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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变革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变革中，课程与教学当仁不让地成为核心。
课程与教学变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积极回应并做出自己的一
份贡献。
　　在我们看来，课程与教学变革需要扎根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所谓扎根传统，是指课程与教学变革一定要扎根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壤里，守护精
神家园，展现出文化上的自尊自信。
就像大树要有根，并且要扎得深，才能枝繁叶茂。
“根有多深，树就能长多高。
”所谓立足现实，是指课程与教学变革要理性地正视现实，哪怕是严酷的现实，也不能回避。
研究者需要走进田野，那里有广阔的天地。
缺失了对中国实际之上的问题的依存，也就缺失了所要研究、所要变革的根本，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
文化的积极演进离不开新鲜活力，而新鲜的活力总是来自变革的现实。
所谓面向未来，是指课程与教学变革要有坚定的教育理想与信念。
课程与教学变革每向前推进与深化一步都是艰难的，总会遭遇一些误解、躲避、歪曲，甚或抵抗和搏
斗。
因此，课程与教学变革考验着人们的教育信念和理想，需要顽强地逐步向前推进。
课程与教学变革呼唤着更多的同行人，其先行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其后来者实力壮大、超越进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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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教育研究只有深入具体的场景——数学课堂，直面实践，才能把握现实问题，并在实践中彰
显已有数学教育理论的影响力，在课堂中研究属于数学教育自己的问题，在实践中形成数学教育理论
。
本研究在研课的基础上，首先对教学动力和学习动力进行了一定的前提性思考；然后基于数学课堂现
实，对数学课堂教学系统演化过程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从认知的视角研究数学课堂学习的推动力，即
数学课堂学习动力，构建“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教与学分析框架，并用分析框架对几个案例从纵
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提出优化“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的教学组织原则。
《数学课堂学习动力论》可作为师范院校数学专业学生课外阅读材料，也可作为中学数学教师专业化
培养参考书，数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博士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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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晓平，博士，江苏大学教师。
主要研究领域：数学课堂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三类教师（专家、熟手和新手）课堂教学的比较研究
。
在《课程·教材·教法》、《数学教育学报》、《学科教育》，《数学通报》等核心刊物发表文章30
多篇，参加编写教材和著作4部，主持和参加多项研究课题。
代表作有《认知意义下的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数学课堂学习动力与“教学用问题”研究》、
《数学课堂教学文化的反思与建设》等，并有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学数学教与
学》和《中国数学文摘》全文转载和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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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序引言一、研究的背景二、研究的问题三、研究的设计与方法第一章 课堂、数学课堂学习与课堂
学习动力的历史考察一、国内外关于课堂的研究概况二、关于数学课堂学习的研究三、关于教学动力
与学习动力的相关研究与思考第二章 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的理论基础一、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的
提出背景与理解二、系统思维：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研究的思维方式三、思维场：数学课堂学习动
力系统环境的认知四、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的特征第三章 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与教学用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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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的分析框架与案例研究一、基于“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的课堂分析框架二
、基于“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分析的两个课堂实录的研究三、基于“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分
析的三节教学片段的研究第五章 面向学生：促进“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优化的教学组织原则一、
优化“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的基本原理二、“数学课堂学习动力系统”优化的组织原则结束语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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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学课堂是数学思维的动态生成场，思维场是从模糊到清晰穿透的意向性活动，是指向学习目标
的穿透，而实施穿透的主体是学生。
课堂中的“满堂问”、“满堂动”、“满堂论”都不能说明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要看学生的活
动是否指向了学习目标，是否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教师的提问作出有效的回答，是否能从一个模糊的
状态逐步地生成清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否能体验到探索发现的历程等。
这些方面的分析依赖于学生对教师提问的回应，以及在回应中是否产生出新的问题（即学生能否提出
问题）。
　　3.教材　　对教材的理解有两种观点：知识教材观和智慧教材观。
知识教材观对教材的态度是，教师必须教教材，教材是教学的标准，教与学的目标是落实知识的传授
。
智慧教材观认为教材是课堂教与学的素材，是基于教材，又不拘泥于教材，是对教材的发展。
对学生来说基于教材的发展是有“度”的规定。
不能过分地追求脱离教材的教学，否则将导致教师创设的情境与所学的数学知识没有什么关联性。
　　教材任务性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分析教师与学生是以教材为物质载体的“教与学的对应”
，考察教材的动态运行过程；另一方面分析教师使用教材时是否体现出“教与数学对应”，是对数学
本质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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