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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领域教学知识(PCK)是反映教师专业性的关键。在领域教学知识的三部分中起决定作用的是

教育内容的知识,即核心经验。教师的教育内容的知识是指教师对各领域核心经验的理解。教育开始于

教师理解所教内容和如何教它。教师核心经验理解越深刻,就会越灵活地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活动中隐藏

的概念,促进学前儿童核心经验的获得。本研究以幼儿教师开展的数学教育活动为线索,以数学理解理论

为理论支撑,把教师数学核心经验理解划分为了记忆性理解阶段、解释性理解阶段和探究性理解阶段。

幼儿教师应深度学习,促进自身数学核心经验理解发展,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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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is the key to reflect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Wha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three parts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nt, 

namely, core experience. The knowledge of teachers’ educational content refers to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core experience in various fields. Education begins with teachers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teach and how they 

teach it. The deeper the teacher’s core experience is understood, the more flexible it is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s 

hidden in the activiti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the core experi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 Based on the mathema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preschool teachers and 

supported by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 theory, this study divides teachers’ mathematical core experience 

understanding into memory understanding stage, explanatory understanding stage and exploratory understanding 

stage. Preschool teachers should learn deeply, promot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core experience,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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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教学知识(PCK)是反映教师专

业性的关键。在领域教学知识的三部分

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教育内容的知识,即

核心经验[1]。教师核心经验理解越深刻,

就会越灵活地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活动

中隐藏的概念,促进学前儿童核心经验

的获得。基于对数学核心经验的相关研

究综述,结合本次研究需要,本研究从

教师的角度出发,将“数学核心经验”

界定为幼儿教师需要理解的幼儿园数

学领域的教学内容知识。根据国内外学

者对数学理解内涵的阐述,研究者在本

文中,以教师为主体将数学核心经验理

解概念界定为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在头脑中对数学核心经验进行反复组

合和整理,认知其本质,并将其灵活地

迁移到不同的教育情境中去解决教育

问题的过程。教师数学核心经验理解不

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不断深化发展

的动态过程。 

研究者通过观察大量不同年龄段幼

儿教师开展的数学教育活动,与某幼儿

园12位幼儿教师进行深入访谈,把幼儿

教师数学核心经验理解划分为了记忆性

理解阶段、解释性理解阶段和探究性理

解阶段。(如图1)这三个阶段不仅是教师

数学核心经验理解的三种水平,也是教

师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2]。研究教师数

学核心经验理解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有

助于教师找准自身定位,规划阶段性发

展目标。另一方面,有利于师范院校和幼

儿园针对教师理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给教师提供有效的发展支持。研究者从

搜集到的资料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活动

案例来说明教师数学核心经验理解在各

发展阶段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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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幼儿教师数学核心经验理解发展阶段 

1 记忆性理解阶段 

刚踏入工作岗位的新手型教师的

数学核心经验理解处在记忆性理解阶

段。教师核心经验理解处在机械记忆的

水平。教师往往处于＂现学现教＂的状

态。教师会模仿和简单套用教师用书中

的教育方案开展数学教育活动。教师对

数学核心概念的讲解可能是正确的,也

有可能是错误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由教师所参考的教育方案的质量决

定。数学教育途径比较单一,仅限于集

体教育活动。 

2 解释性理解阶段 

部分发展型教师和成熟型教师的数

学核心经验理解水平处在解释性理解阶

段。随着教育实践经验的积累,教师开始

在各类数学教育活动中概括出共性,逐渐

将数学核心经验内化为个人知识。教师能

够根据所面对的幼儿、环境、时间限制等

对活动方案做出灵活的调整。教育实施途

径和方法开始多元化。教师在开展数学教

育活动的同时,也会自觉搜资料深化自身

数学核心经验理解,争取提高数学教育的

有效性,促进幼儿核心经验的获得。 

研究者对上述教育活动案例和教师

用书中的相应活动方案进行比较发现,

从模式的识别到模式的创造,难度跨度

较大,超出幼儿的接受水平。活动延伸中,

教师经过反思对方案进行了调整。区域

活动开始之前,教师首先在演示版上摆

出了不同的模式,和小朋友一起讨论这

几种不同的路有什么特点。在讨论的过

程中,教师提问每一条路重复的地方是

哪里。随后,教师请几名幼儿上来在演示

版上继续摆棋子,接着铺路。教师故意省

掉了其中的棋子,让幼儿发现和修补。模

式的扩展和修补等方式,为幼儿提供了

支架,帮助幼儿理解模式。最后全班幼儿

基本获得了模式的核心经验。 

3 探究性理解阶段 

研究者发现成熟型教师的数学核心

经验理解水平已经达到了探究性理解阶

段。教师已形成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核心

经验知识体系。教师的数学核心经验理

解以更多元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教师能

够跃跃欲试地自主设计教育方案。集体

教育活动不是教师采用的唯一教育活动

形式。教师能够灵活自如地在各个教育

环节中渗透数学知识。师幼互动质量高。

教师引导幼儿掌握的不仅仅是数学核心

经验本身,更是敢于挑战、乐于思考和解

决问题等数学学习品质[3]。 

比如,教师开展数学游戏活动“桃花

桃花开几朵”。游戏不仅仅培养幼儿的快

速反应能力,也蕴含着教师渗透的数学

核心经验,即一个集合可以分成若干个

小的集合。在生活活动中,教师巧妙地在

一日生活的晨点环节渗透了计数的核心

经验。幼儿园的水杯架上的每一个格和

水杯上都贴有不同的数字,每个幼儿根

据数字来判断自己的水杯应该放在哪一

个格。(图6、7)在喝完水放杯子的时候,

老师提醒幼儿你的杯子在杯架的第几行

第几个位置。幼儿从中能获得序数的核

心经验。教师设计日期牌挂在教室的墙

上,引导幼儿观察日期牌上的数字每天

的变化。(图8)教师巧妙地提供了幼儿接

触数字的机会,加深了幼儿对数的不同

用途的认识。教师要求小朋友点数时大

声地数,一个数对应一位小朋友。这促进

幼儿理解基数的核心经验。 

 

图6 

 

图7 

数学插板活动—找规律

活动过程：

1.老师：今天小朋友用小棋子,为小兔子铺一条有规律的路好不好？(老师说完,自己

在演示版上铺一条有规律的路,请幼儿观察,并从中找出排列的规律)(图 2)

2.请幼儿上演示版尝试给小兔子铺一条有规律的路。

3.引导幼儿按自己的意愿,在插板上给小白兔铺路,比比看,谁铺得小路最好看？教师

巡回指导。(图 3)

4.请幼儿展示自己用棋子铺小路的规律,教师表扬有创新的幼儿。

活动延伸：在区域活动中,教师让幼儿用不同颜色的拼插玩具和积塑玩具拼出有规律

的一条路并让小朋友说出规律。以下是幼儿运用不同的拼插材料拼出来的有规律的路。教

师改变了教育策略之后,幼儿掌握了简单的模式创造。(图 4、图 5)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幼儿教育科学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218(P) / 2705-1226(O)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0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ience 

 

图8 

基于研究者对幼儿的数学核心经验

理解阶段及其特征的调查,教师的数学

核心经验理解水平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

升。“理解”意味着学习者对知识的主动

探索和反复思考[4]。深化数学核心经验

理解的关键还是在于幼儿教师自身,从

趋于表面的浅层学习转向深度学习。深

度学习是指教师以学习者的身份对数学

核心经验理解的基础上,使之与自身原

有经验融合起来,并运用到全新的情境

之中[5]。深度学习要求教师学习的自主

意识和认真钻研的态度。 

首先,让深知成为追求,反复斟酌。

教师先于幼儿进行深度学习,才能有效

地引导幼儿获得数学核心经验[6]。一直

以来,幼儿园数学教育存在“数学缺位”、

“小学化”以及不能和主题相融合等问

题[7]。这是教师对数学核心经验理解没

有准确把握的结果。当幼儿出现疑问,

或需要总结核心内容时,教师不能用正

确的数学语言解释给幼儿。这样的数学

教育活动达不到高水平、高质量的点拨、

点评,达不到醍醐灌顶般的总结、升华。

数学核心经验需要教师反复斟酌和思

量。认真备课是逐渐跨入到深度学习的

良好开端[8]。  

其次,让记录成为习惯,坚持积

累。深化数学核心经验理解,需要教师

的自我建构和不断内化。教师可以有

意识地对通过阅读、培训、自身教育

实践所得得相关优秀案例进行按模块

归类和整理。日积月累,教师每一模块

的数学核心经验理解日益深化,形成系

统得知识体系。 

教育是一项育人艺术,是一条漫长

的道路。慢,教师应该不急不躁。幼儿园

不仅仅是幼儿学习和成长的摇篮,同时

也是教师学习和不断提升自我的蓝图。

动态的发展过程启示教师们需要树立终

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自身专业知识,

加深数学核心经验理解,提高自身专业

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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