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问题的提出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博

士生导师范良火先生，在随机抽样调查了美国的学

校和教师后，在他的博士论文的结论中告诉我们：数

学教师的教学知识，主要是自己琢磨与反思、和同行

日常交流以及职后培训得来。至于当学生时的经历、

职前培训，相对来说就不甚重要。〔!〕这一结论对于我

们做本科生职前教育的高师院校来说，未免扫兴。因

此，我们有责任研究数学教师职前教育的问题，而这

个问题的核心是高师数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

!"# 世纪之交，中国数学教育界最大的事件是

基础数学教育改革，《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的制定和全面实施，《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

稿）的颁布，使得高师院校的数学教育不得不应对这

一现实，而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改革我校数学教育

专业的课程设置，以顺应其基础数学教育改革发展

的需要。

# 我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四年制本

科）课程设置的情况

#"! 总学时约为#$$%学时（不含选修课学时，

见习、实习学时未计入）。课程分类情况如下：（!）教

育专业课程#!#学时（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

总论(%、现代教育技术&’、普通话、书法(#），占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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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院高师数学教育专业现有的课程设置已

不适应基础数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分析发现现有课程设置中存在的诸如学科专业课与教育

专业课程的比例不够协调、普通教育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中课程门类多内容需要整合、必修课与选

修课比例失调、高师数学课程与基础数学教育改革脱节等问题，通过与其它国家或学校的课程设置

的比较，结合我国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情况，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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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普通教育课程，又称公共必修课程或

称通识课程&’(学时（大学生修养’%、法律基础’#、毛

泽东思想概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哲学)*、邓小平理论概论!%、军事理论’#、大学英语

%&(、大学体育+*(、大学语文’#、艺术欣赏’#、图书资

料检索+&），占总学时的%,",$；（’）学科专业类课程

+!’*学时（解析几何&(、高等代数+!(、数学分析’+%、

普通物理+**、计算机基础!%、运筹学)*、常微分方程

!%、-—语言!%、初等数学研究+(&、高 等 几 何!%、实

变函数)*、复变函数!%、数值计算方法)*、近世代数

)*、概率!%、初等数论*&、数学史*&、拓扑学*&、竞赛

数学#*、微分几何#*），占总学时的#%")$；

%"% 选修课开设的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专业

课程有：高等代数专题研究’%、数学分析专题研究

’%、数理统计（含概率选讲）)*、数学物理方程**、泛

函分析**、中学数学教材分析%*、几何基础)&、模糊

数学)&、集合论*&、离散数学)&、数据库)&、综合类课

程#*和竞赛数学（几何与代数）#*。按计划要求学生

在第七学期选+至’门，在第八学期选+至*门。主要是

学科专业课程。

%"’ 见习、实习时间!周（+.#）。

’ 国内外的情况及比较

’"+ 教育专业课程是指为各专业学生开设的

有关教育教学理论、方法、技巧等培养教师专业内涵

的课程，是教师教育区别于其它教育的重要标志。在

国外高师教育中，教育专业课程所占总学时比例大，

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据统计，英国约占%)$—*($，

新 加 坡 约 占’,"%$， 日 本 约 占+#")$， 韩 国 约 占

+*"’$，而我国约占!$—++$。足见我国高等师范院

校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薄弱。

’"% 美国教师教育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普通教育课程，包括英语、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

科学、保健和体育等方面的内容，在全部课程中占

*($左右；（%）学科专业课程是按师范生毕业后任教

学科而设置的，在初等教育专业和中等教育专业中

都占全部课程的*($左右；（’）教育专业课程，包括

基础教育理论课程（如教育基础、教育导论、教育史、

初等或中等教育原理等）、教育方法与技能课程（如

教育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数学教育评价与测

量、教材教法、普通教学法、视听教育等），在全部课

程中占%($左右。〔%〕这反映了美国“博雅教育”（/012345

2678490:;）的传统。

’"’ 由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周超老师提供

的材料看，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年的师范专

业教学计划表中，从必修课的学分比重看，普通教育

课程占*)$，数学学科基础课程占%&$，专业教学课

程占%!$左右（分类界定不详）。

’"* 比较发现，国外教师教育中普通课程开设

的范围广泛，课程内容丰富、尤其是人文课程比重较

大，课程的综合性程度较高，占总学时比重较大。这

对于拓宽师范生知识面，开拓视野，提高学生的文化

素养，塑造未来教师的人文精神和气质，适应中小学

课程综合化的趋势很有好处；国外教育专业课占总

学时的比重较大、教师职业技能与方法课程不仅门

类多，而且比例大，从教育专业课程的内容上看，教

育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得到充分体现；国外教育实习

时间普遍较长、实习方式多样化、重视学生真正地参

与到学校的管理活动中、实习的管理基本上都实现

了制度化和合作化等。〔’〕

’") 从我院课程设置看还是偏重学术性，轻师

范性。这与我们长期以来我们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培

养学科专家型的教师有关，在学科知识为中心的观

念影响下，其相应的课程体系呈现单一学科纵深发

展型，缺少教育工作的专业特点，这种课程设置几乎

与综合大学一样。我们当前的这个课程结构存在诸

如：各类课程比例失调，学科专业课比例偏大，教育

专业课程比例偏小；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单一，内

容比较窄，跟不上教育科学的发展；必修课比例过

大，选修课比例偏小；普通教育课程即公共必修课所

占学时不少，但种类过少，缺乏提高学生的文化素

养、塑造未来教师的人文精神和气质的课程；就学科

专业课程而言缺乏必要的整合，高等数学课程与基

础数学教育课程改革脱节的现象严重；就教育专业

课程而言，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和教育实习的

实施也存在流于形式等弊端。

* 意见和建议

关于高师院校培养的数学教师的应具备那些知

识、素质和能力，其结构是怎样的，数学教育专业课

程该怎样界定等问题还需进行深入地理论探讨，但

当务之急是初步解决提出的问题。因此，调整课程结

构、整合课程内容、强化实践性课程是调整和改革课

程设置的三个重要内容。在此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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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数学教育专业课程的比例，研究数学

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除了在必修课中继续设置已

有的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外，可以增设或在选修课

中设置数学教育学、数学教育心理学、数学教育哲

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科研

方法、中外教育史、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等。还要注

意加强教育专业类课程本身的内在整合，设置教育

专业方面的连贯一致的课程，取代散漫而零碎的课

程，把工作重点放在学科的教育学。

!"$ 调整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可以使选修

课的比例达到$%&，大量开设选修课程以满足不同

学生的需要。因为选修课给学生提供了个性发展的

空间，可以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促进其特长的发

展，使其形成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选修

课不要只是学科专业课程的纵深发展，而应包括数

学教育专业课程和普通教育课程（人文社科、自然科

学等综合类的通识课程）。

!"’ 整合公共必修课程的内容，加强人文社

科、自然科学类课程设置的研究，拓宽专业口径。中

小学课程有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基础数学教育改

革提倡研究性学习等，这些都对我们高师院校狭窄

的课程设置提出了质疑：这样培养的学生能适应基

础数学教育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吗？要求教师具有多

元化的知识结构，开设如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生命

科学、社会学、天文地理等内容的课程就十分必要。

!"! 数学学科专业课程需要整合，构筑起新的

专业平台。#(()年开始，我国有$*所高等师范院校的

数学系的改革项目投入实验，目前已基本完成。这些

面向$#世纪的改革实验，已经使数学系的课程设置

发生了重大改变。一系列的新课需要开设，如计算机

基础和+,,语言、数学建模、数学实验、数学教育技

术等，“数学教育概论”将取代“数学教材教法”，解析

几何和高等代数两门课的合并成为趋势，概率统计

课程亟待加强。〔!〕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数

学不断发展，我们不可能一切都从基础学起，事实上

许多数学家已经为我们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如“几何

基础”、“实数理论”等等，我们只要了解它的基本原

理，然后在这基础上向前走就行，不必再花大力气去

开课。〔%〕因此，基础课的“基础”应该多厚（如“老三

基”该上多少，“新三基”又怎样体现），专业课通过怎

样的整合构筑起新的平台，我们应该研究。还要注意

科学技术与学术发展出现新的综合化的趋势，不同

学科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因此整合学科专业课程

与教育专业课程，打破学科界限，注重课程之间的有

机联系，沟通课程之间的关系，并将一些学科专业课

程调和统一于实际的教学情境，使学科充分应用于

教育专业知识的研究也显得重要。

!"% 加强与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相关的应用和

技能类课程建设，解决实践性课程流于形式的问题。

比如中学数学建模、数学应用、问题解决特别是开放

性问题解决、中学数学竞赛辅导，教师职业技能训

练、中学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开发、数学教学软件的开

发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等课程，充实和完善与基

础数学课程改革相关的内容（比如信息安全与密码、

球面上的几何、统筹法与图论初步、风险与决策等），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技能、能力和素质。

教育见习、实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是高师

院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探索

教育实习与理论教学的联系，以解决高师院校只注

重加强数学理论教学而脱离中学教学实际来培养师

资的局面，这是我们一直都应该坚持的，但是目前有

淡化的趋势，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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