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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學習和應用外國先進教育思想 
—— 從數學教育中的建構主義談起 

 
王光明、周學智、陳漢君 

天津師範大學、《數學教育學報》編輯部 

自從《數學教育學報》刊發了〈建構學說筆談〉[1] 一文以後，建構主

義日益受到數學教育界的重視，有關其介紹與討論的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

大量湧現，近幾年出版的大多數數學教育方面的著作均有一定篇幅介紹建

構主義 [2−5]。筆者接觸這一理論之後，覺得頗受啟迪，也曾撰文介紹與應用

該理論分析教育實踐問題 [6]。鑒於在數學教育中，建構主義成為熱點論題，

其在數學教育中的影響為其他學科教育所不及，因此本文所指建構主義特

指數學教育中所討論的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為一種先進思想，我們渴望運用建構主義指導數學教育實

踐。但又擔心在實踐中浮于表面簡單應用這一思想，因而感覺有必要對建

構主義再做分析，進而對如何學習與應用外國先進教育思想做深入思考。 

一、關於數學教育中的建構主義 
1. 學習理論視角下的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為學習理論，數學教學要慎防將建構主義學習理論當作教學

理論。建構主義主張學生的學習是主動建構的，但許多建構主義倡導者卻

認為傳統數學教學是灌輸式的，學生的學習不具主體性，明顯其中似乎存

在「矛盾」—— 既然學生的學習是主動建構的，為什麼傳統數學教學中學

生學習又是被動的呢？仔細分析，其實並不矛盾，這是因為學生的學習是

主動建構的，是建構主義關於學生學習的一種認識，而並非在說明任何數

學教學過程中，學生都會主動建構。對此，美國的一些專家、學者提出：「建

構主義是一種學習理論，不是教學理論。」[7] 因而，儘管建構主義學習理

論對數學教學具有重要啟導意義，但將其應用於教學實踐，要審慎。目前

在數學教育中，關於應用建構主義大面積提高數學教學質量的實證研究成

果還不多見，相反，誤用的報道卻已出現，台灣有關人士戲言：「小孩子都

不會背九九乘法表了，都是建構惹的禍。」為什麼先進的思想指導數學教

學實踐會出現問題，這既有該理論本身存在局限性的原因，也有教師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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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用了該理論的原因。之所以應用建構主義指導教學，教師誤用該理論，

或在實踐中給建構主義貼標簽，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教師直接將建構主義

學習理論作為了教學理論。為了實現學生主動建構，一些教師認為就要在

數學課堂中重視學生自己建構知識的意義，為了達到社會性建構，就要重

視課堂討論，教師不應該直接告訴學生任何結論。其實，這一認識混淆了

學習理論與教學理論，誤將建構主義學習理論直接作為教學理論。 

其次，建構主義本身並非完美無缺，它的出現不意味著其他學習理論

已經完全過時，更不意味著它可以完全取代其他學習理論。第一，建構主

義可以對學生一些數學概念的形成、數學思想的領悟做出一種解釋，然而

難以僅僅運用建構主義解釋、說明複雜的數學學習過程。第二，建構主義

過於強調知識主觀性容易導致理解中的相對主義。實際上，數學基本知識

與基本技能是有正確的客觀標準的，數學教學的作用之一是促使學生正確

理解數學基本知識與熟練掌握基本技能，而要避免學生怎麼建構與怎麼理

解都可以。第三，建構主義過於強調學生學習的差異性與建構的多元性，

忽視了他們共性的學習特徵。基於這幾點原因，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對各

種學習理論的學習與應用，對於建構主義只能將其作為一種學習理論來看

待。依靠各種學習理論的相互補充，才能比較全面地解釋人類的數學學習

行為。 

2. 認知理論視角下的建構主義 
在認知理論視角下，建構主義僅僅能對部分認知類型、個體認知差異

等提供一種解釋。因此，在這一視角下，建構主義本身並非完美無暇。 

數學學習過程既包括認知過程，還包括情感過程與意志過程；數學學

習既包括對數學基本知識與基本技能的掌握，還是能力的塑造過程；數學

學習過程既是對數學文化的傳承，還應是一種教化過程。建構主義對於數

學學習中的情感過程、意志過程、能力形成過程、教育過程等不能做出有

力解釋。因此，確切地講，與其說建構主義是一種學習理論，不如說它是

一種認知理論。這是因為：其一，它不一定能對任何數學知識認知過程均

可以做出解釋。其二，建構主義在對一些數學認知類型做闡釋時並不一定

比其他理論高明。其三，建構主義注意到了個體認知差異性，但如果在教

學中強調小組合作學習，那麼就忽視了場依存性與場獨立性學生在對待小

組合作學習上有不同接受傾向的差異性。其四，學生建構了知識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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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有助於學生對知識的理解，理解自然有助於學生的記憶，但在很多情

況下重複記憶與適度練習仍不可或缺。譬如，學生建構了乘法九九乘法表

的意義，理解了其中乘法與加法的關係，但要想讓學生記住九九乘法表，

學生的重複記憶仍是需要的。其五，學生已有的認知中會有許多錯誤的認

識，學生的認知過程還包括對已有錯誤認識的解構。進一步而言，建構主

義對認知過程做籠統解釋不能代替各具體數學認知的深入研究。數學認知

過程包括感知覺、注意、表像、記憶、數學語言、數學思維與意識等過程。

目前，更需要的是對各具體的數學認知過程的深入研究，以揭示數學認知

特徵。僅僅運用建構主義籠統說明數學認知過程，容易導致對複雜的數學

認知過程的簡單化理解。 

二、關於學習與應用外國先進教育思想的思考 
首先，我們要注意思想文本不代表實踐。「問題解決」是西方數學教育

的另一現代思想，但關於「問題解決」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 一些美

國人認為：「近幾年來在美國得到發展的一些數學教學方法與日本和中國強

調的方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這些國家的數學課程連貫緊湊，課堂上以問題

解決為主，而不是機械記憶掌握事實和步驟。教師利用許多不同類型的代

表材料，經常依靠學生作為資訊來源。」[7] 由此看來，我國數學教育界曾

一度熱衷於學習美國「問題解決」思想，以「問題解決」反對灌輸式，美

國人卻認為我國在實施「問題解決」，說明美國人對我國數學教育實際並不

十分清楚。其緣由，並不難推測，美國人看到的可能是我國的理論文本，

然而，理論文本並非代表實踐。猶如，本來我國數學課程改革的理念是先

進的，但它並非我國數學教學實踐的真實寫照。而我們從文本上看到的西

方數學教育，實際情況和我們所認為的也未必一樣。對於建構主義而言，

這一思想誕生於國外，但並不意味著西方發達國家教學實踐都是建構性教

學。理論文本不僅不代表實踐，而且先進理論導向下的教育實踐，其前行

之路未必順暢，上世紀進步教育運動與新數學運動的結局深刻說明了這

點。同樣實施建構性教學也並不一定會一帆風順，實現建構性學習受制於

師資素養、考試評價等條件，更何況，這一思想本身也需要進一步完善。

香港著名學者黃毅英教授曾撰文談到：「建構主義教學：慎防重蹈『新數學

運動』的覆轍」[8]，這一觀點需要引起我們重視。概而言之，為了使先進

教育思想落到實處，需要在理論與實踐之間架設「橋樑」，這一任務既重要

又艱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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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們要注意先進教育思想的誕生背景與流變。《知識與控制》一

書的著作者倫敦大學 Michael Young 教授曾為著名的社會建構主義者。2002
年 12 月 11 日，他在南京師大的一場學術報告中談到，30 年來，他的思想

發生了重大變化。他的思想之所以發生變化，他說是因為他的政治立場發

生了變化。他反對柴契爾夫人時代的霸權政治，反對資本主義把本來屬於

公眾智慧的知識權利化。基於選擇何種課程內容和知識與政治及階級利益

具有密切聯繫。當時他更強調知識的主觀性與個體對知識的建構性，以反

對權利對知識的控制，反對行政對學校課程內容的干預。而現在他的政治

立場已變化，他認為知識的客觀性比主觀性更重要。他目前將知識分為兩

類，一類為水平知識（即日常生活經驗的知識），另一類為垂直知識（系統

的、概念性知識）。他認為水平知識是有限的，應用範圍較窄，不能成為課

程的基礎，課程知識要超越日常生活的知識，垂直知識的教學要懸置學生

的經驗。我們瞭解到 Michael Young 的觀點發生變化與其政治立場的變化息

息相關，以其做「管中窺豹」認識到國外學者的教育主張是有深刻社會背

景的，他們的教育思想也在發生著變化，比急於做判斷是應該喜歡社會建

構主義的 Michael Young 還是跟風似地更喜歡當今社會現實主義的 Michael 
Young 亦或其他更重要。也就是說，關於建構主義等現代新思想，全面介

紹思想必不可少，但還應研究國外先進教育思想誕生的「土壤」與我國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差異性，「差異性的研究」與「思想介紹及思想推

論研究」相比較具有一定困難，但無疑「差異性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在這方面我們還有許多研究工作要做。 

還有，需要注意的是，美國數學教育界存在著諸多爭鳴，數學教育思

想也在不斷發生變化。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則是「實踐」是一面鏡子，

美國數學教育實踐面臨著許多問題。美國的確擁有一流的高等教育（原因

之一是其本土高水準的私立學校及發展中國家能為其輸送高質量的生

源），但美國的數學基礎教育存在很多問題。1989 年IAEP（國際教育進展

評價組織的國際測試），美國學生測試成績低於國際測試平均水平，引起美

國政界與教育界的憂慮。同一年，美國國家教育研究委員會頒佈了《人人

關心數學教育的未來》以振興美國數學教育。然而，1996 年TIMSS（第三

屆數學與科學教育研究測試），美國學生測試成績仍然低於國際測試平均水

平。圍繞美國學生數學基本訓練薄弱的狀況，由一批數學家發難，開展美

國數學教育的大辯論，人稱「數學戰爭」，這場爭論之所以還在繼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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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爭論雙方並沒有可靠的讓對方信服的論據。其原因之一則是相對

於自然科學研究，教育科學研究理性成分還很低。因此，目前在教育科學

研究中不是像後現代主義主張的那樣對科學與理性予以批判，恰恰相反是

對理性與科學的呼喚與重視。最近，無論是美國聯邦還是州政府官員要求

課程改革之前，「研究」要先行，以致一些出版商出版教材時聲明他們的教

材是以「研究」做基礎的，而不僅僅是以「課程標準」做基礎的 [9]。2000
年，美國國家教育部要求國家教育委員會成立研究委員會探究有效教育研

究問題 [9]。目前，美國只是 47 個州（注意不是全部州）採用了NCTM（全

美數學教師協會）制訂的《學校數學課程的原理和標準》或與之相適應。

美國一些數學家在《華盛頓郵報》上刊登廣告，要求教育部長撤回推薦的

10 本教科書 [9]。由此看來，美國目前教育改革還存在一些分歧與爭論，尚

未有可靠的研究基礎。事實上，美國一個由數學研究人員、認知心理學家

以及社區代表組成的團體正在從實踐中探究有效學習數學的問題 [9]。由此

給我們帶來的思考是：我們學習大量美國先進教育理論時，必須注意的是

美國現有教育理論尚處於建設與發展之中，其現有教育理論沒有解決好其

本土的基礎教育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全面系統瞭解和學習外國先進教育

思想，但將其應用於教學實踐，要有質疑的精神，要做到「篳路藍縷，尋

求超越」。華裔美國著名科學家丁肇中先生說得好：「不管研究科學，研究

人文學，或者在個人行動上，我們都要保留一個懷疑求真的態度，要靠實

踐發現事物的真相。現在世界和社會的環境變化很快。世界上不同文化的

交流也越來越密切 …… 我們要自己有判斷力。」[10] 對於建構主義而言，

為了將其作為一門嚴肅的學問，就需要在反思中學習與運用。廣大教師需

要運用這一思想轉變教育觀念，以避免落後的教育觀念支配表面上「先進

的教學行為」，但同時要樹立「反思」的意識，在教育實踐中，惟有在反思

中應用，才能避免僵化運用建構主義，防止將建構主義思想教條化和程式

化，做到淡化形式，注重教學成效。 

最後，要認識到帶有民族特徵的教育才是世界的教育。教育研究與實

踐需要引進與應用外國先進思想，引進中的反思與應用中的實踐探討有創

新，但這不能替代我國教育中的具有原創性的理論建構。也就是說，我們

除了要全面、辯證學習具有多元性和發展性的國外先進教育思想外，還應

探究我國近、現代數學家、數學教育家的數學教育思想，研究傳統文化對

當今我國數學教育的影響，並走一條從實踐中探討具有我國特色和數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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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特徵的數學教育理論研究之路。只有這樣，具有原創性和民族特徵的數

學教育理論才能誕生。實際上，上海的青浦實驗、正在全國許多地方實施

的 MM 教育方式（全面貫徹數學方法論的教育方式）等研究，不僅也蘊涵

著國外所倡導的一些先進思想，而且帶有民族特徵，這些研究成果受到了

國際和港台地區教育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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