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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元宵刚过，十多位数学教育方向的年轻博士，聚集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他们中有华东师范大学王建磐校长和我所带的五届学生，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的学生、香港大学
梁贯成的学生等。
久未谋面，话题特别多，谈得最集中的是数学教育研究中的问题与困惑。
整个白天谈不完，晚上移师瑞金宾馆再继续，而且还邀请了我的两位同事与朋友——上海市教科院教
师发展中心主任周卫和上海市教育报刊总社副社长陈亦冰。
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就在那天，大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年轻人重任在肩，群策群力编撰一套
数学教育基础研究丛书，条件似已初具，于是策划了一个初步的方案。
此后每年有一或两次碰头，分工有所调整，人员不断扩大。
但编著原则不变：不求急就，力戒浮躁，成一本，出一本。
四五年过去了，当可逐一考虑出版。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企盼。
我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来主持青浦教育改革实验，做到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我攻读研究生，
名为在职读书，实为补上教育基本理论这一课。
当时全国没有数学教育的博士点，我的导师刘佛年校长召集华东师范大学不同系所的六位著名教授联
合培养，可是，全程六年就是没有数学教育的课程。
1999年，王建磐校长邀我合作创建数学教育的博士方向，设置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全国招生，至今已
满十届。
平心而论，我们藉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教育内容，虽有初步框架，但仍然是数学与教育学、心理学的“
领养儿”，尚无自己的独立品格。
这是个跨世纪的期待。
如今一批年富力强的精英，志愿自己组织力量来打造研究的基础，当然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我建议，这套丛书要由“1960后”的中青年人来担纲，理由是只有他们才有15年至30年的时间来
初成并打磨出自己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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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生是如何学习数学的？
　　这是数学教学和数学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
学是教的前提，只有理解了学生是如何学习的、学习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去诊断这些困难
，才能进行有效的教学。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重点介绍五个经典的、对数学学习有较高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下篇从微
观的角度去探讨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基础与过程。
　　本书主要以文献综述为主，对近二十年来国际数学教育心理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和研究方法进行
了梳理和剖析，其目的是：　　帮助读者拓展眼界，了解当代数学教育的研究前沿，提高数学学习的
理论素养；　　帮助读者成为一个研究者，为他们提供系统的理论观点、框架、方法、案例和问题：
　　为教师的数学课堂教学提供理论支持，帮助他们解释教学中的疑难与困惑，提高教学的效率。
　　本书既可以作为数学骨干教师培训和研究生数学教育心理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数学教育研
究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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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超，博士，苏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讲师；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王建磐和
顾泠沅两位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是数学学习理论、数学教育国际比较研究和数学教育研究方法。
近年来在《Frorl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数学教育学报》等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对中学数学教
师的证明素养的一次调查”、“试论几何推理的若干特点”等多篇论文。
　　鲍建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是数学学习理论、数学教师教育和数学教育国际比较研究。
出版学术著作《中英两国初中数学课程综合难度的比较研究》、《聚焦课堂——课堂教学视频案例的
研究与制作》、《追求卓越——从TIMSS看影响学生数学成就的主要因素》、《中学数学现代基础》
等；发表论文“变式教学研究”、“中学几何课程的目标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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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数学学习的理论探讨　　第1章　范希尔的几何思维水平　　§1.1　范希尔理论　　范希
尔理论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几何思维的五个水平；二是与之对应的五个教学阶段。
前者既可用于诊断学生的几何思维水平，也可用于教学活动的设计；后者则提出了一种几何教学的模
式。
　　1.1.1　几何思维水平　　有关范希尔几何思维水平的介绍在表述上一直比较舌L（Pegg&Davey
，1998），其中特别是在每个水平的描述上，许多说法并不一致。
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二是由于范希尔理论本身后来经过了多次的修
改，包括范希尔本人的调整。
我们这里引用的是伯格（w.Burger）和绍格尼斯（w.Shaughnessy）的介绍。
作为长期从事范希尔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伯格和绍格尼斯（1986，P.43—45）将范希尔理论的五个思维水平的特征分别描述如下：　　1.层
次0：视觉（visuality）　　儿童能通过整体轮廓辨认图形，并能操作其几何构图元素（如边、角）；
能画图或仿画图形，使用标准或不标准名称描述几何图形；能根据对形状的操作解决几何问题，但无
法使用图形的特征或要素名称来分析图形，也无法对图形做概括的论述。
例如：儿童可能会说某个图形是三角形，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个三明治。
　　2.层次1：分析（analysis）　　儿童能分析图形的组成要素及特征，并依此建立图形的特性，利用
这些特性解决几何问题，但无法解释性质间的关系，也无法了解图形的定义；能根据组成要素比较两
个形体，利用某一性质做图形分类，但无法解释图形某些性质之间的关联，也无法导出公式和使用正
式的定义。
例如：儿童会知道三角形有三条边和三个角，但不能理解如果内角越大，那么对边越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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