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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数学素养　提高幼师培养质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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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数学活动教学中的诸多问题的存在，反映出幼儿教师和幼师学生的数学素养需要提高。学生有大部分时
间在课外，可通过安排课外阅读来提升。我们通过制定《幼师学生数学素养培养专项计划》，实施课外阅读“四个一行动”，

弥补了幼师数学课程设置的不足，提升了幼师学生的数学素养，锻炼了实践能力，提高了幼师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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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幼儿数学活动教学中的一些常见问题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体现。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关键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自《纲要》发布以

来，学前教育呈蓬勃发展之势。但各类培养幼师学生的本科

学前教育专业、各类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办学条件、课程

设置、培养标准等均不统一，幼师培养质量良莠不齐。其中，

由于幼儿园教育活动按五大板块划分，将数学活动归入科学

教育这一块后，仿佛觉得总体对数学的要求降低了，因为多

数时候大家不再称其为数学活动，改称科学活动了。这就造

成了大家对幼儿数学教育认识不够，忽视对学生数学素养的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数学课程设置也同时存在严重不足。从

所能收集到的各幼儿师专及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

方案来看，均没有再开设高等数学课程，如绵阳师范学院、成

都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基

本上是通过《幼儿园活动设计与指导》《学前游戏论》《学前

儿童数学教育》等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幼儿园活动组织能力，

其中数学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只是适当渗透而已。也就是说，

专、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数学知识结构仅停留在高中数

学的层次上。

幼儿所要学习的数学知识看起来只是一些很浅显的

跟日常生活联系较紧密的，因此可以说，幼儿教师并不需

要多么高深的数学知识。虽然如此，幼儿数学教育可不是

只认几个数字，会做几道加减题。通过观察，发现一些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教学

活动目标单一，教学目标不明确，忽视幼儿的思维特点，数

学概念模糊甚至错误，教师的语言不严谨，数学游戏活动

设计不合理等。

其中最为典型、最为常见的问题如：

（１）做游戏变成了做数学题，没有基本的游戏体验。
老师前面本想用一个游戏引入数学教学活动，但通常会在

半途话锋一转，变成了做数学题。比如一个《卡片数字游

戏》［１］，说是“小蜜蜂，小蝴蝶，小蜻蜓比赛谁飞得快时小蝴

蝶受伤了，没法玩了，于是小蜻蜓准备了卡片游戏，大家来

做数学题……”，从前面的故事引入到后面的问题，我们能

感觉到二者之间实在缺乏一种必然的联系，作者牵强附会

的把故事和游戏设计在一起，结果是故事没有精彩的结

尾，幼儿也没有真正的游戏体验，小蜻蜓的卡片游戏也不

外乎成了做数学题，还堂而皇之冠以“游戏”之名，却无游

戏之实。

（２）教师治学态度不严谨，网上资源不加修改的直接
使用。在互联网已进入千万家的今天，网上的教育资源很

丰富，但却良莠不一，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如“宝宝吧网

站”上的资源的确丰富，但设置的数学游戏其实更多的仍

然是做数学练习。在动画故事“小王子１５集［２］”里还出现

了这样一句错误台词：“五亿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

一颗星星。”字幕和配音都是这样表达的，但小学数学课本

里教的读法应该是“五亿零一百六十二万二千七百三十

一”，一个“零”字之差，这也许是制作者的疏忽，但也许不

是。如果不是，那就是知识性错误，这就显得我们的幼儿

教育工作者缺乏必需的数学素养，缺乏对工作的严谨和

责任。

（３）幼儿数学教学活动小学化倾向严重。有些类同于
小学低段的数学教学内容如认识数字１，２，３……，１０以内
加减法教学等，采用的也是小学低段的教学方式，附带设

计有少量游戏，仍然相当于在做数学题。

１７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５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课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数学素养的主要内容与培养研究”（１１ＳＡ１７１）
作者简介：唐越桥（１９６６－），男，四川绵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数学教育研究。



二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数学素养的主要内容
１．《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数学认知的

要求

《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规划了幼儿数学
学习的基本内容和教学建议。关于数学认知的三个目标

是：初步感知生活中数学的有用和有趣，感知和理解数、量

及数量关系，感知形状与空间关系。教育建议中的几个关

键词：鼓励、引导、感知、操作、结合、利用、发现、游戏，充分

表达了幼儿数学活动的组织方式。幼儿教师是否都能按

需要组织幼儿的数学活动？怎样才能让幼儿感知到数学

的有趣？正如在前面所讨论的，教学中诸多问题的存在，

说明老师和学生在数学活动的认识和组织能力上均需要

锻炼和提高。

２．数学素养的基本内容
数学素养一般表现在数学知识的积累、运用数学解决

问题的能力、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数学思维品质

等几方面。作为数学的基本功，幼儿教师数学概念的理解

能力、解题能力、数学语言的表达能力有待于进一步加

强［３］。专科或者本科段的幼师学生，高考时所关注的焦点

完全在于解题训练，对于数学游戏、趣味数学问题研究几

乎空白，因此，他们在组织幼儿数学活动时的组织能力、语

言表达能力、活动设计能力等方面的数学素养均需要提

高，其中又以幼儿数学游戏活动设计能力最为重要，会设

计，也就会表达，就能组织。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在各

种游戏活动中，蕴含着各种数学信息，幼儿参加游戏，不仅

愉快地进行着各种活动，学习着各种游戏技能，同时也感

受着其中的数学信息，积累了丰富的数学感性经验。例

如，积木游戏可使幼儿对平面和立体的图形有所认识，可

培养幼儿学习按顺序、有条理地做各种事情；超市游戏（或

商店游戏）使幼儿学习了将各种物品分类摆放，学习记数、

认识钱币和数的运算等。但是，这些数学游戏活动需要精

心设计才能达到培养目标，这需要有一定的数学素养才能

做得更好。

三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数学素养的培养
在职幼儿教师的数学素养需要老师自己有计划的通

过阅读、实践、反思等过程逐渐提高。在校学生的数学素

养的培养和提高就需要学校在教学活动中好好组织、计划

和安排。我们通过几个阶段的实践，总结出从以下几个方

面对幼师学生数学素养进行培养。

１．重视学生课外阅读指导
（１）学生课外阅读现状
１９９７年的一篇文章《高师学生课外阅读的调查与思

考》里的调查报告，指出了学生课外阅读的一些主要兴趣

点，是以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社会热点纪实、实用生活、名

人传记、教育社交等为主流的，当时电脑和网络还很不普

及。现在的情况，变化可谓不小。我们进行了一个５００人
样本调查，结果如表１、２。

表１　“课余时间做得最多的一件事”调查结果（样本：５００）

项目 阅读专业书籍 读文学名著 参加社会实践 运动 户外休闲 上网 其他

人数 ２１ ３３ ３１ ４３ ７５ ３２９ ５８

百分比（％） ４．２ ６．６ ６．２ ８．６ １５．０ ６５．８ １１．６

表２　“阅读幼儿数学教育方面的书籍或教学论文”统计情况（样本：５００）

项目 阅读趣味数学 阅读幼儿数学教育专业书籍 阅读幼儿数学教育论文 阅读其他数学资料

人数 ２３ １６ ４５ ８

百分比（％） ４．６ ３．２ ９ １．６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十余年前因为网络还处在发展时
期，学生是从书本获得更多的信息，但现在的大学生因为

网络的发展，更喜欢从网络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不喜欢

读书了，其中数学课外阅读状况更让人忍不住想掉泪。在

平常的师生交流中，同学们反映，在课外的很多时候他们

感到很茫然，有很多空余时间不知道做些什么，于是只好

安排运动、休闲，或上网……

毕竟是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

学习和生活。他们把更多的时间都消磨在网络上。当我

们问上网做得最多的是什么时，回答更多的还是上网读小

说、看电影或者聊天，除非老师安排有任务，很少会有主动

去网上查阅专业知识者，他们的确需要老师的指导。

（２）应重视课外阅读
阅读是一种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类汲取知识的

重要手段和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因而阅读能力是学生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４］。学生至少有一半的时

间在课外，所以，课外阅读是学生获得数学素养的重要方

式。如，宜宾学院在其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培养计划的课外

活动里提出：要求学生积极参加第二课堂，在导师的指导

下利用课余时间培养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拓

展人文素质
①

①；西南大学教育学院也给小学教育专业（本

科）安排了课外阅读书目
②

②，目的是想让大学生掌握更多的

教育方法。因此，幼师学生要了解国内外幼儿教育教育的

动态与发展趋势，也只有通过课外阅读实现；要弥补幼师

学生由于课程设置不足而影响到数学素养不够，也能通过

安排课外阅读来提升。

２．通过幼儿数学游戏活动设计比赛等激发学生数学
学习热情

我们通过一次幼儿数学游戏活动设计比赛来激发学

生课外阅读的热情。重点从独创性、游戏体验、避免小学

２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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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几个方面进行一定指导，然后学生设计和创作，最后 对收到的４３２份作品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３。

表３　幼儿数学游戏活动设计比赛效果统计分析（样本：４３２份作品）

独创性 有游戏体验 避免了小学化 总体评价优秀情况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三年级组 ５３ １２．２７ ４６ １０．６５ ６６ １５．２８ １２３ ２８．４７

二年级组 ４８ １１．１１ ４１ ９．４９ ５５ １２．７３ ９９ ２２．９２

一年级组 ２３ ５．３２ ２２ ５．０９ １２ ２．７８ ３６ ８．３３

总计 １２４ ２８．７０ １０９ ２５．２３ １３３ ３０．７９ ２５８ ５９．７２

　　从表３可以看出：
（１）独创作品占比不高，发现有直接从网上抄袭者，有

些是对网上作品进行了修改。

（２）数学游戏活动设计仍然缺乏应有的游戏体验。
（３）在避免教学活动小学化方面，由于学生并不能完

全将幼儿数学与小学低段数学教学活动区别开来，有些作

品中的数学活动完全是小学化的。

（４）总体情况是，在校生三年级比二年级情况要好，二
年级比一年级情况要好。这说明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和

实践来提升幼儿教师的数学游戏活动设计能力。

３．实施“四个一行动”
重视数学素养的培养，将数学素养的提升作为一项重

要工程。结合《学前游戏论》《幼儿园科学活动指导》《学前

儿童数学教育》等课程的教学，我们制定了《幼师学生数学

素养培养专项计划》，主要内容是“四个一行动”：

（１）行动一：要求学生每学期至少阅读一册与幼儿数
学相关的课外书籍，如数学游戏、趣味数学等，做好读书笔

记。老师可适时推荐一些有阅读价值的书籍。

（２）行动二：每周至少去图书馆阅读一篇幼儿数学教
育方面的数学论文，或者在网上下载一篇幼儿数学教育活

动研究方面的论文，做好读书笔记。

（３）行动三：每月组织一次幼儿数学教育专题学术报
告，由本校数学老师主讲，要求学生做好听课笔记。

（４）行动四：每期开展一次幼儿数学教育论文比赛和
数学游戏活动设计比赛。这一活动是提升学生数学素质

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能让学生

将自修课中的主要心得呈现出来，赛后将设计的优秀作品

编印成册发给学生相互学习和交流，在交流中再次升华。

４．突出一个重点
心理学家鲁宾斯坦认为，游戏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活

动，是儿童对周围现实态度的一种表现。他提出游戏是解

决儿童日益增长的新的需要和儿童本身的有限能力之间

的矛盾的一种活动［５］，所以学习和游戏是儿童生活的两大

主题。

因此在“四个一行动”中，幼儿数学游戏活动设计能力

应该是学生最重要的数学素养，我们将其作为重点，在平

时安排学生多进行一些数学游戏活动设计方面的学习和

作业练习。特别注意教会学生在游戏设计中引入提升幼

儿兴趣和游戏心理体验的元素。儿童在游戏中的游戏性

体验是游戏不可或缺的重要心理成分，它是儿童在游戏活

动中产生的对于游戏活动本身的主观感受或心理体验。

游戏性体验正是游戏的魅力所在，是游戏给予儿童的礼

物，正是因为这种体验儿童才喜欢游戏［６］。幼儿数学游戏

区别于其他游戏活动的主要特征，就是每一个数学游戏都

应有相应的数学元素。但一个数学游戏里也不能只有数

学元素，而应该是多种元素的综合运用，才能显得生动，有

趣。卡通人物和卡通动物，美丽的图案，丰富的故事情景

（场景），优美的语言，动听的音乐，新颖的玩具，旧玩具的

新玩法，这些均是游戏活动非常重要的元素。

５．重视评价的作用
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毕竟有一些学生自我学习的

自觉性不高，需要我们加以督促。考核与评价的形式也不

需要太复杂，期末检查借阅信息、读书笔记和论文，记入相

应自选自修课成绩就能达到目的。

四　结　语
质量是高校的生命。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才是坚持以

人才培养为中心。幼儿教育质量的提升，必须有优秀教师

为保证。发展幼儿智力、培养幼儿对数学的兴趣，是幼儿

数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因此，在高校幼师专业培养目标

中，必须提升学生数学素养，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幼儿教师，

真正提高幼师培养质量。独家承办《职来职往》的《华闻周

刊》，坚持的是“文化自信，源于优质阅读”这样一个办报理

念。我们也可以认为，“优质阅读，决定素质高低”。在我

们还不能对整体教育模式进行变革时，在各自的学科教学

领域内加强对学生课外阅读的要求和指导，将其与学生的

自主学习相结合，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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