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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教师实体性知识发展研究》

内容概要

《职前教师实体性知识发展研究》主要内容：师范生的培养和专业发展是当前国际教师教育研究的热
点问题，同时也是国内高师教育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有效途径使得师范生具备适应新形
势下的优秀教师的基本素质和潜力。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我们还远远未能回答这一领域内的各种问
题。对师范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刻画现状，提出设想上，当然有一些有价值的实践研究，但如何促进
师范生的知识结构发展和专业提升的问题仍在探索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数学专业师范生如何发展某概念的实体性知识，获得对
数学概念的本质理解，改进知识结构，进而获得专业水平的理性的自我提升？”这个问题被分解为以
下三个子问题：(1)实体性知识究竟是何定义？如何评估？师范生是否缺乏实体性知识？(2)哪些途径
在促进职前教师发展中可能是有效的？(3)教学活动与师范生实体性知识的学习存在何种关系？研究过
程中，质的研究是基本的方法。
本文首先重新审视了实体性知识的定义，并为它建立了理解水平分析、思维导图分析和教学阐述分析
的综合评价工具。他们的关系如下页图。通过小面积的调查和深入的访谈，利用以上工具进行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1)本研究中的职前教师对数学概念(本文中是极限)缺乏深入地理解，他们本身就存在
与中学生相似的对极限概念的各种错误或不完善的理解，关于极限概念的实体性知识很不完善；(2)缺
乏足够的内容知识，使职前教师把有限的备课时间都用于内容学习，而不是准备如何呈现内容使学生
容易理解；(3)缺乏足够实体性知识的职前教师有可能缺乏教好课的自信，这使得他们在教学内容、媒
体和模式的选择上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基于师范生缺乏实体性知识的结论，本研究通过教学阐述与三写教案结合的手段，同时在此过程中让
师范生画思维导图的方式，发展他们的实体性知识。利用理解水平分析框架、教学阐述分析以及思维
导图分析，研究者认为：(1)采用三次备课和教学阐述相结合，以及利用思维导图这两种途径可以帮助
师范生发展他们的实体性知识；(2)原有学科知识水平不同的师范生在此过程有不同的表现，但总体向
前发展；(3)在采用三次备课和教学阐述相结合的方式中，师范生关注自身对内容的理解，关注新理解
对原有认知的冲突。他们将此付之于教学行为，形成两次反思、两次行为改变的基本流程。
为了进一步追寻师范生教学活动与实体性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进行了追踪访谈，认为：(1)与
教学相结合的知识发展途径，促使师范生有意识地采纳一些手段来对内容再组织、再学习，通过教别
人学会某一内容，师范生的实体性知识获得发展，自身对该内容获得了更为精致深刻的理解；(2)与教
学相结合的知识发展途径，促发数学观的渐变，教学能有力地促讲师范生自发有效地学习，促使他们
迫切追寻学科内容的本质。
研究者对当前师范生的实体性知识基础产生疑问，由此而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
最终上升到对当前师范院校数学系课程设置的疑问。在前面所获得的结论基础上，对当前师范教育的
数学教育类课程提出了一些建议：(1)基础数学课程不可偏废；(2)重视教学所需的数学；(3)开设数学
与教学融合的课程，注意提供多向、平等、融洽的交互平台，提供工具性的思维方式，提供可供深度
挖掘的载体以及提供恰当的教学阐述标准。
在设计师范生的教育课程时，教师教育者经常会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在理论和实践、内容和过
程、守护者和促进者、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生存和持续发展、支撑和挑战以及继承和革新等多对矛
盾中，教师教育者更多的是在管理和协调多种相互竞争的因素，而不是意识到教师教育中某一特殊的
活动或者特殊的理论。教学是个庞大的系统，要把本研究的结果运用到当前的师范生培养中，还需要
其他相关课程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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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摘要第一章　研究的背景和问题一、期望与现实二、教师知识与教师专业化研究——进化的角度（一
）Polanyi的默会知识（二）从教师经验、行为到教师的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三）
行为主义的衰落与教师知识研究（四）行动中知识的介入（五）从命题性知识发展到教师行动中的知
识三、研究的问题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五、本文的结构第二章　师范生缺乏实体性知识吗一、什么
是实体性知识（一）对实体性知识的若干定义（二）实体性知识再认识二、如何分析实体性知识（一
）访谈和讨论的概念性理解水平的分析框架（二）思维导图的评价（三）教学阐述的标准三、数列极
限的实体性知识（一）关于极限的初步讨论（二）关于极限的实体性知识（三）两个基于上述理解的
教学阐述四、调查、访谈与数据分析方法（一）研究对象介绍（二）数据搜集的途径五、结果与分析
（一）调查结果及第一次教案（二）本章结论第三章　师范生极限概念的实体性知识发展一、如何应
对现状——师范生教育文献的分析（一）文献回顾（二）文献分析结果二、提出基于三次备课与教学
阐述以及构建思维导图的手段（一）方法论基础（二）三次备课与教学阐述（三）思维导图（四）研
究的安排（五）研究中的伦理道德处理三、8位师范生的历程（一）张的历程（二）杜的历程（三）8
位师范生的历程四、研究结果（一）教案与教学阐述（二）思维导图（三）本章结论第四章　教学活
动和师范生实体性知识的习得一、以教为学，教学相长（一）教学活动促发对内容的再学习（二）认
知、社会、教学等科学的交叉影响二、教与学的结合改进数学观、教学观三、本章结论第五章　研究
结论、建议与局限性一、研究的结论二、基于研究结论的建议（一）基础数学课程不可偏废（二）重
视学习教学所需的数学（三）开设数学与教学的“融合”课程三、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参考文献附
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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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职前教师实体性知识发展研究》首先重新审视了实体性知识的定义，并为它建立了理解水平分析、
思维导图分析和教学阐述分析的综合评价工具。通过小面积的调查和深入的访谈，利用以上工具进行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本研究中的职前教师对数学概念(本文中是极限)缺乏深入地理解，他们本身
就存在与中学生相似的对极限概念的各种错误或不完善的理解，关于极限概念的实体性知识很不完善
；(2)缺乏足够的内容知识，使职前教师把有限的备课时间都用于内容学习，而不是准备如何呈现内容
使学生容易理解；(3)缺乏足够实体性知识的职前教师有可能缺乏教好课的自信，这使得他们在教学内
容、媒体和模式的选择上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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