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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始于对 “中学数学教材教法”相关问题的探讨，经历 了 作 为 一 门 课 程 的 “数 学 教

育学”、作为系列课程的 “数学教育学”及作为学科群的 “数学教育学”和 “数学教 育 学”的 主 题 研 究 繁 荣 等 几 个 发

展阶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 数 学 教 育 学 学 科。数 学 教 育 学 是 一 门 涉 及 数 学、教 育 学、哲 学、心 理 学、文 化

学、传播学、教育技术学、思维科学等有关内容的新兴交叉学科，在数学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实践

两方面研究，形成了数学教育专门研究人员与一线教师组成的研究团队，发展、完善了有中国特色的数学教育学科体

系。今后，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仍需关注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团队建设、研究视角拓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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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数学教育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始于新中国成

立以后。１９４８年，刘 开 达 的 《中 学 数 学 教 学 法》
作为我国第一本数学教育著作问世，标志着中国数

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开始由实践迈向理论。［１］１９５２－
１９５８年，我国 全 面 学 习 苏 联 模 式，高 等 师 范 院 校

采用的数学教学法教材主要是前苏联伯拉斯基编写

的 《中学数学教学法》，该教材关注研究数学教学

中的实际问题及具体操作。［２］１９５９－１９６６年，中国

数学教育学 理 论 依 然 以 研 究 中 学 数 学 教 材 教 法 为

主，也包括数学教材分析，这一时期，没有统一的

数学教学法教材，以各校自编讲义为主，数学教育

学理论进展缓慢。１９７９年８月，全国１３所高等师

范院校合编 《中学数学教材教法》，奠定了中国数

学教育学学科的第一块基石，从此组建了我国数学

教育学学科研究的队伍，拉开了新中国数学教育学

学科建设的序幕。［３］３０多年来，我国数学教育学学

科在众多数学教育研究者及一线数学教师的努力下

获得了迅速发展，经历了作为一门课程的 “数学教

育学”、作为系列课程 的 “数 学 教 育 学”及 作 为 学

科群的 “数学教育学”和 “数学教育学”的主题研

究繁荣等几个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数学教育学学科。研究以１９７９年以来的重要数

学教育事件为背景，梳理我国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

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学教育

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一、作为一门课程的 “数学教育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师院校为数学专业师范生

开设了一门必修课，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 “中学数

学教 学 法”或 “中 学 数 学 教 材 教 法”，重 点 研 究

“教什么”及 “如何 教”等 经 验 层 面 的 问 题，内 容

形式主要来自对前苏联教育思想的借鉴和移植，理

论基础和体系并不完善。随着时间的发展，这门课

程存在教学状况不佳，脱离中学教学实际等问题，
直接影响到高师院校数学教育专业师范毕业生的质

量。［４］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外数学教育学研究飞速

发展，苏联的 “中学数学教学法”课程也开始改名

为 “数学教育学”。于 是，广 大 高 师 院 校 数 学 教 育

研究者们开始思考我国这门课程的改革问题。针对

这一问题，研究者进行了理论探索和教学实践，达

成共识把 “数 学 教 材 教 法”课 程 改 为 “数 学 教 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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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全国１３所高师院校合编 《中学数学

教材教法》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理论学科教

材，是我国数学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标

志。１９８２年，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学研究会成立，
在成立大 会 和 首 届 年 会 上，提 出 了 建 立 数 学 教 育

学，形成数学教育学这一专门的学科的任务。１９８４
年，我国学者翻译了苏联斯托利亚尔的 《数学教育

学》，从此 我 国 开 始 大 规 模 的 使 用 “数 学 教 育 学”
名称。１９８５年，辽 宁 科 技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王 鸿 均、
王玉阁的 《数学教育学》，拉开了我国数学教育学

研究的序幕。同时，我国高师院校开设的 “中学数

学教学法”课程弊端日益显露，不能体现时代发展

对数学教育的要求。用 “数学教育学”课程来取代

传统的 “中 学 教 材 教 法”课 程 就 成 为 一 种 历 史 必

然。为此，数学教育研究者认为，首先应把 “数学

教育学”作为一门课程来建设，以取代 “中学数学

教材教法”课程。这种观点在当时比较盛行，至今

还有人持这种观点。
此后出版的一系列以 “数学教育学”命名的著

作都是上 述 观 点 的 一 种 实 践 性 尝 试。在 这 些 著 作

中，也探讨了如何建设作为一门课程的 “数学教育

学”的问题。如，张奠宙在 《数学教育学》（１９９１）
中认为：中国 的 数 学 教 育 学 正 在 形 成 中，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以 来，国 外 的 一 些 教 科 书 介 绍 进 来，很 多

以 《数学教育学》为题 （如斯托利亚尔的 《数学教

育学》）。同时，我国的 “教材教法”课程也开始改

称 “数学教育学”了。［５］李伯春、侯峻梅、崇金凤

在 《数学教育学》（２００４）中认为：数学教育学在

高等师范院校数学专业教学计划中，作为一门必修

课程来设置是完全必要的。它将对培养我国现代化

建设所需要的合格的中学教师起到积极作用。［６］一

些研究 者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来 探 讨 这 门 课 程 的 建 设。
如，林六 十 （１９９６）认 为：数 学 教 育 学 是 一 门 课

程，建设数学教育学就是构建数学教育学这一门课

程的体系。［７］孙全森，李玉琪 （１９９８）讨论了由新

兴的数学教育学学科取代传统数学教学法课程的必

要性，并 对 数 学 教 育 学 的 理 论 体 系 进 行 了 探 索。
［８］宋荣濂 （１９９６）认 为：高 师 院 校 数 学 教 育 学 课

程建设，有力的推动了学科改革，初步改变了教学

法课程落后的面貌。［９］

总之，从 “数学教材教法”到 “数学教育学”，
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渗透了我国数学教育研究者

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数学教育学的思考。它注重研

究数学教 育 教 学 规 律，为 培 养 合 格 的 数 学 教 师 服

务。

二、作为系列课程的 “数学教育学”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学科教育学在我国广

泛兴起，相 应 的 学 科 教 学 论 硕 士 点 也 开 始 纷 纷 建

立。为了顺应学科教学论发展的历史潮流，高师院

校数学教育研究者一方面考虑设置一系列数学教育

学课程来完善对师范生尤其是研究生的培养，同时

考虑开发一系列数学教育学的课程教材来丰富数学

教育学的理论，作为数学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

部分。

１９８６年底，国 家 教 委 副 主 任 柳 斌 在 全 国 高 师

师资培训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不但要建立自己

的教育 学，还 要 建 立 自 己 的 学 科 教 育 学。”翌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 “教材教法研究”更名为 “学
科教学论”。于是，数学 教 育 学 科 研 究 在 我 国 广 泛

兴起，高师院校发起成立全国及各省、市、自治区

的高师数学教育研究会，其主要工作是围绕高师院

校数学教育系列课程建设开展研究活动。

１９８７年，我国 高 师 院 校 开 始 招 收 培 养 数 学 教

育方向硕士研究生。高师院校数学教育研究者开始

思考数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课程的开发，并根据

各自的兴趣和方向编写了一些供数学教育硕士研究

生使用的教材。如，毛鸿翔、季素月编写的 《数学

教学与学习心理学》（１９８８），王仲春编写 《数学思

维与数学方法论》（１９８８），曹才翰、蔡金法编著的

《数学教育学概论》（１９８９），马忠林编写的 《比较

数学教育学》 《数 学 教 育 史 简 编》 （１９９０）等。其

中，曹才翰、蔡金法编著的 《数学教育学概论》确

定了数学教育学的基本框架，是这一时期标志性成

果。［１０］上述教材 （著作）的问世拓展了数学教育研

究的领域。

１９８９年，全国 高 师 数 学 教 育 研 究 会 总 结 了 几

年来高师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经验，提出进一步探

索数学教育学理论建构及改革试验等问题，并提出

了 “高师数学教育课程建设”、“数学教育心理学”、
“数学思维与数学方法”、“解题教学与能力培养”、
“数学教育学研究”、“教学研究”等研究选题。这

一时期，我国学者主要把 “数学教育学”作为系列

课程来建设。
为适应数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和本科生数学

教育类课程改革的需要，数学教育研究者组织编写

了多套数学教育系列丛书，作为数学教育系列课程

的教材。如，１９８９年，汪 德 营 组 织 编 写 的 数 学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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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丛书 《数学教学论》 《数学学习论》 《数学方法

论》《数学逻辑学》《数学奥林匹克》《数学解题方

法论》《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学数学中的数学

史》相继出版。同一时期，马忠林组织编写的数学

教育丛书 《数学教学论》《数学课程论》《数学学习

论》《数学方法论》《数学思维论》《数学教育评价》
也相继出版。这表明我国研究者开始系统化的思考

高师院校数学教育系列课程建设及数学教育学的体

系建构问题。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探讨数学教育学系列课程

建设的论文。如，吕世虎 （１９９７）探讨了高师数学

教育专业数学教育类课程体系建设，认为在建构高

师数学教育类课程体系时，不能以 “数学教育学”
一门课程包罗万象地代替数学教育类课程，也不应

给某一门 课 程 或 某 一 类 课 程 前 面 冠 以 “数 学 教 育

学”。［１１］总之，在建 设 “数 学 教 育 学”系 列 课 程 的

过程中，拓宽了数学教育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丰富

了数学教育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为数学教育学学

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作为学科群的 “数学教育学”及

“数学教育学”主题研究的繁荣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社 会 经 济 的 迅 速 发 展 使 得

“数学教育学”呈蓬勃发展之势。我国数学教育研

究者对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吕

世虎 （１９９７）提出：数学教育学是一门涉及数学、
教育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教育技

术学、思维科学等有关内容的新兴交叉学科，它应

是一个包容着数学教学论、数学学习论、数学课程

论、数学方法论、数学思维学、数学美学、比较数

学教育学、数学教育史、数学思想史等不同学科的

学科群，而不只是一门学科，应该作为一个学科群

来建设。［１２］这一时期，出现了数学教育学的下位学

科群，包 含 数 学 教 学 论、数 学 学 习 论、数 学 课 程

论、数学教育评价、数学方法论、数学教育研究方

法、数学教育史等，也产生了研究数学教育学理论

基础的 学 科，如 数 学 教 育 哲 学、数 学 教 育 学 原 理

等。同时，这些下位学科群里面还包括很多不同的

分支，如，数学教学论学科群包含数学教学艺术论

等，数学学习论学科群包含数学思维论、数学学习

心理学等。这些数学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拓展了

原先主要从数学教学论、数学学习论、数学课程论

及数学教育评价四个方面研究数学教育学的思路。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数学教育学报》创刊，为数学

教育学科学术交流及研究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

台。２００１年，我国 开 始 进 行 的 基 础 教 育 新 课 程 改

革，一方面为数学教育理论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

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为中小学数学教师开展数学

教育研究提供了可能和条件。从此，中小学数学教

师成为数学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０９年全国高 等 师 范 院 校 数 学 教 育 研 究 会 常

务理事会达成一致意见：鉴于参加研究会活动的单

位和人员已不局限于高等师范院校，提议 “全国高

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研究会”更名为 “全国数学教

育研究会”，以便吸收更多优秀数学教师和教研人

员共同开 展 数 学 教 育 研 究，加 强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联

系，推动数学教育研究的发展。同时希望尚未成立

分会的省市、自治区应创造条件积极筹建省级数学

教育研究会。这一变化是 “数学教育学”主题研究

空前繁荣的标志。
数学教 育 学 主 题 研 究 的 繁 荣 从 《数 学 教 育 学

报》创刊以来的研究专题可以窥见一斑。《数学教

育学报》创刊以来的研究专题主要有：数学教育基

本理论研究、中国学生数学学习特征及中国数学教

育特征研究、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学教育改革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在数学教育中应用研究、数学教育比

较研究、数学教育史研究、跨世纪数学教育展望、
数学教育测量与评价研究、数学学科实施素质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数学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成果介绍与

讨论、中小学数学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数学文化与数学教学文

化研究、中国数学课堂教学研究、数学教学的典型

案例与分析、数学学习心理问题研究、数学教学心

理相关问题实证研究、数学教师教育研究、高师数

学教育改革研究、高师数学专业课程建设与教学改

革研 究、少 数 民 族 数 学 教 育 研 究 等。可 以 看 出，
“数学教育学”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涉及数学教

育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小学课程理论与实践、高师

院校课程改革、国际数学教育比较、数学史及信息

技术与数学教育的融合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同时，在 《数学教育学报》上也相继出现了众

多探讨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如毕恩材

（１９９２）和李佐锋、周学海 （１９９７）对数学教育学

科理论体系和原理的进行了探索，认为数学教育理

论体系的建构，需在数学哲学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寻

找一个准确的逻辑起点，从而建立数学教育学科的

理论框架、基本范畴和主要概念系统，并据此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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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数学教育的基本原理。［１３］［１４］王光明 （１９９７）和杨

高全、胡重光 （２００７）探讨了数学教育学课程设置

和建构，认为应根据中等数学教育的需求，灵活设

置课程。［１５］［１６］涂 荣 豹 （２００３）和 谢 明 初、吴 晓 红

（２００４）从数学教育研 究 的 规 范 性，学 科 研 究 的 视

角方面探讨了数学教育学的体系建设，认为数学教

育 研 究 课 题 及 研 究 方 式 应 百 花 齐 放。［１７］［１８］李 祎

（２００６）强调应重视数 学 教 育 理 论 研 究，认 为 强 调

数学教育学科体系重要性的必然结果，就是要加强

数学教育理论 的 研 究。［１９］郑 庆 全、涂 荣 豹 （２００８）
提出用 “双向建构”和 “二重原理”思想指导数学

教育研究。［２０］喻平、徐斌艳 （２０１１）提出针对中国

数学教育当代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应当在

数学教育学科定位、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完善、研

究课题、方向的选择等方面作不懈努力。［２１］

总之，这一时期，我国数学教 育 研 究 者 认 为，
数学教育学应是研究数学教育现象和规律的各门数

学教育学 科 的 总 称，它 应 是 一 个 包 容 着 数 学 教 学

论、数学学习论、数学课程论、数学方法论、数学

思维学、比较数学教育学、数学教育史等不同学科

的学科群，而决不只是一门学科，其体系应依据数

学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遵循科学性、系统

性、整体性原则来建构。

四、对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数学教育研究者提出了

要建立 “中国式”的数学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愿景。
如何建立 “数学教育学”体系的问题在 “数学教育

学”学科群 建 设 和 主 题 研 究 中 不 断 深 入 探 讨 与 沉

淀。通过回顾数学教育学学科发展历程，作者认为

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学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我国学者就提出了建设

中国式 “数 学 教 育 学”学 科 的 任 务。３０多 年 来，
我国学者对数学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然而，在建设学科体系的过程中，仍存在许

多问题。首先，在 “数学教育学”学科建设中，对

学科性质、学科内涵界定、研究对象及问题，研究

方法及技术 路 径 等 重 大 问 题 还 没 有 取 得 一 致 的 意

见。要建 立 一 门 独 立 的、完 整 的、有 时 代 特 色 的

“中国式”数学教育学还需要数学教育界同仁们共

同加倍的努力。其次，当前数学教育学学科的分支

门类不断 向 纵 深 发 展，形 成 了 主 题 研 究 繁 荣 的 局

面。如何进一步实现分支的融合以形成完善的数学

教育学理论体系是数学教育界应当关注的问题。
（二）数学教育学研究团队的建设问题

一支高水平的数学教育学科研团队是建构数学

教育学体系，发展数学教育学学科的首要之需。目

前，我国数学教育研究团队主要有三类：高师院校

或研究机构的研究者、数学教育硕士博士及中小学

一线数学教师。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高等师范院校研究者是数学

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随着数学教育学的硕士点、
博士点逐步建立，一大批数学教育硕士、博士研究

生毕业，成 为 数 学 教 育 研 究 的 一 支 中 坚 力 量。同

时，课程改革的推动使中小学一线数学教师也成为

数学教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数学教育学

学科研究的团队建设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数学教

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与国际数学教育研究相比，
规范性、科学性不够；数学教育硕士、博士研究生

的理论原创能力不足，如何在已有理论基础上进行

创新，进一步拓展数学教育学研究领域，是未来一

段时间内高学历研究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一线数

学教师的教育理论修养不足，研究意识不够，使得

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因此，
如何提升一线数学教师的研究能力需要引起数学教

育界的关注。
（三）数学教育学主题研究视角拓展问题

纵观数学教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数学教育学

主题研究的对象及范围逐步扩大，研究问题逐步深

入，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等趋

势，但是在研究视角上还需要关注以下问题：（１）
数学教育学与教育学的融合问题。虽然许多研究者

都意识到数学教育学与教育学融合的重要性，但怎

样融合及如何更好的融合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

题。（２）“双基”和创新能力培养问题。创新能力

的培养是我们一直呼吁的时代主题，然而如何处理

好 “双基”和创新能力的关系却仍是一个数学教育

的难题。虽然目前我国提倡 “四基”来发展学生的

创新能力，但是如何落实 “四基”，使得基本思想、
基本活动经验等转化为学生的个人体验仍是需要在

数学教育实践中探索和检验的问题。（３）数学教育

应对信息技术挑战的问题。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给

教育提出 了 新 的 要 求，同 时 也 引 起 学 习 方 式 的 变

革，给数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数学教育研究

应关注和正确面对这一问题。（４）数学课程改革中

的存在问题。课程改革是２１世纪教育改革的重点

议题，数学课程改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需要从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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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上阐释和解决。然而目前我国的数学课程

理论多数来自于对国外的借鉴和模仿，本国原创及

理论建设 不 足，对 于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指 导 作 用 不

够，这也是 困 扰 我 国 数 学 课 程 改 革 的 一 个 主 要 因

素。因此，需要关注本土化的数学课程理论研究，
从而促进课程改革中系列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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