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3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ol. 34  No.3 
2012 年 5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May  2012 

 

对“主题—论断”数学认知活动理论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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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数学认知活动理论的角度出发，着力开发一种分析数学认知形成过程的方法：主题-论断，同

时详细阐述其核心机制，并从数学学习和问题解决方面展示该机制，得出该方法的相关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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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习和问题解决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同

样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是什

么，包含哪些机制，如何运行，则需要更多的去

探求。在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如何有效的帮

助学生形成一个良好的数学认知结构，将知识内

化为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整体结构，有赖于数学

方法的开发、选用与实践。因此，在数学认知形

成的过程中，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数学认知的发展

过程。 
一、数学认知的发展 

（一）作为生态学概念的“认知” 

“认知” 初是指黑盒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主要是反行为的。 “认知”是人类的意识呈现

的形式，是人类多有的心理过程，包含建立、维

持与世界（自然和文化）有意义的关系，或者试

图理解这个关系的自然本质、出现。 
当然在生态学的立场上，研究认知过程的方

法不尽相同。Cobb和Bowers先讨论和比较了近

代学习理论的两种主要方法，后又讨论了第三种

方法——“生态学”，去帮助我们在日常练习的

参与活动中（如数学课堂）理解认知过程的发展。

通过Cobb和Bowers，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提供

了在实践的课堂中理解数学的学习的一个框架。[1]

生态学方法的核心：认知不会独立于其更广

泛的文化情境而单独发生。所有的认知活动都受

到文化及其它们多发生的情境的规定和影响。 
（二）贫乏的社会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想详细分清认知和认知过程，强调

认知活跃的本质，坚持认为认知的过程基本上是

一个通过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来创造人的意识的

建构过程。“社会建构主义”，一个维持认知的

生态概念，是现在 流行的观点。意义的建构是

建立在社会情境中，形成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

紧密关系。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识别、适应、知

识的获得的过程不仅需要经历社会的反思，而且

需要与他人（物）相互作用、通过对话去建构新

的意义。大量实验表明主语（subject）在学习中

起决定作用。社会建构主义只介绍概念而没有清

楚解释认知过程的本质。建构的过程是怎样的？

仅用意义的建构、建构的成果、知识的建构来代

替认知收获不大。 
社会建构的发展加强了会话和参与，强调了

面对面相互作用和对话的重要性。在数学学习

中，人们相信数学思维是在实践中的参与得到发

展的。数学化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社会实践的相互

作用。 
Wenger认为：学习本质上是一种基本的社

会想象，反思我们自己深刻的社会本质作为认识

的能力。[2]这是一种“学习作为社会参与”的观

点。然而，社会参与只是明确指出有意义的学习

可能发生的条件，但是没有教我们学习本身的认

知过程的知识。社会建构主义，可能对课堂实践

的组织很有指导作用，但是没有帮助我们了解认

知过程的本质。 
（三）作为活动导向的认知 

Gal’perin提出认知的本质是导向的。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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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是一个基本的心理过程，通过这个心理

过程一个人和世界相连。对注意环境中的变化和

准备必要的活动，导向是至关总要的。[3]

大部分人类认知活动是一个导向的活动，将

已知转化成新的符号形式，进而在可能的行为规

划结构。在决定 终的行为（一个真实世界的行

为，回答问题的一个流程，写出数学问题解）之

前，这些符号行为都是可以被测验的。在更广的

活动背景下（实践），导向活动的结果可能对未

来目标有指导作用。 
认知是基于导向活动的实践，这个导向活动

转化情境进入更深考虑和分析的主题中，使得情

境更有价值。通过分析，新的量被发现包含在这

个主题中，以期望未来的事件行为结果。主题发

展的过程是以心理学的方式描述意义建构过程，

终解释了认知过程的思维。 
二、主题—论断的意义建构 

“思维作为认知过程”隐含的基本假设是用

符号促进意义的发展。符号的意义创建于特殊的

环境、为了特殊的目的的，而再构过程是自动生

成和强烈缩略的。 
（一）Vygotsky 的观点 

Vygotsky认为说话和思维是紧密相连的。他

认为思维是说话的内省，维持外部对话与造句组

织间的结构。思维是基于内部对话的，而内部的

对话思维仍然维持语言表达的基本特征：在新的

关注主题上建构新的论断的过程。[4]

（二）Kuyinskij 的观点 

大约 50 年后，Kuyinskij深入了研究了对话

和思维的关系。他认为，对话的本质是两种或多

种不同的观点的相遇与碰撞，并指出对话的本质

是“意义位置”间的相互作用。何为“意义位置”？

指的是谈话的对象（主题）的特殊观点。[5]

和外部对话一样，内部对话通常采用提问—

回答或陈述—反馈的方式。Kuyinskij认为，每一

个对话都以谈论的一个主题、一个核心问题为特

点。这个主题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注意力

分享的焦点，是规则对话整合与和谐的实体。在

对话中，主题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新的观点可

能出现成为对话中新的“意义位置”；关于主题，

出现新的新的关注对话的子主题；主题变成另一

个大主题的一个子主题。[5]

主题及其发展都在正在进行的对话的文本

产生的。对话和文本遵循主题—论断的句法排

列：通过一系列的论断来表达主题。论断假设与

主题有关，目的在于生成对话题的理解，同时也

用来区分其他主题。例如：你看见一只鸟在天空

中飞的很高。从那一刻，这是鸟是你关注的焦点，

加一些新的论断来加深你对鸟的理解。如：“他

是一个秃鹰类”就好了，没必要说：“正在天空

中飞翔的这只鸟是秃鹰类”。可以用“它”来指

这只鸟，甚至省去“它”，因此：“一只秃鹰”

是足够的，更详细地刻画了这只鸟，同时也把它

与猎鹰、雀等区分开来。 
（三）Doblaev 的观点 
Doblaev发展了论断系统的文本观点。为了

研究课本和学生如何理解它们的结构，他深入刻

画了主题—论断结构的理论。他指出主题是讨论

的焦点，论断是用来讲述主题新的东西和回答问

题“关于这个主题正在说什么”。他表明主题—

论断结构是分析和理解文本的一个重要方式。[7]

如：“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动物们身上的颜色

看起来像干草。”主题是“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

的动物们”，而论断是 “它们身上的颜色看起

来像干草的”。然而，把这句话放在更长的文本，

主题和论断可能是不同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动物

们身上的颜色看起来像干草。这能保护他们免受

自然敌人的侵害，利于他们猎食。这个句中，“来

自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动物的颜色”是一个主题，

剩下的都是论断这个课题的。 
例 2：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数值。它们能

够帮助人们进行复杂的计算，甚至用来加密信

息。尤其是素数，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加密方式。 
这个例子清楚表明，从数字到加密，课题得

到提升。Doblaev认为文本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并把这个过程作为主题的修改。当一个特定的主

题被一个新的论断所精心刻画，通常以这个论断

作为谈话新的主题。[4]在例 2 中，接下来的论断

总是阐述前一个论断的，把前面的论断转化成新

的主题。 
Doblaev深刻的讨论了主题和论断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主题和论断间有三种关系：（1）

具体化：论断给出涉及主题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素数是一种强大的加密方式’，它把数值具体



 
 
 
20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到加密；（2）总结：论断给出了主要和少量议

论的逻辑。以著名的三段论法论证：1 所有的人

类都是必死的（P）；2 S是人类（P）。3 S是必

死的（T）；（3）定义：论断阐明了主题中的

元素，[4]例 2 中，主题和定义的论断间的关系与

情境密切相关。以定义素数为例，这个定义假设

论断的形式是从数的情境中提取的。 
Vygotsky是第一个强调了论断和主题—论

断来分析人类思维的一个框架的重要性。他认

为，人们在论断中思考，因为他们不必提主题。

在论断中思考，人类的思维有典型的私人、速记

的特征。他提出以主题—论断结构来分析人类的

思维 终将会揭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过程。[4]

三、结论 
1. 数学认知是一个主题和论断集合的过

程，这超越了‘建构’不可描述的定义。数学意

义的发展是一个以论断的形成和整合来精心策

划主题的过程，通过建构争论（基于新的主题—

论断结构）去评价已提出的论断、区分新发展的

主题。这个过程隐含了很多默会的观点、也会出

现很多新论断和旧主题间的跳跃，混乱、无秩序，

需要通过一个方向感来保持跟踪，通过主题和主

题的导向来寻找建议。[9]

2. 数学认知的形成可被看作是数学主题发

展的产物，通过这些主题让数学的论断变得明

确、有功能、达到极限。能力与需要数学导向的

主题间的适应在于能够提供社会表示和工具的

数学团体的和谐中。在课堂中，老师来重要是保

持过程是在数学团体的和谐中。 

3. 以主题—论断的形式分析学生的数学思

维和推理，能够让学生数学思维复杂的转化本质

浮到表面，这有利于学生的深入的学习。我们也

可以推断出，论断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作用，

可以延伸详细的主题、一般化主题、拓展主题到

争论中等等。另外，论断在主题中的整合方式可

能也是很多样的，像列表一样形式去解释主题，

这样就把相联系的整合延伸到逻辑的整合。 
4. 主题—论断的方法是精心策划了人类思

维、学习和发展等等的活动理论方法，超越了“认

知作为建构”的一般描述，提供我们一种新的认

知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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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n the "Theme - Thesis"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Cognitive Theory  

SHEN Zhi-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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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theme-thesis" approach in analys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activity theory. It further elaborates on its core mechanism by means of mathematical study and 
problem-solving, thus finding out relevant workout i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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