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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幼儿数学教育是我园（全称北京市宣武区实验幼儿园）的教育特色，多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形成了
我们自己的教育风格。
1995年，在北京市宣武区幼儿教研室秦海之、郎明琪、张俊溶三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园编写、出版了
《幼儿日常生活中的数学教育》一书，荣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
    1999年春，在郎明琪老师的引荐下，我们有幸结识了我国数学探究教育的创立者左秀兰老师，并且
邀请她担任我园课题研究的指导教师。
在宣武区教委学前科的关心、支持下，我园开始了幼儿数学探究教育的研究。
此项研究，使我园的数学教育跨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1999年春开始，我园面对全园教师开展了系列讲座。
讲座的内容分四个方面，即，基础理论讲座：探究教育、数学探究教育、幼儿数学探究教育理论；数
学理论讲座：数学、数学教育、幼儿数学、幼儿数学与小学数学的衔接；教学法讲座：幼儿数学探究
教育教学法、幼儿数学探究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教育科研讲座：幼儿数学探究教育科研方法、科研
管理、科研型教师的评价标准等。
在每项培训中，我们把讲座内容印发给全体教师，以备教师在实践中查阅。
通过理论培训，我们认识到，探究教育与人类思维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认识到，学习方
式影响着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幼儿的学习方式影响着他们一生的发展；认识到，幼儿数学的本
质特征、幼儿数学教育的任务、幼儿数学教育与小学数学教育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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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幼儿数学探究教育理论　　第一节 幼儿数学探究教育及其特点　　自1999年春至今，我们
进行了幼儿数学探究教育的实践研究，并认识到幼儿数学探究教育是学前阶段不可或缺的教育。
　　要厘清幼儿数学探究教育的含义，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探究”。
它是指探索、追究。
探索，指多方寻求答案；追究，指寻求问题的根源。
探究不仅适用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社会问题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学生的学习。
比如，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都知道“大和小”，但知道不等于理解，要理解“大和小”，就需要引导
幼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水平去探究“大和小”，使幼儿建立如下概念：同类物的颜色、形状相同
，有“大和小”之分；同类物即使颜色不同，也有“大和小”之分；不同类物同样存在“大和小”，
使幼儿从简单到复杂、由表及里地体会大和小就是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亲自体验“大和小”概念产
生与形成的过程，进而真正理解“大和小”，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
　　一般意义的探究，人们通常会认为是研究者的事，研究者探究的对象是自然和社会。
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瓦布在针对高中理科做实验的同时，提出了探究学习的理论。
他认为，教师应该用探究的方式展现科学知识，学生应该用探究的方式学习科学内容，它与一般意义
的探究的共同点是都在体验知识的发生和形成，不同点则是一般意义的探究是开创性的，而探究学习
则是验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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