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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数学核心课程体系基本架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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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数学课程在小学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 ,既是通识课程 , 又是数学方向的专业方向课程。所

以在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 , 数学的课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探讨小学教育专业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

构建对小学教育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学教育专业的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基本架构应

该从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基本结构的要素思考 , 包括对核心课程本质属性的理解以及课程地位的认识。课程内

容的选择 ,不仅要具有数学学科教育教学的属性 ,而且还必须符合小学教师教育的专业特点;基本结构的构成

则应该包括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教学 、课程教材 、教师队伍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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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教育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 “多层次的结构

性” [ 1] , 一般由基础课程(包括师范类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

课程)、专业方向课程 、教育实践课程三部分组成 。文学 、数

学 、自然科学 、人文历史 、艺术等多学科课程构成了一个具有

鲜明小学教师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由于数学课程在小学

教育专业的这个课程体系中 ,既是基础课程 , 又是数学方向

的专业方向课程(如包头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等专业)。

所以在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 , 数学的课程门类较丰

富 , 课时较多 ,在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数学课程门类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学课程与其他课

程之间的关系的搭建 , 不同门类的数学课程教学范式的确

定 , 学科课程的学习和通识教育的目标要求 , 以及课程目标 、

课程内容(教学大纲)、课程教学 、课程教材 、教师队伍等都

对小学教育专业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早

在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初创时期 , 就有学者提出 “本科小学教

师的专业知识构成应是以核心知识为主干 ,衍射相关的学科

知识 , 形成一个在纵深方向上多学科知识相互联系 、交叉互

补的梯度结构。这就要求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 ,必须提

出它的核心课程 , 同时必须考虑通识文化课程 、学科文化课

程和专业文化课程之间的衔接关系。” [ 2]

1　构建数学核心课程体系意义
小学教育专业中数学学科的课程设置 ,不仅与数学专业

不同 , 而且于其他专业的数学课程设置也有不同的要求。这

是因为小学教育专业的数学课程的核心课程的架构不仅具

有数学学科的属性 ,而且还必须具有小学教师教育的专业特

点。这样构建的数学核心课程体系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 ,

构建学生完备知识结构的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1.1　数学学科是小学教育专业的主要支撑

学科之一

目前 ,国际上普遍认同数学科学是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

的科学 ,比如在美国的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学科设置中 , 将

数学和自然科学并列。尽管我国各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数学课程设置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 但是

数学课程不仅课时相对较多 , 而且课程门类也比较丰富。例

如包头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 2008人才培养方案中 , 数学

方向的数学课程的课时分布如表 1:

表 1

课程

门类
微积分

线性

代数
概率论

空间解

析几何

小学数

学基础

理论

数学

文化
总计

学时 108 36 72 36 36 36 324

数学学科不仅能够提供通识教育的共同知识背景 , 而且

在思想方法和训练以及人文素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性。

对于本科层次的小学教师教育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数学

学科是小学教育专业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 , 显然数学核心课

程体系的建设对于小学教育专业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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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内涵和意义
核心课程的一般解读为:一种综合性传统独立学科中的

基本内容 , 以向所有学生提供共同知识背景为目的的课程设

置。这种解读从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两个角度界定了核心课

程的本质属性。 “上世纪 70年代美国哈佛等著名大学对高

等教育的状况进行了反思 , 提出通识教育(Generaleduca-

tion)的思想.通过开设核心课程等措施 , 做到学识的传授与

人格的熏陶并重。” [ 2]数学核心课程内容中的 “传统独立学

科中的基本内容”所指的就是数学核心课程的内容 , “向所

有学生提供共同知识背景为目的的课程设置 ”指的是数学

核心课程的目标。 “共同的知识背景 ”包含两部分内容:即

共同的数学知识 、共同的数学能力的学习和人格的塑造。尽

管数学核心课程领域中的每门课程的内容和主题是不同的 ,

数学核心课程也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数学课程 , 但是 , 由于每

门数学核心课程设置的重点是一致的 ,即各门课程都强调共

同的知识 、能力的学习和人格的塑造。因此数学核心课程中

各门课程的教育价值是等价的。学生通过核心课程的学习

可以获得 “共同的知识背景”。在诸多的数学课程门类中 , 各

门课程设置的课时和教学的范式显然是应该有轻重和主次

之分的。梳理数学课程的知识线索 , 构建能提供 “共同的知

识背景”的数学课程体系 , 即构建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必要

性是不容忽视的。

2　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基本架构
小学教育专业的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基本架构应该包

含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基本结构的搭建。课程内容的选择应

该从核心课程的本质属性要求 ,不仅具有数学学科教育教学

的属性 , 而且还必须符合小学教师教育的专业特点;基本结

构的构成应该包括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教学大纲)、课程教

学 、课程教材 、教师队伍等要素 。

2.1　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课程选择
数学核心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体现数学学科在高等

数学基础方面的的基本内容和共同的知识背景;在教师教育

属性上 , 体现小学教师教育的基本特征。学科教学和教师教

育的结合与交叉应该是小学教育专业选择数学核心课程内

容的出发点。即整合的数学学科课程和相关学科课程交叉

整合的数学教育课程内容以及凸显数学文化意义的课程设

置理念。在核心课程的设置理念上 ,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的

做法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如哈佛还是耶鲁的课程设置 , “都

明显地跳出了学科课程模式的窠臼 ,融入了建构主义课程设

置理念:强调课程设置的本科生学习的自我建构;强调专才

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的课程设置体系;强调课程设置的人

文性转变和文化生成性转变;课程内容上凸现人文课程的地

位和研究方法多维性思考模式的建构。” [ 3]

2.1.1　数学不同课程整合建构凸显通识教育

目前小学教育专业的数学课程多是借鉴数学专业的相

关课程设置。在课程内容 、教材的选择 , 课程名称的确定乃

至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等方面 , 既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也难

以明确具有大学本科层次的通识教育功能。以传统的大学

数学为例 ,数学专业中线性代数 、微积分 、概率论 、解析几何

等课程都是直接从数学专业移植的。但是两个专业学习这

些课程的目的显然存在差异。数学专业在学习的目标上必

须考虑后续课程的学习 ,在课时 、教材 、教学方式 、教学评价

等方面都有适应数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这些课程移植

到小学教育专业 , 往往是强调了数学的知识内容和思维训

练 ,而淡化了数学文化层面的人文性的要求 , 这显然无法构

成小学教育专业的和性课程。虽然小学教育专业的大学数

学课程基本内容也包括这些内容 , 然而教学目标显然不是把

位后续课程的学习做铺垫作为主要目标 , 而应该是更多地强

调数学文化层面的人文性的要求 , 为学生提供高观点的数学

知识和思想 ,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 提供对初等数学的高

观点指导。小学教育专业在课时 、教材 、教学方法和要求等

方面都不应该和数学专业相提并论。整合这些大学数学课

程 ,构建符合专业培养目标 , 具有小学教育专业特色的数学

核心课程 ,应该从文化层面思考为学生提供共同的知识背景

和思维训练出发 ,凸显数学核心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基本内

涵。

近年来 ,一些体现上述理念的研究成果给人们许多启

示。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基础数学讲义”, 整合代

数学 、几何学 、分析学等传统数学内容 , 构建为新的大学数学

课程。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项武义博士在这套教材中 ,

整合传统的高等数学知识 、注重衔接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在

知识和数学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体现出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

课程的基本要素。这种整合为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提

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教材。

合理地整合同类学科课程 ,探寻知识能力和数学文化的

结合点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具有通识教育意义的数学核心课

程内容 ,显然是构建具有小学教育专业特色的数学核心课程

体系的重要基础。

2.1.2　数学与其他学科课程交叉建构凸显人文性

特征
面对小学教育专业多学科支撑的特点 , 特别是注意到一

些课时虽少 ,但是又必须开设的课程时 , 数学核心课程在内

容上的选择不仅要在同学科中进行 , 也很有必要考虑数学与

其他学科课程的交叉与整合 ,以期构建具有人文性特征的数

学核心课程体系。

在包头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中 , 不难看到这

种交叉与整合的必要性。 (以小学教育专业 2008人才培养

方案为例)

表 2

课程

门类

中

文

数

学

英

语

历

史

生

物

物

理

化

学

地

理

音

乐

美

术

学时 360 660 282 48 48 48 90 92 36 36

表 2呈现出了小学教育专业多学科课程设置的特点。

这些课程往往显得繁杂但又难以取舍。 一些课程很难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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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 例如音乐 、美术等学科的课程。如果从数学核心

课程体系构建的角度出发 , 适当的整合数学与相关课程 , 交

叉构建新的课程。

例如 , 整合数学和艺术类课程构建数学文化教育这一课

程。数学文化教育课程将教学目标确定为以人为本 ,重视数

学的文化背景和数学文化的思考与交流 ,注重创新与审美能

力的培养。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提高理解能力;提升情感和

审美的价值判断力。这样的课程设置 , 显然突出了通识教育

“共同的知识背景”和 “人文性”。课程在实践过程中受到学

生的普遍欢迎 , 并与 2009年面向全校开放。学生踊跃的选

课和良好的教学反馈 , 也表明了数学文化教育立足数学核心

课程体系的可行性。

2.2　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基本架构
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核心课程教

育教学的组织和实施是多环节构成的 ,这些环节构成了在数

学核心体系的基本架构。其中包括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教

学大纲)、课程教学 、课程教材 、教师队伍等因素。

课程目标:课程目标是数学核心课程体系构建的出发点

和归宿。集中体现出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对 “共同的知识

背景”的诉求。因此课程目标应该体现现代教育思想 , 具有

科学性 、先进性 ,符合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能恰当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与方法 , 教学效果显著 , 具有示范和辐射推广作用;

在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

支撑作用;建设成符合国家特色专业基本要求和一流教学水

平的优秀课程。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是数学核心课程体系的基本要素和

载体。小学教育专业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 ,

按照整体优化的原则 , 认真研究该课程在专业培养过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 , 理顺课程之间的关系 ,搞好各门课程的重组和

整合;规范教学内容 、教学时数 ,减少重复 、避免脱节 , 处理好

教材与教学内容的关系;按照系列化 、模块化的原则设置课

程 ,注意课程之间的衔接及横向上的拓展 ,形成课程群;注重

教学内容更新 ,及时删除陈旧 、落后的内容。

课程教学:课程教学包括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法 ,积极开展启发式 、研讨式 、案例式教学 , 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处理好经典与现代 、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 ,重视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鼓励教师合理应用多媒体 、网络教学等现代教育技术

和教学手段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建立综合性全程考

试模式 ,根据课程培养目标恰当选择考试方式 , 以考试改革

促进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课程教材:课程教材应该包括教材建设和多媒体课件的

制作。选用能体现核心课程地位的教材 , 包括教育部推荐教

材 、高水平的自编教材等。教材的处理 ,其中包括教材的电

子化等都应该考虑为学生构建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资料

和训练平台。

教师队伍:数学核心课程体系中 , 一支稳定成熟的教师

队伍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教学目标的实现 、教学内容的落

实 、教学过程的实施等都需要有教师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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