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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小学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课堂教学“理论与小学教学实践脱节”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我

们以东北师大小学教育专业连续８届的基础课程《小学数学研究》等为例，以小学教学的实际需要为价值取

向，以典型案例分析为主要载体，以对核心理论的理解性掌握为根本，以专题讨论和小课题研究为主要教学

方式，以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课程结业评价模式改革，８届学生不仅基础理论掌握扎实、理

解深刻，而且，对于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有更深刻的认识，基本掌握了小学教育教学的有效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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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众所知，当前我国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改革方兴未艾。教育教学理

论、学科专业理论与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严重脱节的难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自２００１年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以来尤其如此。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作为全国首批设立的本科专业，自１９９９年设立以来一直

坚持不懈探索科学合理 的 小 学 教 育 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模 式［１］。２００４年 以 来，在 课 程 与 教 学 系 的 统 一 组 织

下，我们在小学教育专业２００２—２００７级的基础课程《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数学研究》、《数学学习心

理学》、《数学思维方式方法》等的课堂教学中，持续不断地开展以案例为载体、以问题为驱动、以专题讨

论和小课题研究教学方式为主的教学实践改革，教学效果显著提高，毕业生感受颇深。已经开设《小学

数学研究》等课程而尚未毕业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０级学生也表现出极高的满意度。

一、理论基础

１９０４年，杜威提出教师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构想［２］，主张在教师教育实践中展开观察、洞察、反

思的“案例分析”活动。就“案例分析”而言，发展至今日，五种类型［３］最具代表性：一是克里斯托弗·兰

格德尔（Ｃ．Ｃ．Ｌａｎｇｄｅｌｌ）的案例模式，在教师教育中把案例分析作为针对心理学原理与教学论原理加以

应用，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原理和方法。二是舒尔曼（Ｌ．Ｓｈｕｌｍａｎ）小组以教师直面的实践问题为案例构

成，着眼于设定了学科的学术内容的解读过程。三是麻省理工（ＭＩＴ）舍恩（Ｄ．Ｓｃｈｏｎ）倡导的“在以案

例为对象的反思性思考与探究活动中把握基本原理”的方法。四是阿拉斯加大学朱迪恩·克莱因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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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Ｊ．Ｋｌｅｉｎｆｅｌｄ）组织案例的解释与讨论，对学生进行“教师式思考”的教育，直面两难问题与问题解决思

考的模式。五是帕尔大学西尔弗曼（Ｒ．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开展的具体实践案例的诊断与分析，强调学生解决问

题能力及对“真实教学情景”的分析。第一种类型属于“一般教育学、心理学＋案例”的方式，在教育教学

研究的初期阶段曾发挥一定作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深刻挖掘学科知识内涵，无法真正实现学科教学目

标。其余四种类型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杜威的相关构想，并在实践中彼此逼近、相互渗透。而舒尔曼提出

的案例研究尤其关注学科教学法知识的案例解读，但其对操作要求较高。

二、基本思路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我国师范教育的通病。如何在有限的教学实践内，既要完成基本理论的学习

（包括学科专业理论以及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针对小学教育教学的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

开展学习。而案例分析恰好能够实现理论的系统学习与实践问题分析研究并举的功效。

为此，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在东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组织下，我们在小学教育专业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级，在四门基础课程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以舒尔曼小组的“以教师直面的实践问题为案例构成”，综合运

用“在以案例为对象的反思性思考与探究活动中，把握基本原理”，以及对学生进行“教师式思考”与“真

实教学情景”的方法，摸索出以案例为载体进行师范教育基础课程课堂教学的新思路，即以案例分析为

载体，以问题为驱动，以专题讨论、小课题研究和小组合作学习方式为主的实践教学新思路（如图１所

示）。

图１　实践教学新思路

与以往的基础课程课堂教学相比，这种新思路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实践取向。

一是直面当前小学数学教育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中实践与理论脱节的症结，以体现现代教育理念的

小学数学教育教学经典案例剖析为载体，以小学数学教育教学实践需要为价值取向，以强化针对核心理

论的理解性掌握为根本，不断增强学生把握学科知识和学科教学法知识的实际能力，以当前小学课堂教

学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的解决为驱动，开展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进而更好地把握基础理论。

二是以当前小学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热点、焦点和难点的分析讨论为重要内容，变传统的讲授式学

习为专题研讨、课堂小组合作和小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例如，在《小学数学研究》课堂教学中，我们将

小学数学课程教学内容背后的数学学科本质问题细分为“小学数学１００个问题”，诸如“为什么先加减后

乘除”“频率的极限是概率吗”“平移、旋转与轴对称是什么关系”等等，这些看似简单却又代表小学数学

学科本质的核心问题，既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又引导学生为了解决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必须

深入学习相关的数学基础理论，同时又能在真实的小学数学课堂中找到相关理论的“影子”。开课之初，

要求学生任选其中一个问题，带着问题开展小课题研究，将小学数学相关章节的研读、相关文献查阅与

课堂讨论结合在一起。这种研讨式的教学方式、问题驱动式的学习方式，吸引着学生急于知道“谜底”，

看似简单的“小儿科问题”引发了学生对于小学数学学科本质的自发地深究。正是这种策略方式的变

革，改变了以往一味被动接受的填鸭式方式，学生自发地参与到案例分析的教学过程中来，而学生对于

学科小课题研究以及当前小学教育教学热点、难点问题的分析研究，也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对于教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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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学习优秀教师的风气在班级中蔚然成风。

三是针对当前为数甚多的大学生“课上不认真听课，期末考试突击学习”的现象，在以典型案例分析

为载体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变革评价方式，特别是，变革传统笔试“一考决定论”就成为必然。

为此，经过多轮的实践尝试，我们逐渐形成“课堂参与式讨论占总成绩的１０％，小课题研究与平时作业

占总成绩的２０％，课堂实践环节占总成绩的１０％，期末笔试占总成绩的６０％”的综合评价方式。

三、课堂教学实践尝试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在连续数届的小学教育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

以案例的深刻剖析为主线，针对不同课程选取不同案例，并辅以机动灵活的专题讨论、小课题研究和小

学课堂现场模拟教学等学习方式，最大限度地吸引每位学生都能主动参与到课程学习与教学过程中来。

（一）《小学数学研究》课程案例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研究》，又名《初等数学研究》，是小学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对于以小学数学教学为

主要方向的学生来说，是必备的基础课程，主要解决未来从事小学数学教学所必需的数学学科功底问

题。在《小学数学研究》以往的教学中，几乎不涉及案例，仅仅系统传授相关的数学基础理论。对于系统

学习过《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抽象代数》、《数理统计学》等专业理论的学生而言，这种

教学处理是相对合理的，而对于以教育基础理论为主要背景、仅仅学习过《（文科）高等数学》的小学教育

专业的学生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高不可攀。经过几轮的课堂教学尝试，我们最终选择了以小学数学

教学的典型案例为主线、以形象生动的载体将相对系统的数学理论呈现出来的课堂实施方案。

在小学数学教师职前培养中，案例教学与理论学习密不可分。事实上，小学数学教材所涉及的数学

知识大多都不够严密，很多概念在小学阶段无法给出严格界定。但仍然要求小学教师必须掌握必要的

现代数学知识，大体了解核心数学内容的发展脉络、基本思想与重要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生动形象

的外在形式，“透视”小学数学的本质，以便以适合小学生的课堂呈现方式展现小学数学教学内容，帮助

小学生建构数学新知。因而，针对小学数学教学实践所需要的数学本体知识，我们要求小学教育专业的

学生，首先要掌握能够涵盖《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所界定的小学数学课程内容所必需的数学本体知

识，同时，对其中的核心知识（例如，数系扩充的理论，几何学基础知识等）达到理解性掌握的程度。

当然，我们将案例呈现出来，也并不是让大学生简单模仿，而是为了引发大学生主动参与构建这些

案例知识的过程。例如，对于小学数学教学常见的１００个学科本质问题的教学，适宜采取专题讨论与小

课题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对于诸如“自然数的交换律是规定？还是说明或者证明？”的案例开展专

题讨论，特别要把握“度”———既要让学生了解自然数的交换律在小学数学教学是显然成立的，但又要涉

及数学基础理论如何处理。在小学数学研究中，类似的案例有很多，诸如０．９９９９９……＝１？矩形的面

积为什么是长乘以宽而不是长加宽［４］等等，这些案例看似简单，却又蕴涵深刻的数学内涵，必须具备极

限等现代数学知识才能理解。这种案例知识对于丰富大学生的数学本体知识非常有益。

（二）《小学数学教学论》课程案例教学实践

如果说《小学数学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小学数学教学论》则解决“怎么教”的问题。事实

上，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会从事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而《小学数学教学论》是非常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理论性比较强，大学生学习起来总有“高高在上”的感觉，毕竟与一线真实的实践

距离较远，因而，《小学数学教学论》的教学必须解决四个核心问题：一是教什么内容？二是如何教？三

是为什么需要这样教？四是教得怎样？（即如何评价教的效果？）对于“教什么内容”的问题，最好的案例

之一就是“现行的小学数学教科书中的典型片断”，对于“如何教”“为什么需要这样教”“教得怎样”，能对

学生能产生震撼力的经典案例之一就是“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同课异构案例”。

正如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所言，“教也是属于人们通过做而学习的一种活动……一位教师在开始

教学工作以前只要学少量理论，主要通过自己的和别人的例子来学习，分析人们准备进行、正在进行与

已经进行的教学。”［５］对于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学生而言尤其如此，在系统学习数学教学的基本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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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基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真实案例分析的学习和理解，不仅是理论理解的必须环节，而且，这种“紧

扣小学数学教学实际问题的驱动式学习”具有鲜明的实践取向。

为此，我们要求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大学生：每人都能结合典型案例，理解课程标准界定的基本理

念；要求每人精通一册小学数学教材；每人说一节课、讲一节课、评一节课。

例如，在“教学过程”一章的教学中，我们以小学数学的《认识角》内容为例，全面再现这节探究式课

堂教学的说课、课堂实录与评析［６］的系统案例，并让学生（在事前精心准备的基础上）现场演示自己对于

这节内容的说课、模拟课堂（并进行现场录像）的理解，而后对比播放案例中的课堂教学进行评课、分析。

评判的重点不仅在于，分析教学内容呈现要依据三个线索“数学内容发展的线索、儿童认知发展的线索

和本册教材编排呈现的线索”，而且在于，组织学生观察、分析课堂各个教学环节的利弊得失，提炼总结

每个环节所必需的教学技能技巧及其评判标准。同时，也要分析课堂探究的败笔及其原因。为此，我们

联合长春市四所小学，针对《认识角》的具体教学模式方法，开展“同课异构”课堂实录活动，内容涉及探

究式教学、有意义接受式教学模式、讲练结合式教学模式，并在《小学数学教学论》的相应章节的理论教

学的同时进行视频案例分析，学生通过不同类型的案例，对探究式、接受式等小学数学教学最常用的教

学模式方法有了极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几年来，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毕业生在就业面试、试讲

中获得优异的成就，与我们的这种尝试密切相关。

（三）《数学学习心理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

如果说《小学数学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小学数学教学论》是解决“怎么教”的问题，那么，
《数学学习心理学》则是解决“教谁？”“学习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等系列问题。事实上，数学教育教学

的一切理论都建立在数学学习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之上，都以数学学习理论为根基。在倡导“以学促教”
“学生怎样学的方便，教师就应该怎么教”的今天，更是如此。

由于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设置在教育学院，在学习《数学学习心理学》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

《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而且，各个流派的心理学理论往往让人目不暇接，采取理论

讲授式，学生往往兴趣不高、理解也不深刻。为此，在多年摸索基础上，我们在小学教育专业（大四开设

的）选修类的基础课程《数学学习心理学》教学中，采用了问题驱动式的教学方式，取得了理想效果。

其实，问题驱动式本身就是基于心理学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主张要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

主体作用，教师协助学生建构意义［７］。以问题的形式把教学任务展示出来，激发学生对问题的好奇心，

引导学生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多种方式完成教师事前安排的任务，而新知就在

问题解决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本身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心理学理论知识，我们也恰恰通过问题

驱动式案例教学方式教给学生。因而，案例的选取也是关注容易引起认知冲突的心理学问题，辅以精心

设计的容易引起学生兴趣的情境。

例如，在开课之初，我们给选修该课的学生明确要求：

每位同学在每章学习结束时必须提交一篇学习相关数学学习心理学术论文的读后感；每位同学必

须选择小学数学学习心理８０个问题（涵盖本门课程的所有内容）中的某一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在

进行相应章节的课堂教学时进行一次１０—１５分钟的学术报告（有ｐｐｔ，观点明确，或者是研究综述，或者

是小学数学教学案例的心理学分析，或者是自己亲自作的实证调查分析）；每位同学必须针对《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中的核心词“数感”“符号观念”“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意识”“推理能力”“应用

能力”“基本活动经验”“基本思想”中的某一个开展小调查研究，写出２　０００字左右的调查报告。

而本门课程的考核评价标准在于个性化，既可以选择笔试（开卷考试，内容涉及本门课程的各个章

节的基本内容），也可以选择写专门的论文式（题目由任课教师拟定，从８０个问题中选择难度、容量较大

的“课题”，列为考试任选题，在一周内完成，而且，题目不能与自己在平时的教学中选择的题目相同，字

数在５　０００字以上），同时，针对自己的研究发现，作一次不少于２０分钟的学术报告。

（四）《数学思维方式方法》课程案例教学实践

如前文所述，《小学数学研究》、《小学数学教学论》、《数学学习心理学》课程着重基础理论学习，重在

奠定从事小学数学教育教学所必需的学科专业功底。与此相比，《数学思维方式方法》则是数学文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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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数学素养提升类的选修课程。因而，这门课程的重心在于密切结合小学数学教育教学实际需要，进

一步提高未来小学数学教师的数学思维水平。

对于不同类型的数学思维方式方法，我们采取了课堂专题讨论的方式。与前面的三门课程的教学

相比，这里的专题讨论式更像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下的参与式”，即任课教师充当“节目主持人”，设置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问题，调动全体学生的共同参与，在争论、研讨和发问、思考之中，让每位学生进一步体

会各种不同的数学思维方式，感受小学数学教育教学之中的数学思维方法及其呈现特点。

例如，广大小学数学老师对于“归纳思维究竟如何表现？如何在课堂教学状态下展开”十分生疏，为
此，我们在收集（摄录）相应的小学数学课堂案例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分析讨论“一个数乘以１１”这

样的案例［８］，分析“同样的内容、不同的做法而相同的工作量”却能给学生带来完全不同的思维结果，感

受“归纳思维”的魅力，体会归纳思维究竟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充分体现和有效培养。

总之，通过在小学教育专业《小学数学研究》、《小学数学教学论》、《数学学习心理学》和《数学思维方

式方法》四门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开展基于小学真实案例（如［９］等）为载体、以专题讨论、小课题研

究、参与式研讨等为主要方式、以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系列课堂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既积累了丰富的课堂教学案例，又形成了《小学数学教学论》（马云鹏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小学数学研究》、《数学学习心理学》等全国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为变革新时期小学教育专业基础课程的

教学，做出了有益尝试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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