

教材的编校质量和在编排标准化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应

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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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４年秋季以来，我国先后有广东、江苏等２０
个省（直辖市）进入高中新课改实验。根据教育部的

计划，高中新课程将于２０１０年以前在全国推开。高中
数学新课标教材现有６个版本，每个版本２６本教材
（必修５本，选修２１本），这一变化相对以往教材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

在本文中我们就高中数学新课标教材的编校质量

和编排标准化问题进行分析，期望引起有关同人的

关注。

１　科学性

　　虽然中学数学教材中的知识内容不算艰深，但是
稍不留意，也会犯些科学性错误。

１）照排差错。某教材把１２错排成了１２。
２）忽略了数学和现实的差异。某教材在讲解映

射概念时，认为“法则ｆ：国家ａ对应它的首都 ｂ”是一
个映射。实际上，它不满足映射的定义，因为世界上有

的国家有经济首都和政治首都之分，所以一个国家可

能有不止１个首都。
３）行文不严谨或语义有歧义。欧阳昌常［１］指出，

某教材在讲解“两条直线平行与垂直的判定”时，就忽

略了当直线与ｘ轴垂直时斜率不存在的情况。田彦武
等［２］指出，某教材的递增、递减数列的定义不严谨。

除了数学知识性方面的差错外，数学图形、图象也

是非常容易出错的地方。

１）图文不匹配。比如，某教材设置了一个有关抛
物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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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但是所配的图片却是实为悬链线的美国圣路

易斯市的地标性雕塑“西进之门”。

２）图象不精确。笔者责编的教材中函数ｙ＝３
ｘ
２ －

３的图象就因为把图象画到了渐近线 ｙ＝－３以下而
出错。庞进发［３］也指出，某教材中的对数函数图象与

渐近线ｙ轴明显相交了。

２　字母符号

　　字母符号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使用的
字母符号不理想或者有歧义，二是使用的字母符号和

最新的规范标准相冲突，三是使用了不规范、不统一的

字母符号，等等。

１）取整、中括号。欧阳昌常［１］指出，某教材中的

取整函数 ｆ（ｘ）＝［ｘ］和函数的平方如 ｇ（ｘ）＝２－
［ｆ（ｘ）］２发生混淆，后者最好改为ｇ（ｘ）＝２－ｆ２（ｘ）。
２）数集。对于数集Ｎ、Ｚ、Ｑ、Ｒ、Ｃ来说，排除元素

０以后的数集，用相应符号右侧加上标“”或者下标
“＋”来表示［４］。例如，Ｎ和Ｎ＋都是表示除０以外的
自然数集（０是最小的自然数），即正整数集；但是，这
被人们想当然地类比到了实数集及其他数集上面，以

为正实数集就是Ｒ、Ｒ＋或 Ｒ
＋，并在一些教材和杂志

中大量出现。实际上Ｒ或Ｒ＋均表示非零实数集。
３）因为、所以（∵、∴）。以前几何学中的因为、

所以的符号是∵、∴ ，来源于日文文献［５］１４３，因为书写

简便而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但是，它们不是国际标准选

定的符号：因此，建议教材就用中文“因为”“所以”来

表达因果推理。

４）值域。庞进发［３］指出，某教材的定义“函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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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ｆ（ｘ）｜ｘ∈Ａ｝叫做函数的值域”不符合集合描
述法表示的规范性。其实，文献［４］规定，“使命题
ｐ（ｘ）为真的Ａ中诸元［素］之集为｛ｘ∈Ａ｜ｐ（ｘ）｝”，因
此，竖线后是集合元素的共同特征；而前述值域定义中

ｘ∈Ａ只是ｘ的特征，故应改为｛ｙ｜ｙ＝ｆ（ｘ），ｘ∈Ａ｝。
５）子集。在根据大纲编写的较早版本的教材中，

子集关系用（）表示，真子集关系用（）表示；
稍近一些版本（如根据２００２年大纲编写）的教材中，
子集关系用（）来表示，而真子集关系用（）来
表示。文献［４］指出，符号 和（或、）均表示
子集关系，而符号或表示真子集关系。有的新课
标教材里只规定子集关系用表示，但是，在习题里却
又出现符号。这会造成一定的符号混乱，使得读者
茫然，不知所措。

３　格式体例

　　格式体例方面出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造成
的：没有执行新标准；标准没有得到严格的一贯执行；

等等。

１）转行。对于数学式的转行，“当一个表示式或
方程式需要断开、用２行或多行来表示时，最好在紧靠
其中记号＝，＋，－，±，，×，·或／后断开，而在下一
行开头不应重复这一记号”［４］；但是，许多教材都没有

彻底执行这一规定，比如文［６］第９５面第８行。
２）单位。单位符号不统一比较突出，有的用国际

符号，而有的却用中文符号，比如年不用“ａ”，天不用
“ｄ”，小时不用“ｈ”。在有的教材中，用特定的单位表
示量的数值时未采用“量／单位”的标准化表示法，或
者表示方法不统一，既有用“ｔ（ｍｉｎ）”的，也有用
“距离 ／ｍ”的。
３）不等式（方程）组。有的教材的不等式（方程）

组中，有多处标点符号不一致。比如，文［６］在第 ８１
面不等式组中的前面３个不等式之后用的均是分号，
在第９７面第３题、第１０６面第２题等不等式组中的不
等式之后都没有使用点号，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的不等

式组中用的却是逗号。

４）数理公式。陈浩元［５］１４６１４７指出，数学式的排版

应该尽量做到简明、准确、规范、美观，应该注意尽可能

节省版面等问题。对于数理公式的排版，一些重要的

算式可以采用独行居中的排法，并且应该尽可能做到

风格统一、重心均衡、方便阅读和美观大方；而对于一

些并不重要的或者后文不会引用的数理公式，可以串

文排，这样既可以节约版面又可以提高阅读效率。然

而，在文［７］中，有的地方把推理关联词“因为”“所
以”等独行顶左排版，接下来的数学公式独行居中排

版；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甚至

在同一题目中也有出入。另外，在有的教材中，结构简

单的单项式也独行居中排版，有些浪费版面。

５）正、斜体。文献［４］规定，变量、变动附标及函
数用斜体字母表示，而有定义的已知函数用正体字母

表示；然而，在文［７］的第８７面、文［８］的第４２和５７
面，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判别式 Δ却用的是正体。在湘
教版的第２册中，三角函数符号在正文中都是正体，而
在侧边栏有关倍角公式 Ｓ２α，Ｃ２α，Ｔ２α中的 Ｓ、Ｃ、Ｔ都错
排成了斜体。有的变量，该用斜体的，却用了正体。

６）表头不明确，图表编码不连续统一。如文［６］
第４６面。

４　结论

　　郑进保［９］曾于２０００年指出当时数学教材在执行
国家标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

该问题在新课标数学教材中依然存在。实际上，许多

编校问题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最新的国家标准而引起

的；因此，一方面，中小学教材的编辑应该提高认识，与

时俱进地掌握并执行最新的标准和规范，自觉成为国

家标准的坚决执行者，使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排成为

未来科技工作者们的榜样楷模，另一方面，建议国家标

准制定部门把最新标准的 ｐｄｆ文件作为公共产品上
网，以供社会大众方便地免费查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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