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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栗玲主编的《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从大学本科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基础和需求出发，从小学数学
教师的教学实践和需求出发，力图体现新课程的理念，反映小学数学课程改革实践中的经验和研究成
果，对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领域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全面的阐述。
本教材对于小学数学教师的培养和教学一线的教学，都有着较大的学习参考价值。
因此，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小学数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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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本上也是属于“教材心理组织法”的呈现模式，即先从某一个儿童最关心或最感兴趣的数学课
题出发，在对学习对象的探究式学习过程中，按一定的方式认识，将这个数学课题按其横向或纵向的
方向进一步的衍生和发展，从而进一步的深入学习。
这种方式容易使学生看到知识之间的联系，并发展他们数学探究的能力。
但是它却不太关注各数学课题之间的联系，因此，不利于学生学习系统的和基础的数学知识。
　　螺旋式。
基本上是属于“教材逻辑组织法”和“教材心理组织法”相结合的混合型呈现模式。
即将小学数学知识按数学科学的逻辑体系分解为不同的模块，同时按照儿童的年龄特点，将这些模块
知识分散在各个年段中。
对于同一“块”的数学知识，在每个年级段都要安排一定的量。
这样，经过多年的反复循环，形成完整的数学基础知识的体系。
它的特点就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这种呈现方式，有利于数学知识系统的传授与知识的接受。
　　2.按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看　　一般说来，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由课程编制的价值追求以及课程
编制的技术所决定的，而不同的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的学习方式。
　　情境式。
即教材首先呈现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情景，学生在教材的提问引导或点拨下，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
、讨论和辨析等，发现并提出问题，然后再由问题驱动自己去理解并掌握知识。
在这种呈现方式中，发现并提出问题是重要的，否则，学习将失去目标。
所以，学习方式也就更多的是发现式的。
　　问题解决式。
即教材首先呈现的是一个需要学生尝试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的问题或数学的问题），学生只有通过
自己的探究性的尝试问题解决，才有可能获得需要的数学知识（概念、规则或策略等）。
因此，这种呈现方式所关注的是，学生有可能而且必须亲历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而事实是儿童自己
亲历探究后的一个结果。
显然，在这种呈现方式中，一旦去掉过程，学生就无法直接获得某些事实（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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