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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概论》

内容概要

《数学教育概论(第2版)》是“数学教育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是关于数学教育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概述，帮助具有数学专业知识的学生获得有关数学教育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
全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文字内容和编排顺序作了适当的调整，加入了一些“
与时俱进”的内容（如课程改革），个别章节的内容做了较大的变动，如波利亚的解题理论、数学教
育技术、学习心理学与数学教育、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数学教学原则、数学活动经验、数学本质的揭
示等。
《数学教育概论(第2版)》的读者对象是高等师范院校数学系的学生以及有志于从事数学教育的大学生
，也十分适合作为中小学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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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概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为什么要学习数学教育学  第一节  数学教育成为一个专业的历史  第二节  数学教育成为
一门科学学科的历史  第三节  数学教育研究热点的演变  第四节  几个数学教育研究的案例    理论篇第
二章  与时俱进的数学教育  第一节  20世纪数学观的变化  第二节  作为社会文化的数学教育  第三节  20
世纪我国数学教育观的变化  第四节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数学教育  第五节  改革中的中国数学教育  附录
：我国影响较大的几次数学教改实验第三章  数学教育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弗赖登塔尔的数学教育理论
 第二节  波利亚的解题理论  第三节  建构主义的数学教育理论  第四节  我国“双基”数学教学第四章  
数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第一节  数学教育目标的确定  第二节  数学教学原则  第三节  数学知识的教学  第
四节  数学能力的界定  第五节  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第六节  数学活动经验  第七节  数学教学模式  第八
节  数学教学的德育功能第五章  数学教育研究的一些特定课题  第一节  数学教学中数学本质的揭示  第
二节  学习心理学与数学教育  第三节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第四节  数学教育技术  第五节  数学优秀生的
培养与数学竞赛  第六节  数学学差生的诊断与转化  附录：数学学差生诊断与转化个案第六章  数学课
程的制定与改革  第一节  中外数学课程改革简史  第二节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的
制定与实验  第三节  关于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的争论与修订  第四节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的基本理念  第五节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对有关数学内容的取舍和处理  第六节  数学建
模与数学课程  第七节  研究性学习与数学课程  第八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学数学第七章  数学问题
与数学考试  第一节  数学问题和数学解题  第二节  数学应用题、情境题、开放题  第三节  数学问题解
决的教学  第四节  数学考试中的命题探讨第八章  数学教育研究  第一节  数学教育研究的有关认识  第
二节  数学教育论文习作    实践篇第九章  数学课堂教学观摩与评析  第一节  师范生走向课堂执教时的
困惑  第二节  案例学习——数学弄懂了还要知道怎么教  第三节  一些特定类型的课例赏析  第四节  一
些案例(课堂教学片段)的评析第十章  数学课堂教学基本技能训练  第一节  如何吸引学生  第二节  如何
启发学生  第三节  如何与学生交流  第四节  如何组织学生  第五节  形成教学艺术风格第十一章  数学教
学设计  第一节  教案三要素  第二节  数学教学目标的确定  第三节  设计意图的形成  第四节  教学过程的
展示  第五节  优秀教学设计的基本要求第十二章  数学教育实习前的准备  第一节  从学生到教师身份的
转换  第二节  学习说课  第三节  参与微格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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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概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怎样解题》（1944）、《数学的发现》（1954）和《数学与猜想》（1961）这三本
书就是他智慧的结晶。这些书被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出版，其中《怎样解题》一书被译成17种文字，
仅平装本就销售了一百万册以上。著名数学家范德。瓦尔登1952年2月2日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会议致
词中说：“每个大学生，每个学者，特别是每个老师都应该读读这本引人人胜的书。”1.波利亚的数
学教育观在从事数学研究、亲自编写教材、开展教师培训的过程中，波利亚形成了自己的数学教育观
。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展卷细读波利亚的教育思想，仍新鲜如昨，如沐春风。波利亚认为，中学
数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会学生思考”。“教会学生思考”意味着数学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还应
努力发展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他应该强调技能、技巧、有益的思考方式和理想的思维习惯。而
为了教会学生思考，教师在教学时，要遵循学习过程的三个原则（这也可看作教学过程的三个原则）
，即主动学习，最佳动机，循序渐进。主动学习。“学东西的最好方式是发现它”，“亲自发现能够
在你脑海里留下一条小路；今后一旦需要，你便可以再次利用它。”因而，教师应该“尽量让学生在
现有条件下亲自发现尽可能多的东西。”思想应在学生头脑里产生，教师则只起助产士的作用。最佳
动机。为了使学习富有成效，学生应该对学习倍感兴趣并且在学习活动中寻求欢乐。最佳的刺激应该
是对所学知识的兴趣。另外，还可以在学生做题之前，让他们猜测学习的结果。在科学家的工作中，
猜想几乎是证明的先导。循序渐进。学习过程是从行动和感知开始的，进而发展到词语和概念，以养
成合理的思维习惯而结束。学习的第一个过程是探索，它联系着行动和感知，并且是在直觉和启发的
水平上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阐明，包括引进术语、定义、证明等，提高到概念的水平上。第三个阶
段是吸收，即把所学的知识都在头脑里消化了，然后吸收到自己的知识系统中来，扩大智力的范围。
以上三项原则应该贯穿到教师的日常工作中，这有助于他们成为更好的教师。波利亚建议，要成为一
名好的数学教师，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知识，一是数学内容的知识。一般中学数学教师最大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主动完成数学工作的经验。二是数学教学法的知识。具体而言，正如下面要介绍的“怎样解
题”表一样，波利亚给数学教师提出了“十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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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概论》

编辑推荐

《数学教育概论(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学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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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概论》

精彩短评

1、挺好的，考试的内容都有，很清晰......
2、同学说：不错的一本书，对她很有帮助！
3、书我没看过，帮姐姐买的
4、质量还可以嗷~~感觉很不错~~
5、It's OK. I'm now using it.
6、为了华东学科教学研究生考试买的  内容不错
7、本书的设计及内容合理，对于师范生来说，是很好的学习读本，对于教育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
8、字比较小，纸张还可以，物流也好可以。是到付的，因为没有零钱就少了我1元钱还不错。
9、好书，值得购买，不错的说
10、研究生复试用书，很管用
11、首都师大 学科教学数学的复试用书
12、很实用，正是我需要的，就是当中有一页有点问题，其他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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