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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元认知是对数学认知活动的认识及在认知活动过程

中产生的意识和控制，是认知的认知。数学元认知对解决“教

会学生会思考”“教会学生会学习”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数学元认知知识是数学元认知的重要组成成分。研究

表明，数学元认知监控和数学元认知体验的发生建立在数学

元认知知识的基础上。乡村定向师范生（以下简称“乡师生”）

作为未来乡村教师的后备军，对乡村教育的影响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因此对乡村定向师范生数学元认知知识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价值。本研究通过对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的

调查，了解其数学元认知知识的掌握规律，分析成因，为进

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2 调查问卷编织的依据

首先需要说明，论文所指的数学元认知知识是与数学认

知活动有关的认识，不是数学知识，甚至并非是数学活动所

特有的。数学元认知知识是指有关个体数学认知过程的知

识，是人们对于什么因素影响人的数学认知活动的过程与结

果，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相互作用

等问题的认识。数学元认知知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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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认知主体的知识；有关任务方面的知识；有关认知策略

方面的知识 [1]。为了方便调查，我们把三个主维度分为九个

子维度来进行问卷的编制，问卷题项内容来源主要有以下几

种：①已有的相关问卷：王光明 [2]、汤服成 [3]、巴桑卓玛、

史宁中等人 [4] 的问卷。②通过研究元认知 [5,6] 与数学学习等 [7] 

相关资料自编部分问题。③通过与学生交流，确立典型的数

学元认知知识性质的问题。

3 调查研究及结果分析
3.1 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选取盐城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四个年级的乡师生为

调查对象，采取无记名问卷调查法进行调查，发放 178 份问

卷，收回问卷 178 份，有效问卷 161 份。

3.2 调查工具
根据如上所述的数学元认知知识的内涵，自行编制关于

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调查问卷，采用 Likert 式 5 点量

表填答方式，问卷一共 28 道题目其中包含 2 道测谎题，分

别属于 3 个层面：①有关数学认知主体的知识（9 题）；②

有关任务方面的知识（7 题）；③有关认知策略方面的知识；

通过 SPSS26.0 进行统计分析，得出问卷具有 0.920 的效度

水平和 0.877 的信度水平。调查结果仍用 SPSS26.0 进行统

计分析。

3.3 调查结果与分析

3.3.1 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的基本情况
根据《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调查问卷》的测试结果，

对 161 名有效问卷进行分析，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描

述分析以及各维度得分情况如表 1 测量结果显示：①相对于

满分 100 分，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的得分只有 69.03

分，这说明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的整体水平不高。②在数

学元认知知识的三个维度中，关于任务维度得分最高，关于

个体维度得分最低。

第一，关于数学认知主体的知识。

数学主体的元认知知识主要是指在长期的数学认知活动

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对数学学习的认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越

积极，元认知知识水平越高。数据显示关于个体维度的元认

知知识方面，乡师生的得分最低。调查发现的结果让人不得

不感到担忧，仅仅有 39.1% 的乡师生肯定自己会学习数学，

学习上可以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教师的教育目标就是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自己还不会学习的人如何教别人怎

样学习呢？

第二，关于任务方面的知识。

关于任务方面的知识，乡师生的得分最高。调查发现，

绝大部分乡师生都知道理解学习比背诵学习更容易，这一比

例达到了 96.7%，另外 90.7% 的学生能够轻松判断出题目的

类型。这一调查结果与我们预测一致，对题型材料的认识通

过机械的刷题也可以提高，本测量结论也与其他相关学者的

研究结论一致。

第三，有关认知策略方面的知识。

在关于策略的知识上，调查发现，有 88.2% 的乡师生知

道反思总结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只有 40.91% 的乡师生

表示在每一章学完后会对有关知识点进行总结与反思。可以

认为大部分乡师生都明白进行总结反思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方法，但是却只有少部分同学去认真总结。

3.3.2 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性别间差异检验
不同性别间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描述分析见表 2。研究

结果显示，男、女乡师生在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上没有显著

性差异。这种现象与王光明针对高中生所做的调查研究，汤

服成、何文林针对初中生所作的调查研究结果一致。但值得

注意的是，进一步对男、女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的三个维

度进行描述性分析与方差分析后发现，男生的三个维度得分

均略高于女生，尤其是在策略方面，男生高于女生 2.66 分，

这一方面大数据显示出男生的思维更加理性。

表 1 乡师生各年级数学元认知知识各维度得分情况表

关于个体

维度

关于任务

维度

关于策略

维度

元认知

知识

大一
平均值

标准差

63.84
11.53

69.96
9.37

66.11
10.53

66.36
9.62

大二
平均值

标准差

66.46
10.50

70.90
9.10

67.41
10.44

68.02
9.22

大三
平均值

标准差

66.66
10.85

73.03
9.46

67.29
10.30

68.62
9.15

大四
平均值 73.75 75.44 73.63 74.15

标准差 11.03 12.09 12.03 10.96

总计
平均值 67.37 72.22 68.31 69.03

标准差 11.36 10.3 10.99 9.94

表 2 乡师生不同性别的数学元认知知水平描述分析表

样本

个数

平均

值

标准

偏差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最小

值

最大

值

男生

女生

80
81

70.04
68.04

9.88
9.95

67.84
65.84

72.24
70.24

47.69
49.23

98.46
89.23

总计 161 69.03 9.94 67.49 70.58 47.69 98.46

3.3.3 乡师生四个年级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发展趋势
大学四个年级数学元认知知识发展情况见图 1，数学元

认知知识各维度发展情况见图 2。

随着年级的增加，乡师生的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及其三

个维度的水平不断提高。这种现象与王光明针对高中生所做

的调查研究，汤服成、何文林针对初中生所作的调查研究

结果一致。这说明了元认知知识与一般知识的不同 , 元认知

知识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是长期实践的结果，具有稳定性，

一但形成了，认知主体在某一段时间内的认知模式也就相对 

固定。

在分析前我们推测，乡师生在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的发

展不存在突变阶段，但是实际测量结果却与推测有偏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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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结果表示，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发展速度在大一至

大三阶段发展缓慢，大三至大四阶段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发

展迅速。为什么乡师生元认知知识水平的发展速度在每个年

龄阶段是不同的呢？

图 1 大学四个年级数学元认知知识发展情况（一）

 

图 2 大学四个年级数学元认知知识发展情况（二）

乡师生在大一到大三学习了数学分析等高等数学知识，

学生对数学的理解更加深刻，这锻炼了学生的数学思维。另

外通过教学论，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知识的学习使得学生对如

何教，如何学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但缺少实践经验，因此

元认知知识水平虽有提高但发展缓慢。

乡师生在大三至大四阶段其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品及各个

维度都得到了显著性的提高，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乡师生经历

过的两次教育实习有关 17 届的乡师生多以顶岗实习的形式

参与实习，以“教师”的身份走上讲台，为了让学生更好的

理解和掌握知识，大部分乡师生都注重知识的归纳总结。在

归纳总结的实践过程中，了解了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和

发展规律，加深了对数学及数学学习方法的认识。另外 , 为

了使题目的讲解更有针对性，乡师生会积极分析学生题目不

会或者写错的原因，学生的解题思维过程是什么，他们解题

失败或者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是具体的知识点不会还是某一

解题策略的使用范围不清楚，亦或是单纯的计算错误等。这

些引发了乡师生对他人学习和解题思维的不断思考，使得乡

师生对他人认知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由于“青蓝工程”

的实施，乡师生实习的学校大多要求他们手写每节课的教学

反思，并且会安排专门的指导老师进行点评。这让乡师生在

每节课后都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监

控与反思，乡师生反思总结自己的思维活动，往往会发出这

样的感叹“原来我是这样上课的啊”。随后，乡师生听取指

导老师的建议会发现“原来这道题还可以这么讲”“原来这

节课的时间分布还可以这么安排”等。最终，乡师生在实践

过程中通过总结与反思使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的思维过程，促

进了数学认识主体知识维度水平的提高。

通过大三至大四阶段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识水平突变的

分析，我们得出教育实习可以大幅度提升乡师生的数学元认

知知识水平。

4 结语
通过对乡师生的调查和分析可知：乡师生数学元认知知

识水平普遍偏低，急需提高；男女生之间无显著性差异；数

学元认知知识具有稳定性；数学元认知知识通过实践可以得

到大幅度提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不同问卷的对比

发现，尽管问卷的内容不一样，测试的样本对象也不尽相同，

但是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样本的局限性，论文的结论轮仅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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