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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块教材·学科案例教学论书系：数学案例教学论》一共七章。
第一章围绕课程改革的热门话题展开，涉及了许多争论的话题，如既然提倡探究式学习，是否还要接
受性学习。
第二章关注具体数学内容的教学，比如，在数学概念教学中，分别讨论了代数、几何和概率概念的特
征以及相应的教学策略等。
第三章介绍课程教学改革前后的数学教学模式，比如有以前的自学辅导教学模式，青浦教学模式，现
在的数学情境教学模式等。
第四章探讨了对数学思想方法的基本认识，及其相应的教学策略和教学途径。
第五章是数学课堂教学评价，分两个部分讨论：第一是评价的过程，强调了教师的共同参与；第二是
评价的核心，包括教师对数学概念的理解，问题解决的能力等方面。
第六章涉及数学教育技术的问题，介绍了代数、几何以及概率统计教学中信息技术的使用方法和意义
。
另附了第七章，是师范生的一些习作--数学教育故事，短小精悍，从特有的视角，蕴涵了耐人寻味的
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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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锜，华东师大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学位委员会委员，数学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基础教育教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数学教育心理学，数学教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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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数学课程理念第一节 课程标准：“过程与结果二分，还是整合”第二节 教师作用：“站在讲
台上，还是站到一边去”第三节 学习方式：“提倡探究，还要接受吗”第四节 课堂活动：“享受活
动，还是享受数学”第五节 内容组织：“教教材，还是用教材”第二章 数学内容的教学第一节 数学
概念的教学第二节 几何命题的教学第三节 代数运算的教学第三章 数学教学模式第一节 经典教学模式
第二节 当代教学模式第四章 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第一节 数学思想方法的基本认识第二节 数学思想方
法的教学策略第三节 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途径第五章 数学教学评价第一节 数学教学评价的过程第二
节 数学教学评价的核心第六章 数学教育技术第一节 数学教材中的信息技术第二节 代数教学与信息技
术第三节 几何教学与信息技术第四节 概率和统计教学与信息技术第七章 数学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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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案例分析]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面角概念的教学。
教师通过影像资料，向学生展示了二面角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并通过与两条相交直线的类比，引出
二面角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教师又组织学生举例说明。
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二面角形象。
显然教师把几何概念和现实实物紧密地联系起来，试图通过丰富的实物形象，帮助学生建立二面角的
表象。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教师还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折纸活动：（1）首先利用纸折一个二面角实物形象
，然后根据折纸摆放位置画二面角的直观图；（2）教师先画出二面角的直观图，再请学生用纸摆出
对应的位置，折出相应的形象。
这样的教学设计有利于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二面角概念。
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教师没有在课堂上展示学生所画的二面角直观图，否则可以让每个学生目睹更
多的不同视角的二面角直观图--也就是二面角的变式图形。
　　第二个阶段是用平面角来刻画二面角的大小。
教师试图通过学生合作讨论的形式，促进他们对二面角的平面角概念的理解。
显然，由于受到教科书的影响，大多数学生在棱上取一点，然后在两个半平面内作垂直于棱的射线，
利用两条射线所成的角刻画二面角的大小。
但是也有两组的学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一是用垂直于棱的平面去截二面角，二是过棱上一点在两个
半平面内画任意射线。
事实上，前者的方法和作棱的垂直射线的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对此教师没有在课堂上展开讨论。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垂直于棱的射线构造的平面角去刻画二面角的大小呢，而不是画任意斜
的射线？
教师在课堂上对此展开了讨论。
学生认为这样方便，不过这不是本质的，教师的解释“斜线旋转形成圆锥面，垂直才能形成圆面”这
也不是本质的。
也许教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又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说明--这样形成的角才是最小的，这样的解释
似乎又是把“马车放到了马的前面”。
　　教师可以让学生做这样的实验，理解二面角的平面角定义的合理性：让学生利用手中的纸，在所
折的棱上取一点，（1）过点在两个“半平面”内画垂直于棱的射线；（2）过点在两个“半平面”内
画任意射线，然后翻动两个“半平面”到重合、垂直、共面的位置，观察两条射线形成的角度。
通过实验，让学生认识到只有当两条射线垂直于棱时，所成的平面角在两个“半平面”重合时为0°
，垂直时为90°，共面时为180°，与二面角的变化相符合，与我们的直观认识相一。
　　几何概念的教学，应当以现实世界的几何形象为蓝本，以实物几何模型为工具，引导学生通过观
察、操作，建立几何概念的表象，抽象出概念的数学定义，而且，在此基础上，应当帮助学生形成所
学几何概念的图形概念系统--即表象与定义的协调。
为此，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1.从现实世界中学生熟悉的几何形象人手，借助实物模型，帮助学生
建立几何概念的表象。
　　2.引导学生观察不同的几何图形、图形变式，促进学生从中抽象出几何概念的定义。
　　3.通过变式练习，促进学生对几何概念所建立的表象和抽象出的定义协调性的理解，逐步形成一
个稳定结构或者系统。
　　[案例导读]　　概率是指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比如，“预测明天股票增长大小”，“预报今天是否会下雨”，“估计出行是否道路拥挤”，等等，
因此，概率的概念和现实世界密切相关，具有很大的情境性。
人们理解和判断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常常从自身的经历或经验出发，通常会借助主观的直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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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第一次去某城市旅游，恰好遭遇了一起交通事故，尽管这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但是你会留下
“这个城市交通状况很糟糕”的印象。
许多研究表明①，直觉常常会引起人们对事件概率发生的误解。
比如，给你一个不透明的袋子，里面放有红、白两种颜色的玻璃球，但事先不告诉你不同颜色玻璃球
个数的比例。
每次请你从中摸出一个玻璃球，再放回袋子，并预测下次摸到的玻璃球颜色，实验发现，人们一般不
会预测经常摸到的玻璃球颜色。
但是，经过少量的实验后，他们就会转变到预测经常出现的玻璃球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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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套书的出版，不仅体现了我国教师教育系统中学科教学论教材内容的创新，弥补了我国教学论
研究的不足，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直接影响了教师教育的观念和教学方式的变革，这将为我国高等师
范培养优秀的未来教师提供更多先行的经验，为探索创新型教师的特质和成长规律开辟新途径。
　　——钟启泉　　　　（教师教育）应当采用的方法，就是法学和管理学院得到充分发展、但在教
师教育中却几乎陌生的案例分析。
提示了大量教学问题的“案例”教育，应当作为讲授的主要焦点加以开发。
　　——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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