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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科教育学是20世纪新开辟出来的学术领域。
它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
就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材料看，在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各学科教育学的博士论文。
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学科教育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
日本等国家也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70年代以来，日本已推出多套“学科教育学研究丛书”。
　　我国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也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并由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于1988年发起，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届学科教育
学研讨会。
之后，又在大连、长沙、福州、烟台、上海等地相继召开了这样的学术研讨会。
在此期间，我国陆续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
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
者撰写出版了“学科教育学大系丛书”。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它必将推动这一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国际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
适应21世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必须具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很强的知识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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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学科教育学》内容包括导言、对数学的认识、数学学科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数学学科教
育的本质、数学学科的教育目的、数学学习心理研究、数学思维、数学学科课程基本理论研究、数学
学科教学规律研究、数学学科教育评价、数学教育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学学科教育学>>

作者简介

　　杨学礼男1939年1 2月生北京人。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学礼长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曾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普通物理专题研究等多门课程，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成绩显著。
已发表著作两部、论文20余篇。
社会兼职：北京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性健康教育学会副
理事长。
　　周春荔教授男1 941年6月1 0日出生，汉族，北京人。
1 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教育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员。
一直从事初等数学与数学教育、数学方法论与数学思想史、奥林匹克数学的综合研究与教学工作，发
表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
自1 978年至今一直从事数学普及工作。
历任北京数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北京数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在1 985年被中国数学会五十周年大会表彰为学会工作积极分子。
1 987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少年儿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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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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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教育学的研究方法0．4数学学科教育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1对数学的认识1．1数学的对象
与客观基础1．2数学的社会价值1．3数学的文化价值1．4数学的教育价值2数学学科教育研究的理论基
础2．1数学学科教育研究的数学理论基础2．2数学学科教育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2．3数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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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育目的的依据4．3我国数学教育目的的发展4．4国际数学教育目的的比较与思考5数学学习心理
研究5．1数学学习及其特点5．2　数学学习的认知结构与数学认知过程5．3数学认知策略与学习策略5
．4数学学习与迁移5．5一数学学习与非认知因素6数学思维6．1思维发展与数学思维6．2数学思维的
方式6．3数学思维与人的发展6．4数学思维品质及其培养6．5问题解决与创新意识的培养7数学学科课
程基本理论研究7．1课程与数学课程7．2作为学科课程的数学7．3现代数学课程设计的若干问题7．4
数学课程的改革与发展7．5课程思潮与课程理论的主要流派8数学学科教学规律研究8．1当代数学教学
活动的特点8．2数学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分析8．3数学教学原则8．4数学教学原则的内容和体系8．5
数学教学方法的理论基础8．6数学教学模式9数学学科教育评价9．1数学学科教育评价功能、原则和分
类9．2数学学科教育评价的范围、内容与过程9．3数学学科教育评价中常用的定量评价方法10数学教
育现代化的若干思考10．1数学教育现代化的涵义10．2数学课程现代化是数学教育现代化的核心10．3
数学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教师10．4现代化数学教学手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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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3数学科学的德育价值　　所谓数学的德育价值，是指数学在形成和发展人的科学世界观、
道德色彩和个性特征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和意义。
“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②。
数学教育对发展人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的作用毋庸置疑；然而数学教育对学生渗透“道德基
础和道德原则”教育的问题，在传统数学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人的毅力、刻苦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对问题的实事求是态度、协作共事的作风，这些做人的基本准
则，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基本品格，都不是先天铸就的，而是后天通过教育、学习、实践培养锻炼
逐步形成并完善的。
其中数学学科教育对此具有重要的功能。
前苏联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人·只·辛钦曾说：“数学课对于培养正确与严密的思维能力方面的作用
和意义已经被人们讨论得彳艮多了。
相反，关于数学课对于形成学生性格和道德个性几乎还没有被谁谈到过，这是十分清楚的。
从学科的抽象性讲，数学科学当然不能像历史、文学那样，为学生提供一个印象直接，伦理方面有助
于性格形成的形象画面或激情。
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数学课在形成学生的道德个性方面是完全应该抛弃的，则是最肤浅的看法
。
根据我的多年经验，钻研数学科学必然会在青年人身上循序渐进地培养出许多道德色彩明显、并进而
能够成为其主要品德因素的特点，这是教师应该承受的任务。
把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积极，把成果变得更加扎实，这对教师来说是责无旁贷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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