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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是为学前专业学生和在职教师进修所提供的一本专业必修课教材。
本教材是在原有同名教材基础上的修订。
本次修订主要针对《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施行下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尤其针对幼儿园
整合式课程模式下的数学教育和数学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调整，力求全面、系统地反映课改信息，体现
理论性、系统性、针对性、应用性的特色。
同时，为帮助学生和教师更好地领会和掌握幼儿园数学教育的设计与实施等问题，本教材在每个内容
点上增加了相应的活动案例，特别是针对教学重、难点的部分活动案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概述  第一节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意义    一、有助于幼儿对生活和周围世界
的正确认识    二、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好奇心、探究欲及对数学的兴趣    三、有助于幼儿思维能力及良
好思维品质的培养    四、有助于日后的小学数学学习  第二节  学前儿童怎样学习数学    一、数学知识
的本质    二、学前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特点    三、学前儿童学习数学的心理特点  第三节  学前儿童数
学教育的任务    一、培养幼儿对数学的兴趣和探究欲    二、发展幼儿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三、为幼儿提供和创设促进其数学学习的环境和材料    四、促进幼儿对初浅数学知识和概念
的理解    第二章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第一节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目标    一、学前儿童数
学教育目标制定的依据    二、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目标的结构分析    三、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目标的内容  
第二节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内容    一、选择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内容的依据    二、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
内容及各年龄段的要求    第三章  有关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理论流派与研究动向  第一节  列乌申娜的数
学教育思想与苏联的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一、列乌申娜的数学教育思想    二、苏联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大纲及特点  第二节  皮亚杰的儿童数学学习研究与建构主义数学教育    一、皮亚杰理论的基本要点    
二、关于儿童数学概念发展的研究    三、建构主义数学教育的基本主张  第三节  凯米的数学教育思想
与美国的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一、凯米的数学教育思想和课程方案    二、美国的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第
四节  有关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发展和研究动向    一、重视数学学习中的操作和多感官体验    二、重视
提供基于情境的数学学习和交流    三、重视儿童对数学概念的自我建构和社会建构    四、重视儿童非
正式数学能力的培养    第四章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第一节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途径    一
、专门的数学教育活动    二、渗透的数学教育活动  第二节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方法    一、操作法    二
、游戏法    三、比较法    四、讨论法    五、发现法    六、讲解演示法    七、寻找法  第三节  学前儿童数
学教育的环境创设    一、感受数学美，使儿童“亲近数学”、“喜欢数学”    二、渗透数形结合，变
“抽象数学”为“形象数学”    三、充分利用空间与材料，引发儿童自发、自主的探究与学习    第五
章  学前儿童感知集合的发展与教育  第一节  关于集合的基本知识    一、集合及其元素    二、集合的分
类与表示方法    三、集合问的关系与运算  第二节  学前儿童感知集合的意义    一、对集合的笼统感知
是幼儿数概念发生的起始    二、感知集合是幼儿数概念形成和发展的感性基础    三、感知集合的包含
关系有助于幼儿掌握数的组成及加减运算    四、感知集合的对应关系有利于幼儿深入理解数量关系  第
三节  学前儿童感知集合发展的特点    一、学前儿童集合概念发展的阶段    二、学前儿童感知集合发展
的特点  第四节  学前儿童感知集合的教育    一、物体的分类    二、区别1和许多    三、两个集合元素的
一一对应比较    四、感知集合间的关系与运算    第六章  学前儿童数概念与运算能力的发展与教育  第
一节  关于数与运算的基本知识    一、数    二、数字    三、计数    四、数制    五、数的组成    六、数的运
算  第二节  学前儿童数概念发展的特点    一、学前儿童计数能力的发展    二、学前儿童10以内数概念的
初步发展及特点    三、学前儿童数概念形成的标志  第三节  学前儿童数概念的教育    一、10以内数的教
育    二、有关计数的教育    三、数字的认读与书写教育    四、数的组成教育  第四节  学前儿童运算能力
发展的特点    一、学前儿童加减运算能力发展的一般过程    二、学前儿童加减运算能力发展的年龄特
点    三、口述应用题在学前儿童学习加减运算中的作用  第五节  学前儿童加减运算能力的教育    一、
实物加减的教育    二、口述应用题的教育    三、列式运算的教育    四、有关二进制数学猜想游戏    第七
章  学前儿童空间与时间概念的发展与教育  第一节  有关空间、时间的基本知识    一、有关空间形体的
基本知识    二、有关空间量的基本知识    三、有关空间方位的基本知识    四、有关时问的基本知识  第
二节  学前儿童空间形体概念的发展与教育    一、学前儿童认识空间形体的发展特点    二、学前儿童认
识空间形体的教育  第三节  学前儿童空间量概念的发展与教育    一、学前儿童认识空间量的发展特点   
二、学前儿童认识空间量的教育  第四节  学前儿童空间方位概念的发展与教育    一、学前儿童空间方
位概念的发展    二、学前儿童认识空间方位的教育  第五节  学前儿童时间概念的发展与教育    一、学
前儿童时间概念的发展    二、学前儿童认识时间概念的教育    第八章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的评价  第一
节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评价概述    一、评价的意义    二、评价的主体    三、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四、评
价的方法    五、评价的发展  第二节  学前儿童数学能力发展的评价    一、学前儿童数学能力评价的内
容    二、学前儿童数学能力评价的方法  第三节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活动的评价    一、学前儿童数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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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评价的内容    二、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活动评价的方法    第九章  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
施  第一节  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设计的依据和原则    一、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设计的依据    二、幼儿
园数学教育活动设计的原则  第二节  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设计的基本过程    一、了解、分析幼儿的发
展水平    二、选择数学教育活动的内容    三、制定数学教育活动的目标    四、设计数学教育活动的方
案  第三节  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一、正式数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二、非正式数
学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第四节  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的案例与评析    附录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教
学《考试》大纲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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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学前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特点 皮亚杰认为，儿童通过反省抽象所获得的知识
正是其逻辑思维的来源，儿童的逻辑包含了两个层面：动作的层面和抽象的层面。
儿童逻辑思维的发展遵循着从动作向抽象的层面转化的规律，所以学前儿童逻辑思维发展具有以下两
个特点： （一）学前儿童逻辑思维的发展依赖于动作 学前儿童逻辑思维有很大的局限性，譬如幼儿
序列观念的建立——要完成长短排序的任务，往往需要建立在多次操作的基础上，甚至需要经过无数
次尝试。
这就说明幼儿序列观念是建立在具体事物和动作的基础上的。
如果脱离了具体的形象和动作，问幼儿“小红的岁数比小明大，小亮的岁数比小红大，他们三个人，
谁的岁数最大”这类问题，他们将会感到非常困难。
可见，对于较直接的或与外化的动作、形象相联系的问题，幼儿有可能解决；而对于较为间接的，需
要内化于头脑的问题，幼儿就无能为力了。
这正是幼儿逻辑思维发展特点所决定的。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思维起源于动作，抽象水平的逻辑思维能力来自于对动作水平进行具有逻辑意义
的概括和内化。
儿童在2岁前就已具备了在动作层次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但是，要在头脑中完全达到一种逻辑的思考，则大约在10岁以后。
因为儿童不仅需要将动作内化于头脑中，还要将这些内化了的动作在头脑中自如地加以逆转，达到一
种可逆性，形成一个内化的、可逆的运算结构。
这对于儿童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因此，幼儿的逻辑思维是以其对动作的依赖为特点的，抽象的逻辑必须建立在对动作的内化的基础上
。
 （二）学前儿童逻辑思维的发展依赖于具体事物 学前儿童逻辑思维的形成和建立，不仅依赖于动作
，同时还依赖于具体的形象。
4岁左右的幼儿还不能真正理解类包含的观念。
例如，教师指着一盆栽有5朵红花，3朵白花的花盆，问幼儿是花多还是红花多。
他们会回答红花多，或者摇头不答。
直到教师反复强调花指的是所有的花，而不是剩下的白花，他们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但是，他们并不是靠逻辑的判断来回答的，而是通过一一点数，即红花是5朵，花是8朵来回答的。
在幼儿头脑中，整体与部分之问并没有形成包含关系，而是并列的两个部分的关系。
他们是借助于具体的形象来理解包含关系的，而绝没有抽象的类包含逻辑观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

编辑推荐

《学前教育专业系列教材:学前儿童数学教育(修订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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