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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埃塞俄比亚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

经济和商业的意识和能力。2009 年制定的高中数学课程系列大纲，

课程目标明确，内容框架和活动建议合理，有基于学生学习特点的教

师准则，特色鲜明，尤其是 “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等相关内

容，具体体现在各单元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分配等方面。埃塞俄比亚高

中数学课程注重对学生基本金融素养的提升对我国高中数学课标修订

有启示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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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非洲千年计划”的实施，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础教育

得到了迅速发展，其发展的重点逐渐由小学教育转向相对薄弱的中等

教育。① 以埃塞俄比亚 ( 以下简称 “埃 塞”) 为 代 表 的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国家已实施了几个阶段的中学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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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学教育从 “精英教育”转变为全面的 “质量提升”。具体的改革

内容有: 增强课程内容的相关性，使学生学习的知识和技能适应变化

的经济和社会环境。①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埃塞为实现教育 最 理 想

的发展状态，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政府认为取得最理想发展的

基本途径是通过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优质教育。② 埃塞于 2009 年制定

了高中数学课程系列大纲，该系列大纲在内容框架以及 “商业”内容

等方面颇具 特 色。对 埃 塞 2009 年 高 中 数 学 课 程 系 列 大 纲 进 行 评 介，

能够为我国和埃塞高中数学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一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大纲的背景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大纲有其发展的特殊背景，其在基础教育就开始注

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和商业的意识和能力。在小学初段 ( 1—4 年级) 设置

有“英语、数学、环境科学、艺术和体育教育”5 科。在小学高段 ( 5—8
年级) 学科设置有 11 科，分别是 “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综

合科学、社会研究 ( Social Studies) 、公民与道德教育、艺术、音乐和体

育教育”。在初中和高中学段 ( 9—12 年级) 学科设置有 13 科，分别是

“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大众商业 ( Gen. Business) 、公

民教 育、历 史、地 理、信 息 和 通 信 技 术、体 育 教 育 和 技 术 制 图

( Tech. Drawing) ”。在高中学段 ( 11—12 年级) ，课程设置出现了变化，

对所有学生都开设了共同学习的课程，同时分别为那些希望在社会科学领

域或自然科学领域发展的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学习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初中和高中两个学段都有 “经济、大众商业 ( Gen. Business) ”两个

科目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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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大纲的目标、内容和活动建议

埃塞基础教育的中学阶段 “注重学生的经济和商业的意识和能力”
培养，在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中也有相对应的体现。以下将对高中数学课程

大纲的“内容框架”“总体目标、活动建议以及教师需遵循的学生学习特

点”“各单元具体内容和时间分配”等内容，进行概括评介。

( 一) 《课程大纲》的课程目标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系列大纲①有学段概括性描述大纲、年段精细化阐

述大纲和学段最低能力标准，和我国以及大部分国家的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或课程大纲有较大不同。其课程目标主要涉及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要求:

( 1) 扎实掌握教学大纲中所涉及的数学概念、定理、规则 ( rules) 和方法

等知识; ( 2) 有效获得更加独立的利用以上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看

出，埃塞高中数学的课程目标还只是停留在我国“双基”二维目标的层面。

( 二) 《课程大纲》的内容框架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系列大纲由四个文件组成: 高中数学课程大纲、11
年级数学课程大纲、12 年级数学课程大纲和 11—12 年级数学最低能力标

准 ( 详见表 1) 。

表 1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大纲的内容框架

文件 内容 概要介绍

高中 数 学 课 程 大

纲 ( 10 页)

1. 简介

2. 总体目标

3. 11 和 12 年级各单元及

其各小节的时间分配

涉及学段的课程目标、主要活动建议以及教

师需遵循的学生学习特点，总体目标中则对

课程目标做了进一步明确，课时分配上对于

各单元、各小节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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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件 内容 概要介绍

11 年级数学课

程大纲 ( 80 页)

12 年级数学课

程大纲 ( 55 页)

简介

学习目标

各单元的具体内容

涉及年级段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概况，学

习目标中具体到对各单元内容的要求，具体

内容中详细介绍了各单元各小节各部分内容

的能力要求、教学内容建议、学习活动和资

源、评价等

11—12 年 级 数 学

最 低 能 力 标 准

( 17 页)

1. 数集; 2. 代数; 3. 相

关 关 系 和 函 数; 4. 逻

辑; 5. 统 计 与概率; 6.

微积分; 7. 几何

对 11—12 年级在 7 个能力领域中的最低能力

标准给出了具体的阐述。其中，内容较多的

代数能力领域涉及有理式、矩阵和行列式、

线性规划简介、商业中的数学应用等

表 2 《课程大纲》11 年级各单元具体内容和课时分配

单元具体内容 课时分配

第 1 单元: 关系 ( Ｒelations) 和函数的深入 15

第 2 单元: 有理数的表达和有理函数 12

第 3 单元: 解析几何 21

第 4 单元: 数学推理 16

第 5 单元: 统计与概率 31

第 6 单元: 矩阵和行列式 22

第 7 单元: 复数集 13

第 8 单元: 平面向量及其表示 ( 限理科生) 20

第 9 单元: 三角函数的深入 ( 限理科生) 20

第 10 单元: 线性规划介绍 ( 限文科生) 15

第 11 单元: 商业中的数学应用 ( 限文科生) 18

文理科课时总计 文科生 162，理科生 170

各单元平均课时分配 文科生 18，理科生 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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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课程大纲》12 年级各单元具体内容和课时分配

单元具体内容 课时分配

第 1 单元: 序列和级数 18

第 2 单元: 介绍极限和连续性 28

第 3 单元: 微分学概论 17

第 4 单元: 微分的应用 25

第 5 单元: 积分学概论 30

第 6 单元: 空间几何和空间向量 ( 限理科生) 17

第 7 单元: 数学证明 ( 限理科生) 15

第 8 单元: 统计学的进一步研究 ( 限文科生) 22

第 9 单元: 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 ( 限文科生) 15

文理科课时总计 文科生 157，理科生 150

各单元平均课时分配 文科生 22. 4，理科生 21. 4

与我国以及大部分国家的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或课程大纲相比，埃塞高

中数学课程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容较多较难，第二个特点则是比较注重文科

学生数学的商业应用。其内容的繁难，体现在文理均必修内容不单单涉及

我国高中的函数、有理函数、解析几何、统计与概率、复数集等 ( 且都

为埃塞高中 11 年级内容) ，还涉及我国高中未必修的关系 ( Ｒelations) 、
矩阵和行列式、极限和连续性、微积分等。这方面，埃塞国内相关学者①

也在着重研究并进行了批判，其主要观点是 “埃塞俄比亚现在的数学课

程是比较传统的，这可以从其组织形式主要还是以一个学年需要呈现的内

容来进行，而不是以考虑学生思维习惯发展的需要来进行”。注重数学的

商业应用方面，则可从以下方面看出: 埃塞 11 年级的第 11 单元为仅限文

科生学习的“商业中的数学应用”，其分配的 18 课时基本上和 11 年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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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的单元平均课时持平; 12 年级的第 9 单元为仅限文科生学习的 “商

业中的数学应用”，其分配的 15 课时配比 12 年级文科生的 22. 4 课时的单

元平均课时分配也只少了 23. 0%。( 详见表 2 和表 3) 。

( 三) 《课程大纲》的活动建议

活动建议主要涉及学情、学习参与、数学应用、教学导入、教学巩

固、习题巩固、教学设计等七个方面。
( 1) 学情方面，建议教学要考虑学生的兴趣，考虑国家和当地的实

际情况 ( 以便帮助学生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 ;

( 2) 学习参与方面，强调参与问题解决是让学生获取活动经验的一

个适当的方法;

( 3) 数学应用方面，建议要意识到学生对新获得的知识和能力的应

用是全面认识和巩固新内容当中必要的一个环节，并且实施这种应用;

( 4) 教学导入方面，强调在关于对新话题的引入和新题材的呈现上，

必须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实施;

( 5) 教学巩固方面，强调巩固学习是数学学习的基本过程，是设计

各个教学阶段的目标指向、学生的心理活动的基础和更加独立的运用知识

提高能力的前提;

( 6) 习题巩固方面，强调习题 ( 涉及复习、提高和归纳) 在数学的

巩固学习阶段占据最核心的位置;

( 7) 教学设计方面，建议在设计教学过程中，首要任务是使用促进

学生的认知活动和减少机械学习的教学方法，学生必须熟悉团体之间合作

学习的方式、演绎法的应用、材料的准备工作以及教学和讨论的专题。
从活动建议中，可以看出，埃塞高中数学还是比较注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活动建议的 7 条内容中的 6 条直接考虑到了学生的实际情况。

( 四) 基于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师准则

基于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师准则主要涉及数学理论、抽象概括能力、数

学逻辑、跨学科数学应用、学时安排、差异教学等六个方面。
( 1) 数学理论方面，更深入地渗透现代的和一般的数学理论;

( 2) 抽象概括能力方面，需要进行更高水平的抽象和概括;

( 3) 数学逻辑方面，对处理主题方面逻辑的严密性、数学语言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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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包括术语和符号) ;

( 4) 跨学科数学应用方面，应用注重数学与邻近的学科的密切关系

以及数学的应用范围，尤其是物理、科技和农业;

( 5) 学时安排方面，11 和 12 年级的数学教学的时间分配为 33 周

( 165 个学时) ，剩下的几周用来复习、系统化和评价;

( 6) 差异教学方面，自然科学领域学生 ( 类似于我国的理科生) 学

习 11 年级的 1—9 单元和 12 年级的 1—7 单元，社会科学领域学生 ( 类似

于我国的文科生) 学习 11 年级的 1—7、11—12 单元和 12 年级的 1—5、
8—9 单元。

三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的特色内容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的两个特点中的第二个特点 “比较注重文科学生

数学的商业应用”，和南非《数学素养》《数学》课程中注重学生数学的

金融应用①②有着类似之处，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 一) “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相关内容概况

埃塞高中数学教学课程大纲系列内容中 “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

相关的具体内容，宏观上体现了以学生为主的教育观念，实践中比较注重

详细的教学指导。

埃塞高中数学教学课程大纲系列内容中 “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

相关的具体内容，在呈现的位置上，位于 《11 年级数学课程大纲》和

《12 年级数学课程大纲》这两个分课标的最后一个单元。《11 年级数学课

程大纲》在第 11 单元先呈现了 “商业中的数学应用”， 《12 年级数学课

程大纲》在第 9 单元进一步呈现了“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在呈现

的方式上，和其他内容一样，是从能力要求、教学内容、学习活动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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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评价等 4 个维度进行表格化阐述。

( 二) 11 年级“商业中的数学应用”
11 年级呈现的 “商业中的数学应用”，注重商业基本数学概念的学

习，也注重比较简单的数学应用于商业的学习。这一单元在内容上具体涉

及如 下 四 个 方 面: ( 1 ) 商 业 基 本 数 学 概 念 ［比 值 ( Ｒatio ) 、比 例

( Ｒate) 、比例关系 ( Proportion) 等］; ( 2 ) 复利和折旧; ( 3 ) 储蓄、投

资和借款; ( 4) 税收。“复利和折旧”“储蓄、投资和借款”“税收”等

都还是比较简单的数学应用于商业的内容。 ( 详见表 4 和表 5，表格中将

埃塞课标中“能力要求”和“教学内容”两栏进行了互换，以便于比对)

“能力要求”方面是比较具体的，但“评价”方面则比较宽泛。例如在储

蓄部分的能力要求是 “能够罗列储蓄的 5 个理由、解释储蓄如何能够成

为投资、罗列 3 个储蓄计划、能够识别四种金融机构、能够描述选择特定

机构进行储蓄的 3 个主要因素”，但相对应的评价内容则简单为 “让学生

在课堂上讨论储蓄; 关于储蓄计算，提供简单的习题” ( 详见表 5) 。“教

学活动和资源”方面，在注重概念技能的同时，也注重数学思想的感悟

和体验。例如百分比 ( Persent) 内容的教学活动和资源建议中就提到了

“在积极参与学生讨论的商业现象，‘分’的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 ( 详见

表 4) 。

表 4 11 年级第 11 单元“商业中的数学应用”的第 1、2 节内容

教学内容 能力要求 学习活动和资源 评价

1 商 业 基 本 数

学概念

( 1) 比值

( 2) 比例

( 3) 比例关系

( 4) 百分比

1. 1 在 比 值 的 比 较 中 辨

别质 量 好 坏; 1. 2 计 算

商品价格的上升和下降

比例; 1. 3 解 决 商 业 中

比例关系变化和复合比

例问 题; 1. 4 在 确 切 的

数量中发现所需的百分

比、计算百分比 增加或

下降的问题

1. 1 通过对比值 ( Ｒatio) 、比

例 ( Ｒate) 、比例关系 ( Pro-

portion) 等 重 要 数 学 思 想 进

行复习导入;

1. 2 进行 个 人、地 方 和 国 家

多层 面 的 商 业 实 际 应 用 的

介绍

1. 1 在比值、比

例 和 比 例 关 系

等 运 算 相 关 内

容 上， 提 供 丰

富的习题;

1. 2 在表达某一

特 定 数 量 内 容

上，提供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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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学内容 能力要求 学习活动和资源 评价

2 复利和折旧

2. 1 复利

2. 2 折旧

2. 1 能 够 计 算 简 单 分 期

付款 所 需 的 支 出、计算

投资盈利随着时间增加

的复 利、利用复利计算

公式解决实际商业问题、

计算复利形式下的年利

率; 2. 2 描 述 贬 值 及 其

缘由、采用余额 递减法

和 “固 定 成 本 法 ”

( fixed installment or on-

cost method ) 等 两 种 适

当方法计算折旧

2. 1 复 利 方 面，通 过 对 “单

利”的回顾，进行复习导入，

过程中注重资本 ( principal) 、

利率 ( rate of interest ) 、计息

期 ( interest period) 和一般时

间 ( simply“Time”) 等观念;

2. 2 折旧 方 面，通 过 对 商 业

中资本的介绍，过渡到固定

资产，进 而 讨 论 贬 值 导 入，

同时对于用等比数列方法进

行计算给予肯定;

2. 3 学习资源推荐了政府或

私人银行的客户账簿来学习

复利

2. 1 对于总金额

( Amount ) 、本

金 ( Principal ) 、

利 率 和 周 期 相

关 的 复 利 计 算

内 容， 提 供

习题;

2. 2 提供现实生

活 中 的 复 利

问题;

2. 3 对于折旧率

内容，提供涉及

所讨论的计算方

法的丰富习题

表 5 11 年级第 11 单元“商业中的数学应用”的第 3、4 节内容

教学内容 能力要求 学习活动和资源 评价

3 储 蓄、投 资

和借款

3. 1 储蓄

3. 2 投资

3. 3 借款

3. 1 能 够 罗 列 储 蓄的 5 个 理

由、解释储蓄如何能够成为

投 资、罗 列 3 个 储 蓄 计 划、

能够识别四种金融机构、能

够描述选择特定机构进行储

蓄的 3 个主要因素、能够计

算和解决储蓄中的数值问题

( numerical problems) ;

3. 2 能 够 注 意 到 影响投资策

略的四个因素、解释股票和

债券之间的差异、描述股票

和债券的投资方式、计算和

解决投资数值问题 ( numeri-

cal problems)

3. 1 通 过 介 绍 储 蓄 概 念

及对其的误解来进行导

入，其后介绍储蓄是有

目标的，同时也有“长

期”和 “短 期”之 分，

引导学生进行为了大学、

创业、结 婚、投 资 等 目

的而进行储蓄的阐述和

习题习作;

3. 2 通 过 介 绍 学 生 身 边

( 如 果 有 的 话) 或 国 家

层面的投资事件进行导

入，从而进行投资策略、

证券股票类型、投资方

式等内容的介绍和习题

习作

3. 1 让学生在课

堂上讨论储蓄;

3. 2 关于储蓄计

算， 提 供 简 单

的习题;

3. 3 让学生讨论

他 们 所 知 道 的

投资类型;

3. 4 让学生讨论

借钱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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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3 能 够 描 述 借 钱 的 利

弊、知晓现金贷 款通常

的来 源、计算给定贷款

协 议 中 返 款 的 金 额 和

时间

3. 3 通 过 介 绍 人 类 “借 钱”

的长久历史来进行导入，其

次让 学 生 阐 述 借 钱 的 利 弊，

从而进行借钱目的、时机以

及如何得到贷款的介绍和习

题习作

4 税收

4 能 够 给 出 政 府 三 种 类

型活 动 的 名 称、解释政

府为 什 么 收 税、描述税

收的 基 本 原 则、描述不

同种 类 的 税 收、对未来

的第一份工作的“所得

税”给 出 自 己 的 见 解、

基于埃塞的“税率”计

算不同类型的税收

通过讨论政府在公共服务和

商业活动中的工作来进行导

入，其次归纳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规范商业活动、均衡

收入等三项工作，再讨论政

府这些工作的经费来源，从

而介绍税收及其相关的三项

原则 ( 纳 税 人 的 认 定 原 则、

税率的原则和支付原则) ，还

有所得税、销售税、财产税、

消费 税、营 业 税 和 许 可 证，

关税、增 值 税 等 税 收 类 型，

讨论个人所得税对他们特别

是他 们 第 一 份 工 作 的 影 响，

同时也鼓励学生计算国家各

种税率下的税费

4. 1 要求学生列

出 他 们 所 知 道

的税收类型;

4. 2 讨 论 为 何

缴税;

4. 3 提供埃塞实

际 税 率 下 的 税

费计算习题

( 三) 12 年级“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
12 年级呈现的“商业和消费中的数学应用”，注重较复杂的数学应用

于商业的学习。这一单元在内容上具体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 1) 采购中

的数学应用 ( 单位成本、最经济的采购、总成本等) ; ( 2) 价格的百分比

升降 ( “成本、销售价格、涨价和涨价率”和“原价、折扣价、折扣和折

扣率”等) ; ( 3) 房产开销 ( 房产的初始费用和后续开销) ; ( 4 ) 薪资

( 佣金 /回扣、计时工资总额、周 /月 /季 /年薪) 。采购中的数学应用、价

格的百分比升降、房产开销、薪资等内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数学应用于商

业的内容。鉴于篇幅所限，则不再详细列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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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大纲的特点及启示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大纲体现了以下特点: 首先是注重中学学段学生的

基本金融素养。在初中和高中学段 ( 9—12 年级) 学科设置有“经济、大

众商业 ( Gen. Business) ”两个科目，而且在两年高中数学课程内容上也

各有一个关于商业的 ( Business) 的单元。而南非 《数学素养》课程的主

题内容，在应用技能方面的第一个主题就是 “金融” ( Finance) 主题①。
其次是大纲中 “商业”相关内容更加贴近学生未来生活，更加注重

商业基本数学概念的学习。 “商业”相关单元，埃塞高中数学课标在 11
年级具体涉及“复利和折旧”“储蓄、投资和借款”“税收”，在 12 年级

具体涉及“采购中的数学应用”“价格的百分比升降”“房产开销”“薪

资”，在 11 年级“商业”相关单元的第一节内容就是 “商业基本数学概

念”，具体涉及比值 ( Ｒatio) 、比例 ( Ｒate) 、比例关系 ( Proportion) 等。
这些内容都是学生未来生活中息息相关的。

再次，相比南非，埃塞高中数学大纲中 “商业”相关内容的前沿性

较差。其涉及的“复利和折旧”“储蓄、投资和借款”“税收” “采购中

的数学应用”“价格的百分比升降”“房产开销”“薪资”等内容，都是

比较成熟的商业相关内容。而南非还涉及“金融单据”“关税系统”“盈

亏平衡分析”“产权” “通货膨胀”和 “汇率”等商业领域较前沿性的

内容。
埃塞高中数学课程大纲的如上特点，对我国高中数学课标修订和中学

课程改革有如下启示: 应该注重中学学段学生的基本金融素养，课程内容

中应考虑增加贴近学生未来生活的金融相关内容，注重金融基本数学概念

的学习。

( 责任编辑: 王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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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series content of
Mathematics Syllabus of Ethiopia

on the Grades 11—12
Zhang Weizhong ，Lu Jijian ，Fufa Esayas

Abstract: With the background introd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of Ethiopi-
a，based on the series content of mathematics syllabus of Ethiopia on the grades
11—12 enacted in 2009，this papaer outlines the content framework，curricu-
lum objectives， suggested activities， criterion of teachers based on the
students’learning characteristics，and each unit’ s specific content，time al-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mathematics syllabus of Ethiopia includes fea-
tured content of“mathematics application in business and consumption”and
pay attention to basic financial literac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ll of these
can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to the revision of the high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in China．

Key words: Ethiopia，Grades 11—12，Mathematics Syllabus，Financial
Literacy，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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