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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材评价标准引导教材质量与教学效果的提升，并使教材的研制与开发、编写与出版、发行与选用得以衡量与反思，进

而使教材更能适应教学的需要与学习者的能力水准。综合发达国家中学教材的研究概况与启示，紧随现今核心素养的教育思

潮，教材定位为科学的集合、学习者与外界互动探究的主要媒介、教育教学的支持性工具，提出对于教材评价标准的设计应从

以下六个维度入手：价值与思想文化、知识、逻辑结构与心理发展、内容适切性、编写与设计、时代发展。在六个评价维度的基

础上，结合初级中学数学的学科特点与现用教材，设计初级中学数学教材评价标准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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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ing material evaluation standard guides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 quality and teaching effect, and mak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and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be measured and reflected,
so that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an better adapt to the needs of teaching and the ability level of learners. The paper has reviewed th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middle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wake of the core literacy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eaching material as a collection of science, the main media of the learners to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s
well as the supporting tool of education teaching.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has been put forward from six dimen⁃
sions: value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knowledge, logical structure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ontent relevance, composition and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ra. On the basis of six evaluation dimensions, combining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and the current teaching material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
matics teaching materials is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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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提出要依法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提高教育水平，重点推进均衡发展。对于基础

教育而言，课程、教学、教材是提高教育水平的主

要抓手。教材作为课程理念与课程标准的文本

反映，兼具学习资源与教学介质两种工具属性。

伴随着世界课程改革推陈出新的浪潮，我国就势

提出要对学习者进行“关键能力”培养，那么教材

作为课程改革的先行阵地承担了对于学习者“关

键能力”培养的重责。对于初级中学的学习者而

言，教材的逻辑编排与知识建构影响着其逻辑思

考能力、联结与发散思维、分析能力的发展。初

级中学教材的内容准确性、知识与文化选择、材

料和设计等方面存在学段上的不均性、质量上的

欠优性及学科群的失联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初

级中学学习者学科素养与能力的发展。故对初

级中学教材进行评价标准的设计和研究具有现

实意义，可以深化对于初级中学教材质量状态和

功能需求的认识，提高现代初级中学教材的品质

和评价水平。

一、教育发达国家初级中学教材评价标

准研究趋势

国外对于中学教材的评价研究在基础教育

改革中占有重要位置，各国在其教育领域中也各

自为营，研制了适应本国中学教材实际情况的评

价标准。现对中学教材评价研究具有代表性的

英国、美国、比利时、德国四个国家的中学教材评

价标准在实施中的主体性因素、实际可操作性、

结构框架的整体性、阶段评估动态化四方面进行

评析。

（一）英国中学教材评价标准概况

英国自统一全国课程以来，并未对中学教材

编写、发行作统一规定，故在中学教材管理上采

用自由制的管理制度，由科研机构进行教材评价

标准的测定与发布。英国中学教材评价研究成

果首屈一指的代表性成就为“苏克萨斯方案”，该

方案由迈克尔、伦恩、乔治三位学者研制而成［1］。

因由科研专家制定，跳出了学校教育的囹圄，所

以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多元性得以保障，评价方

式更为灵活。

该方案划分为五个维度，分别是“引言、描述

性分析、教材使用、评估、具体情境提示”，研制具

体的动态与静态指标共43项，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其中第三维度“教材使用”作为教学实践中

一个动态与完整的过程，具有时间先后的排列顺

序，故将其划分为三个子维度：使用前、使用中、

使用后。针对三个子维度又填设了16项具体指

标，“使用前”主要为检测所用教材对学习者产生

的潜在价值；“使用中”涉及以下14项指标：运用

说明的清晰性、编排设计的清晰性、文本的可理

解性、学习任务的可信度、学习任务的难度、学习

目标的实现度、区域适宜性、可行性、可教性、灵

活性、启发性、激励性、作用力、提高短期学习的

有效性；“使用后”则侧重学习者对于教材使用完

成的效果进行的测量分析。该方案较为立体化，

在使用过程的横向评估中，贯穿以学习者的需

要、任务、效果为评判依据，纵向以学习者主体学

龄阶段的不同，渐次连结教材结构，量化各个过

程并辅之以质性研究手段，在实际运用中拥有较

强可操作性。

（二）美国中学教材评价标准概况

由美国AAAS研制的“2061计划”为教材研究

者所广泛关注，其规定在选择教材时，通常会考

虑几个因素特征：教材中涵盖的主题范围，写作

难度水平，插图和色彩的运用，伴随实验活动的

阵列注重学生的多样性，教师资源材料的范围和

成本。故其侧重于教材是否符合以下两个基本

要求：其一为内容主要集中在一套连贯的重要

的、已明确规定能与年龄相适应的学习目标的教

材；其二为该教材的教学设计能有效地支持特定

学生的成就学习目标［2］。

“2061计划”方案根据上述两点基本要求，维

度划分界限明显，一为“内容分析”，二为“教学分

析”［3］，下设22条具体指标，前者注重对教材静态

的文本内容进行具体剖析，包括教材实际内容与

课程标准的一致性、相关知识点与过渡知识点的

连结与一致性、内容的准确性、案例的可论证性

与呈现信息的可接受性；后者则关注使用主体的

情况，对于学习者学习需要的分析、学习者特征

的分析及学习内容的分析，增强教材使用目标的

指向性，考虑学习者实际与教材内容的适切性，

扩大学习者的课堂参与度，提升其逻辑思考能力

和目标意识。当然，美国因其政体的特殊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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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均有所差异。各州自

行实施教材评审制度，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

较为突出。佛罗里达州的教材评价标准划分为

内容、表述、学习三维度，设置22条子维度、46条

具体指标，并附带详细的使用说明［4］。

（三）比利时中学教材评价标准概况

比利时运用核查表法等评价工具，根据全面

的具体指标制定了评分等级量表，用以量化和科

学化教材的具体评价情况。

比利时的教材评价标准划分为以下7个维

度：外观、文本内容、编排结构、可读性、插画图

表、学业评价、教材使用，下设27个子维度与145

条具体指标［5］，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全面、系统、细

致，具体到教材评价的各个细节角度。这一方案

值得借鉴的是在其设置具体指标时，以实施主体

为研究对象进行区分，即教师和学习者的指标指

向有所不同，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了

评价标准的主体性。再者，维度划分极为细致，

对于结构的完整性与连结性、内容的可读性与丰

富性、使用过程的动态评价层次均着重体现，对

我国中学教材评价标准的完善有指向意义。

（四）德国中学教材评价标准概况

《教科书质量：教科书标准指南》提出德国中

学教材评价标准由以下七组标准构成：教材的质

量标准、作为学习者用书的教科书质量标准、主

题单元的质量标准、教科书内容的质量标准、教

科书教学设计的质量标准、教科书语言的质量标

准、教科书电子成分及电子教科书的质量标准，

下设43个维度，并给予标准定义与解释［6］。值得

注意的是第四组标准“教科书内容的质量标准”，

该标准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与形而下的实践层

面分别强调了内容的准确性，上到教育目的、学

科素养、价值观与民族文化和学科性质的一致

性，下到内容的选择、概念与知识体系的呈现，从

水平与垂直两方向分析知识内容的连结性。再

有第五组标准“教科书教学设计的质量标准”，包

括对于技术与插图、教学价值、问题与任务、途径

与方法，主要针对学习者学习过程的效果评价，

帮助学习者实现探究学习、发现学习、交互式教

学等，支持其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成长与

发展。最后一关键组为“教科书电子成分及电子

教科书的质量标准”，包括电子成分的价值、平衡

与结构、学习者的需要。该组立足数字时代，关

注现代激增的电子教材，为学习方式、教学互动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二、教育发达国家初级中学教材评价标

准的特点

（一）教材的划分角度多样性显著

综观上述各国的中学教材评价标准概况，划

分角度呈多样性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体现。

第一，标准框架一般划分为文本内容的分析与应

用效果的评析两大层面，既对教材的设计、内容

选择、知识建构、文化选择、呈现与连结加大注意

力，同时对应用的整个过程的教与学所产生的影

响和效果有重要关注；第二，主体分明，无论对教

材认知的适切性、使用的实效性，教师与学习者

作为宏观教学活动的两个主体，对教材承担不同

的任务。教师主要涉及对教材的解读、更新教学

观念、转变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成效；学习者作为

教材使用的受众，主要涉及思想态度的引领、学

习方式的转变、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融合、实

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及核心素养的塑造；第三，

在使用的整个过程中根据时间前后，将评价动态

化，考虑到了不同阶段的相应状态的应然呈现，

使评价更为准确化。

（二）教材的教学指引性强

国外中学教材评价标准皆强调教材对于教

与学的指引性，着重指引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

习，包括教学活动的具体设计、教师的教学环节

设定、知识点案例的分析、解决方法的示范与发

散、学习者兴趣点的关注等，这些教与学的各项

问题都在教材中得到直接体现。教材对于教学

的引领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体现国家意志与教

育目的更为直接，所以国外教材的评价标准最主

要的是对教学内容与教学途径的评价，对教材的

文本内容剖析的更为深刻，以实践促评价。

（三）定性与定量的评价有效结合

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的定性研究与以实证

研究为理论基础的定量研究，前者为后者提供理

论假设，后者研究和验证前者的假设，两种研究

以数字和非数字为区别，但实际为并存与互补的

关系，两者的整合为教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法

论基础，也是教育领域各要素研究的趋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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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国外中学教材评价标准以文本的表现形式

被定义和假设出来，描述教材在各个过程、不同

主体之间的应然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及使用后的

评价采用量化赋分的形式，验证评价标准的文本

信度与效度，为教材的编写、内容结构、使用主体

等层面提供直观性的证据，螺旋回归式地完善评

价标准，适合实际和主体，加强可操作性。

（四）价值观导向与时代性较弱

任何学段与学科的教材首先是国家意志的

集中体现，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是价值观的导

引方向，是民族文化的传播与认同，是个人与集

体情感的表达与汇集，是时代的发展与方向的学

术体现。但在国外中学教材评价标准的研究中

发现，对于教材的学问化评价则更为看重，以上

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维度划分中，教学的内

容、过程、设计、语言等都为显性的直接体现，而

对于价值观导向和时代性的并没有在维度划分

中体现，弱化了其在教材评价中的引领性，故应

该将其作为整体维度贯穿于评价的每一个环节，

实时量化其表现程度。

三、我国初级中学教材评价标准的维度

划分

所谓教材评价的维度，即指应从什么角度出

发对教材的质量进行不同程度的检测，每一个维

度都代表教材质量应满足的一个方面［8］。对教材

评价标准的维度划分是对教材本身功能主体性

的反映，一要满足作为价值导向的思想文化引领

的作用，二要满足作为学习的向导式资源的知识

引领作用，三要满足教材逻辑结构编排与连结和

学习者身心发展之间呈正相关的结构与心理主

线的双重引领作用，四要满足内容与案例的适切

性，包括对使用主体、教学环境、教与学能力的适

切，五要满足编写与设计的质量要求，六要符合

时代发展的要求，以现时的眼光和角度引领教材

的评价。根据以上所述教材应满足的要求，将教

材评价标准的维度确定为以下六项。

（一）价值与思想文化维度

教材从属性上看虽属工具性，但其在学习资

源与教学介质的基础上不仅是学科化知识与智

力能力的体现，同时反映着信仰和态度、人生观

与价值观、思想修养的方向与水平、道德情操等

精神文化，潜移默化地对学习者进行人性的质的

熏陶与指引。这一维度考虑的是教材质量水平

最为基础的意识方向，简称为价值与思想文化维

度，应包括：教材的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与历史

观的哲学主线、教材对国家教育政策与社会主流

价值观的体现、教材体现的对于人生的崇高信仰

与积极态度、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导引、教材对于

传统民族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认同与吸收、教

材在激发和提高学习者思想道德和素养的水平。

（二）知识维度

教材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作为教学媒体与知

识载体，是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教学活动的直接

对象，实质上是教学中的目标或内容，包括概念、

原理、法则等知识和技能，那么这也体现了教科

书的信息功能，即选择、传递对学习者有价值的

真实信息和知识，这是教材质量评价的重要维

度，称为知识维度。该维度应该考虑的问题有教

材知识体系的连结、教材知识内容的准确性与合

理性、教材知识体现学科基本结构与方向的水

平、教材的知识对于学习者核心素养的引导。

（三）逻辑结构与心理发展维度

教材结构应遵循本体结构与主体结构两方

面原则。所谓本体结构即教材自身在内容编排

与连结、结构预设与渐进、功能固着与发展等方

面所体现的逻辑合理性，它是对知识体系建构的

过程，即要满足教材在知识陈设时在同教材不同

知识间、同一年级不同学科教材间、同一学科不

同学段间的逻辑合理性。所谓主体结构即教材

使用的主体——学习者的心理发展规律要与知

识内容存在一致性，在内容的选择和表达上遵循

学习者心理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趋势，使教材

适应学习者而不是学习者机械地向教材靠拢，增

强学习者的主体性，激发其学习兴趣。故在教材

结构层面要遵循教材本体的动作式、图像式、符

号式螺旋上升的逻辑式组织与主体心理发展在

探究方式与认知模式、学习者智能发展与教学程

序上的心理原则。这一维度考虑的是教材的结

构是否与学习者的心理发展情况保持一致、教材

是否可以强化学习者的认知能力、教材能否有助

于学习者身心的发展、教材能否具有吸引力引导

学习者探究新知、教材对学习者起始目标与发展

目标的设定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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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容适切性维度

所谓适切性，即功能主体与客体间的联系与

相互适应。在教材中，就要使学习者与所学教材

内容之间取得一定的联系，教材的内容适应学习

者的生活现实与社会状况。这一维度侧重的是

处在联系的、社会适应性的角度，认为：各个独立

学科不会孤立发展、教材内容不会脱离学习者生

活、教材内容应该教授现代科学的最新内容和方

法。

（五）编写与设计维度

教材编写与设计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内容与

结构的呈现、教师的解读与学习者的吸收，是从

理想的教材到经验的教材的充分条件。教材的

编写理念与目的、方式、文本中包含文字性概念

与案例的解读、插图与图表、学习者与教师的配

套模型与音像材料等，都是在教材内容适切性与

知识维度的基础上提升质量的必要手段。再者

编写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决定着教材政治立场、内

容选择、组织、编辑及各部分内容编排的合理性，

故编制工艺与特点、制作技巧各有差异。那么在

该维度应涉及的问题是：编写人员专业化与全面

化、教材版式与外观设计、教材配套材料的电子

化、教材文本的清晰性、教材文本与插图的适应

性、教材呈现形式的丰富性与灵活性、教材的印

刷质量。

（六）时代发展维度

各个时期的教材都是时代发展的文本写照，

如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女权苏醒，教材传达的是

重塑国民精神、开民心启民智、女子教育对于国

和家的重要性，土地革命时期在共产党政权领导

下的教材传播共产党政策与农民利益的契合、无

产阶级的话语权、崭新的政治意识与行为规范

等。我们现代教材的任务就是要站在素质教育

的基点上立德树人，培养独立的有个性的全面发

展的个体与公民。所以该维度应衡量的问题是

教材的时代精神、教材思想与时代特征的契合、

时代新科技的发展对教材内容与呈现方式的丰

富与拓展。

四、我国初级中学教材评价标准设计构

思：以初中数学学科为例

上述是对于教材评价标准维度的划分，而在

进行评价时，应将各维度学科化、归纳化，即对于

具体指标的进一步细化，以求得其与各学科的相

互适应。现以鲁教版五四制初级中学数学教材

为例，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为基准，

明确其课程目标为知识技能、数学思考、问题解

决、情感态度四项，涉及的教学内容为数与代数、

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四类，进行

评价标准的维度与指标设计。

初级中学数学教材的具体指标项涉及15项，

其中A1-A3涉及知识与思想文化维度，B1-B3涉

及知识维度，C1-C2涉及逻辑结构与心理发展维

度，D1-D2涉及内容适切性维度，E1-E3涉及编写

与设计维度，F1-F2涉及时代发展维度，下面分而

述之。

A1精神观念

任何一套教材皆是国家宏观政策的微观体

现，承载着国家对于教育方面的意志方向与培养

要求，同时引领学习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是最基础的目标体现。

A2 文化素养

教材应向受教育者传递正向的道德观念，包

括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

者树立正确的道德意识，正面或潜移默化地引导

其具备高尚的公民情怀和素养。

A3学科情感

在数学学科上，鼓励学习者积极参加数学活

动，激发数学兴趣、保持好奇心与求知欲，在教师

和教材的正向引导下，主动发掘数学价值并自主

建立数学信心，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独立思

考、反思质疑、合作交流的数学习惯，从而成为一

种良性循环。

B1数学知识与技能

数学教材的目标之一是为学习者提供基本

的社会生活技能和活动经验，包括数、形、几何、

分析数据的方法，提供基本的数学事实，在具体

的数学活动历程中获得经验，站在数学角度获得

方法新知，增强解决与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

B2数学能力

“素质教育”逐渐演化为“素养教育”，表明现

今基础教育不止要求教育与学校管理的素质，学

习生活与学习主体的素质，同样对学科与学习者

的学科核心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学习者的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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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应包括运用数学思考和解决问题思维活动

方式的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与发散思维兼具的

创新能力、能够根据数学法则和规律正确运算的

能力、能够运用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来探索思

路、证明结论的推理能力。

B3数学思想

中学阶段的学习者在其小学学习的过程中

已认识到“数”与“形”的基本概念，对数学思想的

内容已产生基础萌芽，中学阶段则要进行初步的

建构，通过独立的思考与实践，建立对符号感的

敏感度，引导学习者利用模型思想解决复杂的问

题，发展学习者几何与运算的能力，增强形象思

维与抽象思维，在理解统计与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感受随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C1内容组织逻辑结构

数学是以“数”与“形”为学习的基础方向，这

就要求其数学语言的准确性及统合的严密性，数

学的逻辑结构首先要经得起推敲。再者，数学教

材每单元每部分承载着不同的学习内容，那么前

后部分的有序衔接将影响学习者对于不同知识

新接受以及相同知识再接受，即内容前后连结的

有效性。数学学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过程

分为数与代数、图形几何、数据与统计、综合实践

活动四个部分，不同阶段采用螺旋式课程逐渐扩

大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故低阶段的学习要以高阶

段学习为目标，高阶段的学习在低阶段学习的基

础上扩展，体现相同内容在阶段学习上的系统完

整性。

C2认知与心理

教材的内容和思想要在符合学习者已有认

知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组织，首先应引导学习者对

数学建立起始认知基线与预期达成目标，再者要

紧扣学习者对数学知识认知发展的成熟程度，依

据学习者的思维水平确定教材内容的抽象程度。

D1跨学科适切性

以“学问中心课程”为鉴，孤立的、无联系的、

细化的科学将与其他的科学内容相脱轨。教育

不能立足于孤立的分科科学，数学学科亦然，各

个学科在社会需要下逐渐综合化、联系化，数学

学科必须与其他学科融合、联结,形成以数学学

科为核心的学科群，才能发挥数学的最大价值与

效用。

D2与学习主体的社会生活适切性

福谢依以为如何使教育与学习者的社会生

活相关联是教育最古老的问题。如果在教育过

程中或者教学手段上脱离了社会生活与活动经

验，那么该学习内容也将不适应社会发展与实际

需要。现代数学课程教材既要教授最新内容和

方法，也要从社会生活的适切性方面来组织教学

活动。

E1编写人员队伍

该队伍组成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为内容

的编写人员，数学课程专家、心理学家、一线初级

中学数学教师三者同时为教材内容选择筛选，既

考虑数学学科的知识逻辑，同时注重学习者的心

理发展逻辑主线，以及考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

教材的使用意见与效果评价；二为教材外观的编

写人员，由数学课程专家与美术设计师共同完

成，在体现数学感的同时不失艺术的美观；三为

教材内容呈现方式的编写人员，由心理学家与中

学一线数学教师组合，使教材在心理学意义与实

践意义上皆具价值。

E2教材设计与编排

首先在外观设计上要体现数学感、数学的意

义，使教材使用者在视觉上有对数学学习的热情

与好感；再者，规范教材印刷的过程，提高其工艺

制作的质量；内容在编排中要注意提供真实的图

片与数据，提高例题的信度和效度。

E3教材配套材料

数学因其抽象性决定了教学活动的进行不

可能完全依赖于教科书，必须辅之以相应的教辅

材料，根据知识内容的不同性，教辅材料的形式

多样化，如在图形几何部分设有配套的直观模

型，提供电子辅学资料，在教学中配备直观地人

工智能教学设备，丰富教材的层次化，教学手段

多元化，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质量。

F1时代精神

时代的发展要求教材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体

现当下的思想文化意识与现实知识需求，吸收最

新的科技成果，教材内容的更新应与时代相对同

步，在教材中可体现为文本与插图的更新、例题

素材的准确传达。

F2科技支持

传统的纸质教材在时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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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冲击，教材的展现形式在逐渐阔别纯纸

质形式，代之以纸质、电子相结合或者纯电子

文本的形式。再以教材教学的过程中，运用更

多新科技教学设备辅助教学，采用智慧课堂的

教学模式。

以上6项维度，15项子维度加之具体指标见

表1。

表1 我国初中数学教材评价维度与评价要点

维度

A价值与思想文化

B知识

C逻辑结构与心理发展

D内容适切性

E编写与设计

F时代发展

子维度

A1精神观念

A2 文化素养

A3学科情感

B1数学知识与技能

B2数学能力

B3数学思想

C1内容组织逻辑结构

C2认知与心理

D1跨学科适切性

D2与学习主体的社会生

活适切性

E1编写人员队伍

E2教材设计与编排

E3教材配套材料

F1时代精神

F2科技支持

具体指标

数学对国家意志与教育目的的实践；数学传达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数学表现的积极的信仰态度

道德文化修养、公民基本素质

数学价值、数学兴趣、数学信心、数学习惯

数学事实、数学活动经验、数学方法、应用技能

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推理能力、运算能力

符号感、空间观念、数据分析观念、模型思想

数学逻辑结构的紧密性、内容连结性、系统完整性

学习者对数学的起始认知与预期目标

紧扣学习者对数学知识认知发展的成熟程度

以初中数学为中心形成学科群、与其他科学相结合

数学与学习者生活的契合、学习者生活经验与数学事实的结合

内容：数学课程专家、心理学家、一线初级中学数学教师组合；外观：数

学课程专家与美术设计师组合；呈现：心理学家与中学一线数学教师

组合

外观版式的数学感、教材印刷工艺质量、真实准确的文本插图与数据、

数学范例内容的效度与信度

数学模型多元化、配套材料电子化、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

范例素材的传达、插图与文本的体现

传统纸质教材电子化、教材教学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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