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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开拓性的专门论述数学
课程的专著。
书中首先对数学课程的历
史发展进行回顾与探讨，从中了解到数
学教育目的、教学内容、组织结构等的
演变和发展规律，并从对东西方数学课
程的历史传统和风格的比较中，总结出
数学课程的共性和特点，看到了数学课
程改革的方向。
本书还用系统论的方法
对数学课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探讨数
学课程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并对数
学课程的评价和设计提出了作者的见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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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永春 吉林双阳人，1935年生，教授。

1950年春考入长春师范，成为新中国的第
一期师范生。
1954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数
学系，接受了系统的数学教育专业训练。
毕
业后一直在黑龙江高师从教，曾开课13
门，熟悉高师数学教育。
1983年至1993年
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院长，且每年坚持有
一学期讲一门课。

学术兼职：黑龙江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兼数学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教
育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高师数学教育
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地区中学数学教学研
究会副理事长、齐齐哈尔数学会理事长。
参
与创建《数学教育学报》，并任该刊副董事
长。

发表过高师教育和数学教育论文33
篇，译过几本书，写过两部数学教育方面的
专著，参与主持制订《普通高等师范学校数
学教育专业（本科）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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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 序
序
前 言
第一章 课程论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课程的概念
一 课程概念的多义性
二 课程概念的三个侧面
三 课程的种类
第二节 课程论的学科位置
一 课程论的研究课题
二 不同教育体制下的课程论模式
第二章 数学课程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作用
第一节 数学课程论与一般课程论的关系
第二节 数学科学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作为科学的数学与作为课程的数学的差异
一 数学教育的思想性目的
二 数学教育的知识性目的
三 数学教育的能力性目的
第四节 数学课程论研究的意义
第三章 古代外国的数学课程概况
第一节 古埃及的数学课程
第二节 巴比伦的数学课程
第三节 古希腊的数学课程
第四节 古罗马的数学课程
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数学课程概况
第一节 中国奴隶社会中的数学课程
第二节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数学课程
第五章 中国古代数学课程的突出成就
第一节《九章算术》――中国古代数学课程的典型
一 《九章算术》的成书背景
二 《九章算术》的内容概述
三 《九章算术》所反映的古代中国数学课程的特点
四 《九章算术》与《几何原本》的比较
五 《九章算术》作为教科书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中国古代数学教育家杨辉在课程研究上的贡献
第六章 欧洲数学课程的发展
第一节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数学课程
一 早期一般背景
二 早期学校教育中的数学课程
三 后期变化的背景
四 后期学校教育中的数学课程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时期欧洲数学课程的发展
一 背景
二 数学课程概况
第七章 中国近现代中学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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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时期（晚清至民国初）的中学数学课程
一 教会学堂的数学课程
二 同文馆与京师学堂的数字课程
三 中学堂的数学课程
四 中学校的数学课程（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
第二节 中国现代教育早期（五四运动至建国）的中学，数学课程
一 壬戌（1922年）学制时期
二 1932年学制，1929―1936年间的三程标准
三 1940年的“重行修订中学课程标准”
第三节 中国现代教育后期（建国后）的数学课程
一 从建国到1958年的阶段
二 从1958年到1966年的阶段
三 从1966年到1976年的阶段
四 从1976年到1986年的阶段
五 1987年以来的阶段
第八章 近现代世界数学课程发展的走向
第一节 从近代学校教育的产生到19世纪末
第二节 从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中期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一 50年代的分析批判
二 60年代的改革试验
三 70年代的回归调整
四 80年代后的深入探索
第九章 系统观点下的数学课程
第一节 系统论的基本概念
一 系统这个范畴的基本内涵
二 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辨证关系
三 系统概念的外延，系统的简单分类
四 系统思想的简单概括
第二节 作为系统的数学课程
一 数学课程是一个系统
二 数学课程系统与数学科学系统的异同
第十章 数学课程的宏观结构―功能分析
第一节 结构―功能分析的任务
一 结构―功能分析的含义
二 结构―功能分析中的三个层次
第二节 宏观的结构―功能分析
一 数学课程的几种整体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特点
二 关于数学课程结构模式的讨论
第十一章 数学课程的微观结构―功能分析（―）数学课程的概念子系
第一节 概念子系的逻辑学分析
一 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两个重要逻辑特征
二 概念与词语的关系
三 概念的逻辑分类
四 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第二节 概念子系的课程论分析
一 概念的课程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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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学课程中的概念的展现
三 概念之间的联系与概念发展中的属性变化
第三节 概念子系的功能讨论
一 概念子系的功能分析
二 概念子系的网络图
第十二章 数学课程的微观结构―功能分析（二）――数学课程的命题子系
第一节 命题子系的逻辑学分析
一 数学课程命题的基本逻辑结构
二 命题的交叉复合结构和命题的语句改换
第二节 命题子系的课程论分析
一 命题的课程论分类
二 命题的展现与发展演化
第三节 命题子系的功能讨论和命题网络
一 功能讨论
二 命题子系网络
第十三章 数学课程的微观结构―功能分析（三）――数学思想子系和解证方法子系
第一节 数学思想子系的结构功能分析
一 数学思想的概念
二 中学数学课程中涉及的重要数学思想
三 数学思想在数学课程中的不同展现方式
四 数学思想子系统的功能分析
第二节 关于解证方法子系的结构和功能
第十四章 数学课程的微观结构―功能分析（四）――语言符号子系和例题、问题子系
第一节 数学课程语言符号子系的分析
一 数学课程语言的特点
二 数学课程语符子系的结构
三 关于语符子系的功能讨论
第二节 关于数学课程中题例子系的分析
一 题例子系的结构――课程形态分类
二 题例子系的功能简析
第十五章 数学课程的中观结构―功能分析――关于数学课程的评价和设计问题
第一节 中观分析一一六个子系统的综合
一 配伍六角形
二 网络的叠加
第二节 数学课程的评价
一 数学课程评价的含义
二 数学课程评价的类属特点
三 数学课程评价的方式和方法
四 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
五 课程评价结果的讨论
第三节 关于数学课程的系统设计问题
一 数学课程设计的项目内容
二 数学课程设计的程序和流程
三 课程系统设计中信息量的控制和信息流的调配
第十六章 课程论观点下的数学课件
第一节 课件是“电子课程”
一 计算机应用于教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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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件是电子教程
三 “电子课程”的特点
第二节 数学课件的课程论分析
一 数学课件的形态分类
二 数学课件的教学功能、特点及其地位
三 主题型数学教学演示课件的分类研究
第三节 关于数学课件编写的几个问题
一 数学课件的写作环境和写作工具
二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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