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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

前言

　　数学是每个人应具备的文化素养之一。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是向学前儿童进行
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前儿童学数学也正是从小学会思考“求知”的重要途径。数学
以其自身知识的逻辑性、抽象性、精确性和应用性特点，成为促进学前儿童数理逻辑思维发展的有效
工具。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数学能力的高低看成儿童聪明与否的标志。因此，学
前儿童教师如何进行数学教育，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培养“完整儿童”及“全人格教育”就成为数学
教育领域新的研究课题。　　本书是孙汀兰教授和她的同事们在长期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实践研究的基
础上，用新的教育观和学前儿童发展观，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撰写的。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科学性强。本书在“理论指导篇”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学前儿童数概念，运算能力发展规律和特
点，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目标、内容、途径、形式、方法及活动设计指导。通过基本理论的学习，使学
生认识到学前数学教育对促进学前儿童发展的价值；掌握学前儿童数概念形成的特点；树立现代数学
教育观和学前儿童主体观；学会数学教育的方法论，提高学生从事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职业能力。　
　实践性强。孙汀兰教授带领她的团队进行了长达20年的纵向跟踪实验与横向对比实验。本书是建立
在实践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研究成果突出体现在“实践活动篇”，探索并建构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课
程体系，对学前儿童3-4岁、4-5岁、5-6岁各年龄阶段的数学教育进行了整体的设计，明确了不同年龄
阶段儿童数学教育的目标、内容、教学计划以及活动进程，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书为学
前儿童不同年龄阶段数学教育共设计了82个教学活动范例。　　创新性强。本书在树立“学前儿童主
体观”和“全人格教育观”上实现了3个转化：①由教师怎样“教”数学向儿童怎样“学”数学转化
；传统教材只有教师“教”数学的方法，本书增加了学前儿童“学”数学的方法；②由单纯传授数学
知识向培养学前儿童数学能力和多元智能开发转化；对学前儿童的数学能力进行多元化的训练，如分
析综合思维能力、连锁思维能力、逆向思维能力、迁移思维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训练与评价；③由传
统的数学单科教学向整体素质教育转化。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成为培养学前儿童学会做人、学会求知、
学会健体等全人格教育和整体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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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由理论指导篇和实践活动篇两部分构成。在理论指导篇中阐述了学
前儿童数学教育的基本观点及原则，学前儿童数的概念发生、发展规律及特点，并以辨证唯物主义方
法论为指导，阐明了学前儿童“学”数学的方法和教师“教”数学的方法，从而既突出了儿童学习数
学的“主体地位”，又重视了老师的“主导作用”。在实践活动篇中，重点实现两个转化：一是以80
多个数学教学活动设计作为范例，引导读者将学到的理论观点转化为教育行为，提高其职业能力和实
践能力；二是以100个数学游戏活动作导引将学前儿童学数学转化为“玩”数学，既激发了孩子们“爱
学”、“乐学”的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数学能力，有利于做到“幼小”衔接。《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理论与实践》可作为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幼教工作人员的教学指导用书，还
可作为学前儿童家长教育子女的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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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何体与平面几何图形的区别在于几何体有长短、宽窄和高低，平面图几何形只有长短和宽窄。
将平面几何图形与相应的几何体比较既加深了对平面几何图形的认识又突出了几何体的特征，帮助学
前儿童克服平面几何图形与几何体混淆的现象。因此，认识几何体应与相应的平面几何图形进行比较
。例如，教学前儿童认识正方体，可以用一块正方体积木和一张与正方体的面等大的纸作比较。让学
前儿童先指出正方形的一个面，它有长和宽；而正方体有6个一样大的面，正方体有长和宽外还有高
，并让学前儿童用食指沿着正方形的长和宽以及正方体的长、宽、高的3条棱运动比划，使学前儿童
清楚长、宽、高具体指的是什么，学会以此辨别平面和立体。还要用多种物体让学前儿童指出不同几
何体的长、宽、高，反复进行练习，以求真正理解和掌握。　　将几何体与几何体作比较也是认识几
何体的一种有效方法。它能突出不同几何体的异同，使学前儿童在原有几何体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新的
知识。例如认识长方体，可以运用已经认识的正方体与长方体（两个对称的侧面与正方体的面等大）
作比较，使学前儿童认识到长方体和正方体都有6个面，都有长、宽、高，但是正方体的6个面是一样
大的正方形，长方体有4个面是长方形，还有两个面可以是长方形，也可以是正方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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