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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全国13所高等师范院校合作编写了《中学数学教材教法》一书，这是我国在数学教育理
论建设上的重要里程碑。
二十多年过去了，数学教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数学教育研究内容也已涉及《数学课程论》、《数学教学论》、《数学学习论》、《数学思维论》、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数学教育技术》等诸多方面，其内容远远超出了《中学数学教材教法》
的知识领域，初步形成了《数学教育学》这门独立的学科。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在高等师范院校开设多年的《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的基础上，编写了《数学
教育概论》一书，以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开设《数学教育学》课程的教材。
编写时我们力求体现如下特点：　　（1）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即既要选取《中学数学教材教法》课程中经实践检验对数学师范生培养起重要作用的内容，又要体现
从《中学数学教材教法》向《数学教育学》发展，构建起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
作为教材，构建的理论体系应当严谨，涵盖《数学教育学》的主要内容，使数学师范生通过学习对《
数学教育学》这门学科有完整的了解。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即既要反映《数学教育学》所包含的《数学课程论》、《数学教学论》、《数学学习论》、《数学思
维论》等内容中的基础理论，还要注重这些基础理论对中学数学教学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使理论学
习真正成为教学实践活动的指南。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初中数学课程改革已在全国推行，高中数学课程改革行将在全国铺开
，本书对新一轮高初中数学课程改革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3）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即既要展现国内外数学教育中重要的新思想、新观念，同时也注重总结我国中学数学教育中的成功与
不足，来审视当前基础教育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为数学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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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学教育概论》对新一轮高初中数学课程改革给予
了充分的关注。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初中数学课程改革已在全国推行，高中数学课程改革行将在全国铺开。
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即既要展现国内外数学教育中重要的新思想、新观念，同时也注重总结我国中学数学教育中的成功与
不足，来审视当前基础教育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为数学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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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数学教育学的内容　　数学教育学是以数学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数学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场所，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
它是整个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因此，数学教育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
这样，数学教育学势必成为一门研究内容广泛，理论体系庞大的学科。
由于数学教育的具体研究对象由教学、学习、课程所组成，因此，数学教育学这门学科的主体框架包
括了数学学习论、数学教学论和数学课程论。
　　1.数学学习论　　数学学习论以学生的数学学习为研究对象，探索在学校教育的条件下，学生的
数学知识、技能和能力是怎样获得的，其间有什么规律。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教育科学中最难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即
人的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智力是怎样获得的，有什么规律。
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教育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其他部门都有了基础，有了依据。
”　　学生的数学学习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其特殊性体现在依据一定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
教材，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学习。
而认识过程涉及学生对情境的感知，进入记忆、思维和想象，从而获得数学知识和技能，并从行为中
表现出来。
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学生的头脑中将输入的感性材料如何进行“加工处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其心理机制如何，都需要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索其间的规律。
因此，郑毓信先生指出：“从根本上说，深入开展数学学习心理学的研究，直接关系到数学教育学能
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因而，一切数学教育研究最终都需落实于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从而，就只有对学生在学习数学过程
中的思维活动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数学教育学才有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得到健康的发展。
”　　2.数学教学论　　数学教学论以数学教学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揭示数学教学的基本规律，从
理论和实践的不同侧面探讨数学教学的基本原理。
　　按照传统的理解，数学教学是指由数学的教和学两方面组成的活动，并且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
而数学教学论的研究必然与数学、教师和学生这三个对象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中心问题应该包括：教师怎样教数学？
学生如何学数学？
以及数学教学中涉及的数学内容又是哪一些？
等等。
但是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学教学的本质，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数学教学论将以教学的一种规定性定义为依
据，即教学是指由教师引起、维持以及促进学生学习的所有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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