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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纪录教学论 

Luc Trouche, Ghislaine Gueudet, & Birgit Pepin1 

中文翻译：王重洋（Chongyang Wang） 

中文审阅：徐斌艳（Binyan Xu） 

摘要 

文献纪录教学论是数学教育百科全书的入门词条(Trouche, Gueudet & Pepin 2018)。词条于 2020年更新 

(Trouche, Gueudet & Pepin 2020)。本文是中文译本，是 14种语言译本之一（https://hal.archives-

ouvertes.fr/DADMULTILINGUAL）。 

文献纪录教学论是数学教育领域的一种教学理论。该理论创立的初衷是通过研究教师和资源之间的互动

（包括使用和设计）来理解教师专业发展。本文主要阐述该理论的起源，理论背景，核心概念和相关的

方法论。为达到理据结合的效果，我们将结合不同的研究项目作为案例诠释上述内容。本文面向的读者

群是研究者，以及对入门文献纪录教学论有兴趣的非专家型读者（比如硕士研究生）。 

Abstract 

The ‘Documentation Approach to Didactics’ is an entry of the Encyclopedia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Trouche, 

Gueudet & Pepin 2018). This entry has been updated in 2020 (Trouche, Gueudet & Pepin 2020). This article is a 
Chinese adaptation of this updated version. It is part of a collection, gathering such adaptations in 14 languages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DADMULTILINGUAL).  

The documentational approach to didactics is a theor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Its first aim is to underst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studying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sources they use and design in/for 

their teaching. In this text we briefly describe the emergence of the approach, its theoretical sources, its main 

concepts and the associated methodology. We illustrate these aspects with examples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rojects. This synthetic presentation is written for researchers, but also for non-specialists (e.g. master students) 

interested in a first discovery of the documentation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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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日常工作中，数学教师会与课程资源发生大量互动，这种互动包括了发生在课内外的选择、修改、创

造新资源等步骤。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将之命名为文献纪录工作，工作的物化成果就是教师的文

献。 

课程资源包括文本资源（如教材、课程指导书、学生作业单等）和电子资源（如电子交互式教材）。然

而，在互联网时代，面对几乎无限量的在线资源，教师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资源匮乏，而是如何为其数

学教学选择高价值、高质量的适切资源。因此，研究数学教师和这些资源之间的交互工作就成为教育研

 
1 原文见 Trouche, L., Gueudet, G., & Pepin, B. (2018). Documentational approach to didactics. In S. Lerman (Ed.), Encyclopedia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Y.: Springer. doi:10.1007/978-3-319-77487-9_10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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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领域里的一个尤为迫切的研究方向（Pepin 等，2013）。此外，很多国家的课程改革都在以课程材料

作为切入点和导向，本理论提供的资源视角就可以帮助教师更好的调用课程资源，确保课程改革的落实

效果。 

从理论层面上，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从不同视角和理论层面对教师与课程资源的互动做过研究

（Remillard，2005； Pepin等，2013），比如英美文献常用的 “落实的课程”（enacted curriculum）概

念，欧陆常用的“教学法”（Didaktik）（Pepin等，2013）。本文旨在描述和阐明这一扎根于欧陆教学论

的概念——文献纪录教学论。 

 

2. 方法的起源 

 

2009年，顾代特和图示发表专注和论文(Gueudet & Trouche，2009；Gueudet，2019)，正式提出文献记录

教学论。2012年，佩平加入对该理论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Gueudet & Trouche 2009, Gueudet 2019。文

献纪录教学论起源于法国数学教学论传统(Trouche 2016)，核心概念有教学情境（didactical situation），

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和图式（scheme）。与此同时，它也依托于社会-活动理论

(Vygotsky，1978)，将中介（mediation）概念作为每个认知过程的基本组成成分。此外，通信电子技术

的发展也亟需新的理论方法，在此背景下，文献记录教学论也随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补充。 

通信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资源准入门槛变得更低，人际交流更加便捷。时

代迫切需要人们重新思考思维和行动的关系，这在教育领域尤为明显：静态资源和动态资源之间，教学

资源的使用和设计之间，个体工作和集体工作之间，新的平衡点在哪里？(Pepin等，2017a)。针对这些

现象，文献纪录教学论提出一种新的范式：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课堂教学实践，教师们做了哪些准备？教

师的教学实践反过来又影响和更新了哪些东西？ 

结合法国教学论传统，作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相关领域获得启发：技术应用领域，资源和课程设计领

域，教师专业学习与教师专业发展，信息架构理论。 

在技术应用理论中，文献纪录教学论的核心基础是工具法。工具研究法是 Rabardel （Vérillon & 

Rabardel，1995)在认知工效学中提出的，后来被整合到数学教学论中(Guin, Ruthven, & Trouche， 

2005) 。工具理论对人工制品（artefact）和工具（instrument）做了辨析，前者是使用者可以选用（可以

用可以不用），而后者是使用者开发的（为用而开发）。工具研究法的关联概念——起源，工具化，工

具性——也是文献纪录教学论的关键概念（详见第三节）。工具研究法的发展，对应的是教师如何在教

学中整合调用新的单一工具（如计算器、计算机代数软件、动态几何系统）。显然，后期的技术发展使

得工具研究法不再满足研究需要，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教师们有更为丰富和多样的资源选择。 

阿德勒（Adler，2000）敏感地捕捉到了资源的时代变化，并提议将名词“资源（resource）”理解为动

词“再（re）生(source)”，即：为新的或不同的活动/事物提供资源材料。文献纪录教学论保留了阿德勒

的观点，将资源定义为一种广义资源，即任何能够再生和支持教师活动的事物，比如教科书，电子资

源，与同事的邮件往来，学生工作单等。也就是说，资源是面向教师（Remillard 2005），并且服务于教

师教学的。 

这种广义的资源观也拓展了教师专业学习的视角。鲍、希尔和巴斯（Ball, Hill & Bass，2005）在其“数

学教学知识”的研究里认为，教学不仅仅是课内的工作，也包括了备课，评价，写评语，以及和家长沟

通等工作。在文献纪录教学论中，我们认为：教师与资源的互动，与教师的实践、专业知识或信念的改

变，这两者之间是关联的（第 3小节我们将解释两者以哪种方式关联）。 



资源是供养教师工作的原料，那么就有必要为教师与资源互动的目标产物起个名字。我们用了“文献纪

录”（document2）：这个词不是新词，在信息工程学领域 (Salaün，2012) 已经被使用，意为在某种情

境下有既定用途，且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设计的东西。这一名词也是文献纪录教学论的命名缘由。 

最后，得益于互联网带来的交流便利，本理论也考虑到了教师们多样化的集体工作：网络社群，在线社

团，正式或非正式的共同体。若将教师集体设计教学资源视为一个专业学习的过程加以分析，Wenger

（1998）的“实践共同体”理论，及其概念“参与”、“协商”和“具体化”，无疑起了很大的理论支

持作用。 

完成对理论方法的溯源，下一小节将重点介绍在它的结构和核心概念。 

 

3. 文献记录教学论：一种全面看待教师工作的理论方法 

 

本小节主要阐述文献纪录教学论的“主要成分”和过程。下面我们将定义：资源，文献纪录，起源，工

具化和工具性。 

数学课程资源包括所有用于师生互动来教与学数学的资源，无论是电子互动式的还是传统文本，不分课

内还是课外。数学课程资源包括电子课程资源(Pepin等，2017a)，但电子课程资源不等同于教育技术，

课程资源还有物质性的课程资源（如教材、电子课程资源、教具和计算器等等），社会资源（比如网络

互动和对话）以及认知资源（比如理论框架或认知工具）（Pepin and Gueudet, 2018)。文献纪录教学论

虽然主要用于研究教师工作，但是也可以用于研究教师教育者（e.g. Psycharis & Kalogeria, 2018）和学生

（e.g. Kock & Pepin, 2018)）。 

至于过程，在和某一个或某一系列资源互动的过程中，教师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一套针对资源的使用图

式（见后面第 4小节）。即便使用相同资源，但由于不同的知识和处理方式，教师不同，图式也会不

同。文献纪录的工作成果就是文献，因此： 

资源+使用图式=文献 

这个开发文献的过程（也包含着教师学习）被命名为文献起源（e.g., Gueudet & Trouche 2009）。 

佩平，顾代特和图士（2013）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来看待教师工作和互动的“再生”问题，文献纪录

法就是一种专门将“资源的使用”视为一个交互式、潜在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路径：资源对

教师的影响（我们将称为工具性），还有教师知识对不同资源的选择和转变加工（我们将之称为工具

化）（见图 1）。因此，文献纪录教学论理论通过结合工具化和工具性(Vérillon & Rabardel, 1995)强调了

教师和资源之间互动的辩证属性。这个过程包括设计、再设计、在应用中设计（在这里教师需要根据其

教学需要对其原有文献进行“即时”调整）等实践过程。 

 
2 法语中的 document 有动词纪录（如纪录片）和名词文献（图书馆学和情报学领域）的双重含义，为做区分，我们在中文译文中将

document 做两种翻译，当意指工作成果时翻译为文献，当意指方法时意为文献纪录。 



 

图 1. 文献纪录起源示意图 

文献纪录教学论提供了一个教师和资源互动的模型，透过这个模型，我们也可以管窥教师的专业学习。

当面对网络上数量庞大资源时，网络是没有办法自动匹配教师需求的资源的，教师需要自己去搜找。因

此，教师们需要一种满足自己教学需求和学生学习特征的资源整合能力。换句话说，教师们经常会被推

送一些零碎的“砖瓦”（现成的资源），但没有被告知如何利用这些砖瓦构建适合学生学习的“路”。

从检索到构建教学资源，教师们需要一种专业的支持，也就是教师的设计能力（Pepin等, 2017b），包

含一套成体系的符合数学教学法理念的学习资源，以及相应的灵活的使用方式。在文献纪录教学论的理

论框架下，王重洋（2018）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文献纪录专长的概念，对教师的资源设计能力做了成分

探索。 

 

扩展阅读 1. 中学的资源：Vera 的文献纪录工作 

Vera是一名数学教师，也是法国 Sésamath组织(Gueudet et al. 2013; Pepin et al. 2017b)的成员之一。

Sésamath成立于 2001年，由中学数学教师自发组织成立，他们设计并开发出具有交互功能的电子教

材，在其网站上 (http://www.sesamath.net/)向公众免费提供。我们选取 Vera的一节新课来分析

她的文献纪录工作：那是 Vera第一次教八年级的“百分比“，她在这节课中用到了各种资源，包括

Sésamath网站上的资源。 

我们的分析聚焦于一个课时周期：备课，上课，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教师反思。之所以选择这样一

个课时周期，是因为文献纪录教学论也强调：设计的过程不仅在教学资源的准备阶段，还在使用资源

的阶段。Vera的设计工作包括：使用 LaboMEP（这是 Sesamath里的一种工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练习题，这个工具资源强化了她“差异化教学”的想法。LaboMEP也提供变式题目。Vera说，

LaboMEP对她改进教学帮助很大，针对同一堂课的内容，LaboMEP不仅提供丰富的同类型习题，还

提供丰富的变式习题。 

上述结果佐证了 Vera的教学技能和灵活性确实在提升，换句话说，Vera的设计能力在发展：对现存

的课程资源进行高效的选取、应用和改良，为提高数学教学效果设计或创造出了新的资源。 

http://www.sesamath.net/


教学就是一种设计行为，这跟布朗（2009）的理念是一致的。布朗解释了教学和设计的关系，明确教师

就是设计者，并且强调教师个体和工具之间的同伴关系是教师们完成其教学目标的关键。这不单单是一

种人类个体的技能，而且包含在人类调用的工具里（p.19）。因此，布朗（2009）也强调这种关系：设

计活动不仅依赖于教师的能力，而且依赖于教师和资源之间的关系，“教师-工具 关系”就是课程资源

发挥影响力的基础。这种思想和文献纪录教学论所见略同。 

 

4. 核心概念：图式和系统 

 

图式是文献纪录教学论的核心概念。皮亚杰的图式概念意为动作的结构或组织，即相同或类似的环境里

保持共性的事物（皮亚杰，1984）。Vergnaud（1998）在皮亚杰的图式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定义。图式强

调与“情境类别”的联系，情境在这里指专业情境，一类情境对应目标相同的活动。举例来说，“八年

级的分层教学”对于 Vera来说就是一类情境（见上一小节的拓展阅读 1）。在某类特定情境中，一个主

体（此处指一个老师）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稳定的活动组织形式，我们称之为一个图式。一个图式包含四

个成分： 

⚫ 活动的目标（用于描述情境类别）； 

⚫ 行动规则，或信息检索和控制的规则； 

⚫ 操作常量，也就是行动知识。包括两种：行动定理（强调为真的命题）；行动观念（强调相关性）

（详见下面的案例）； 

⚫ 推理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切换情境需要做适用性调整时。 

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丰富自己的图式，加入新的行动规则，或者开发出新的图式：这类图式为我们

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分析教师学习过程的模型。在文献纪录教学论中，图式通常指代对一些给定资源（或

一套资源）的应用图式。这些资源和图式组成一个文献（这一点在第三小节已用公式表示过） 

由教师所使用到的这些资源组合而成的集合，我们将之命名为资源系统。这些资源通过使用图式彼此互

相联结，形成不同的文献（一个相同的资源可以参与形成多个不同的文献）。经过教师的发展，这些文

献也会形成一个体系，我们将之命名为教师的文献系统。它的结构依据教师专业活动中的情境类型结

构，也就是说，文献系统的结构是由教师的活动目标决定的。 

当教师之间共享各自的文献纪录工作时，比如集体备课活动，他们也可以生成一个共享资源系统

(Trouche, Gueudet & Pepin 2019)。然而，鉴于小组中的不同成员可能对同一资源会有不同的使用图式，

因此集体活动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文献纪录(Pepin & Gueudet，2020)。 

为了区分和例证什么是操作常量、资源系统和文献系统，拓展阅读 2呈现了一个小学的资源案例。 

 

拓展阅读 2： 小学的资源：虚拟算盘 

虚拟算盘（图 2）是一款免费软件，由法国 Sésamath的数学教师团队联合开发（见拓展阅读 1）。 



 

图 2. 虚拟算盘 

中国算盘的基本结构包括：框、梁、档、珠四个部分。以算珠靠梁表示计数，采用五升十进制。算珠

被梁分为上下两类：上珠当五（一共两颗），下珠当一（一共五颗）。高位在左，低位在右，标准算

盘包含 13根梁，代表 13位：从右向左，个十百千等等。对同一个数，算盘可以有不同表示方法：比

如 15，可以用 6颗算珠表示——1颗十位上的下珠，和 5颗个位上的下珠；也可以用 2颗算珠表示

——1颗十位上的下珠，和 1颗个位上的上珠。 

卡洛斯是一所实验小学的老师，参与项目 3年了(Poisard, Bueno-Ravel, & Gueudet 2011)。他决定用算

盘来教 3年级“数“的内容。他曾经在数学课本里看到过一个跟算盘有关的活动，但当时没有采用，

知道他后来发现了虚拟算盘这个软件。在课堂上，他从算盘实物开始，让学生动手操作，摸索算盘的

计数规则，并生成假设。然后他让学生在虚拟算盘上操作，验证之前的假设，并写出算盘的使用说

明。活动结束后，卡洛斯准备了一些练习：用算盘表示一个数，从算盘上读数。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

效果，避免学生在软件上通过试误的方法得出答案，卡洛斯把练习题都打在纸上分发给学生。 

 

这个活动设计中，卡洛斯用虚拟算盘和其他相关资源生成了多个文献(Poisard, Bueno-Ravel, & Gueudet，

同上)。为了“探索算盘用法”，他给学生用了实物算盘和虚拟算盘，并要求学生将假设写在纸上。让学生

自行探索算盘的使用规则这部很重要。这对应的是卡洛斯的一种操作常量（行动知识）：行动定理如

“面临新工具时，学生必须先尽力自行探索”；行动概念如“自我发现”，这两种都是卡洛斯在遇到虚拟算

盘之前就具备的认识。另一种操作常量体现在他的资源选择中：“对三年级的学生来说，动手操作实物

资源很重要”。在“探索算盘用法”这一目的对应的图式中就包含了那些操作常量和相关的行动规则：“给

学生实物算盘让他们动手操作”；“给学生提供虚拟算盘让他们验证算盘上呈现的数字”。 

在使用算盘教学的过程中，卡洛斯发现：在“用算盘表示数”的练习里，如果给学生用虚拟算盘，他们

就会经常摁“显示数字”这个按钮去试误。因此他决定采用纸笔形式的测验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他

生成了一个文献纪录，目的为“教学生怎样在算盘上表示数”。这个文献纪录中包含的资源既有虚拟算

盘，也有纸上画出来的算盘，里面的一种操作常量是“在虚拟算盘上，学生会用试误的策略”。 

卡洛斯是一个有经验的小学教师。在三年级关于数的教学上，经过多年的累积，他已经发展出了一个资

源和文献系统（或子系统）。算盘已经被算在他的这些资源里，并且包含在新的文献中。其中一些文献

从目的和命名上直接对应算盘，比如“探索算盘的工作原理”，“教学生怎么用算盘表示数”。在其他

文献中，算盘没有出现在目的和标题中，但是为了服务教学目的。例如，在“十进制计数法则”这一教

学目的中，卡洛斯用算盘来佐证“分组和交换”的法则，比如把某一梁（位）的 2颗代表 5的上珠，替

换成 1颗位于下一梁（位）的下珠。在这些文献中也用到了卡洛斯的资源系统中的其他资源，比如学生



的书写单。其中一些资源还是卡洛斯为了能用到算盘特意选择的：比如教科书，书上的算盘内容为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了解和使用算盘做了预热。 

一个教师的整个文献系统包含了很多不同结构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又和特定的数学内容或活动一一对

应：比如几何子系统，评价子系统。这些子系统还可以根据数学内容划分成从一般到特殊的不同水平。

为更好服务于数学教育研究，如果了解这些水平划分的同时，能兼顾数学内容（目的可以设为“评价 8

年级学生的百分比计算能力”），这讲对了解教师和资源的互动和结果非常有帮助。文献纪录教学论强

调分析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需要特殊的方法论，我们将在下一小节重点介绍。 

 

5. 反思性调查：一种发展中的方法论 

 

本小节主要介绍：基于文献纪录教学论理论的研究设计；研究设计的主要原则；解释这些原则的工具；

以及一些关于反思性调查法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讨论。通过教师的文献工作分析其活动，这需要考虑到以

下事项：资源供给和生成的多样性；影响要素的多样性（来自集体的，体制的和社会的）；文献起源与

发展所需的时间周期。出于这些认识论上的考虑，我们提出一种特殊的方法论：教师文献纪录工作的反

思性调查法。 

这种方法论强调教师的重要贡献，主要强调以下五项原则： 

⚫ 对整个文献纪录工作进程中涉及的（物质）资源进行广泛收集； 

⚫ 对文献纪录工作的追踪是长期的，因为起源问题通常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图式的发展和形成是需

要长时间的。 

⚫ 对文献纪录工作的追踪调研需要课内课外并重。课堂是教学行为发生的重要场所，包括实施、适应

化调整，修改和即兴创作。然而，课外也是教师工作发生的重要场合：比如学校办公室，家里，教

师职业发展中心或项目组等等。 

⚫ 对文献纪录工作的反思性调查。 

⚫ 重视教师对其自身文献工作的观点，要注意教师文献工作的物质生成（此处的物质性收集教师在课

堂教学实践中调用到的物质资源） 

教师的积极参与是一种实践上的必须，因为只有他/她能进入自己的文献纪录工作（这是超越研究者的直

接观察的）。这就给教师们划定了一个反思的立场，通过教师的内省，一些不易观察得隐藏资源，或者

资源系统内的一些隐藏联系就开始变得可见了。这种对教师文献纪录工作的长期而紧密的追踪，需要一

个尽可能明晰的研究目的：研究者到底在探求什么，以及为了什么。基于这种需要，Sabra（2016）提出

方法论契约（methodological contract）的概念，将教师和研究者通过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联结在了一

起。 

基于上述五项原则，数据收集工具和方法也需要做谨慎而细致的设计，尤其是面对不同情境和研究问题

时。比如教师资源系统示意图（Pepin 等，2017c）（SRRS，见图 3）就是其一种有效工具之一。在我

们的一项在中国的研究中，教师被要求画一张他/她的资源图，包括提到的资源，用到的资源，这些资源

从哪来的，有哪些用处等等（Pepin等，2016）。 

 



 

此图最顶处的标题Sésamath 代表皮埃尔的资源：教科书，

Mathenpoche练习题和软件。不同的箭头区分出不同的活动

类型：加粗的表示备课，中等的表示准备练习，细的表示准

备活动。大多数箭头都是围绕活动的（如问题解决，开放式

问题，这两个活动也是皮埃尔教学内容的核心） 

 

一年之后，在接受我们的反思性调查时，皮埃尔“意识”（他

特意强调这个新发现）到：他的同事是他的资源之“源”，

他还强调自己开始刻意“远离” Sésamath资源，在这个新资

源系统示意图里，他舔加了新资源（比如电影和阅读）…… 

皮埃尔是一个法国初中数学教师，在集体文献纪录工作中极其活跃，尤其是在Sésamath 组织中（见拓展阅读1）。在我们的

要求下，他在2009年绘制了作左图，2010年绘制了右图。 

图3. 一名教师的资源系统示意图（(Gueudet, Pepin & Trouche 2012, p. 314 & 318)） 

自文献纪录教学论发展以来，资源系统示意图这种工具也随着研究者的需要得到发展： 

⚫ 哈穆德(2012)从化学教育领域提出将 SRRS作为教师的思维导图来分析。她还用 SRRS邀请老师描

绘和其他同事及教师集体的关系。 

⚫ 罗莎（2018）将资源系统示意图重命名为“资源系统反思地图”，基于两个理由：新命名加了“反

思”，强调了反思的重要性；地图（mapping）强调的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未

知，对教师自己来说也同理）。基于第五项原则，罗莎还提出了区别于“资源系统反思地图”的

“资源系统推测地图”，前者是教师自己绘制，后者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观察推测绘制。 

除了这个工具以外，还有一些围绕反思性调查这一方法论的新进展：如何尽可能的实时贴近真实的教师

文献纪录工作。也就是说，观察教师和资源的互动，这不仅发生在公共场合（比如教室），还包括在一

些私密的场合。比如教师的年度教学计划，私下的备课，对教学设计的改进。我们有研究通过录像的方

法对教师在私密场合下发生的文献纪录工作做了连续追踪 (Bellemain & Trouche， 2016)，在录像中，

我们能看到教师在文献纪录工作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据此推测教师的图式。这种追踪也面临着难

度和挑战，包括： 

⚫ 在何种自然条件下，教师才能既独立的使用资源，又能有逻辑的描述他/她的活动？王重洋

（2018）引入了一个 “文献纪录工作伙伴” 的新概念，即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经常是跟某个亲密

同事（这名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伙伴）一起共享的。如果能追踪这样一对或一组密切合作的教师，

我们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对话，或对两人分别访谈的方式，来更全面的了解目标教师 (Trouche等， 

2019)。 

⚫ 怎么保存（为了研究目的）那些我们在追踪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中获得的丰富又各异的数据？围绕

这个问题，我们发起了一个叫 AnA.doc的项目（Alturkmani et al. 2019）,设计并组织开发了一个平



台，专门存储视频（访谈或上课录像）和其中涉及到的资源，研究团队的内部成员都可以上传共享

自己的数据，并从各自的研究兴趣出发分析其他资源。 

分析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反思性调查法及其五项方法论原则提供了一些方法论层面

的选择。研究者们在使用这些指导原则的时候，需要去积极的精选数据：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发生的关

键时刻（详见文献纪录事件这一概念，Sabra 2016）；教师资源系统的关键资源（详见枢纽资源这一概

念，Gueudet 2017）。无论是理论还是原则，我们的工作还在发展中，相关的方法论和理论、概念等都

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 

 

6. 理论展望 

 

文献纪录教学论是数学教育领域的一个比较年轻的理论框架。在本文的 2-3节，理论相关的概念（资

源，文献，文献纪录起源）已经建立，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概念，如资源系统，文献系统还需要在后续

研究中更进一步。比如，在某初中数学教师的案例中，有无可能联系教师的专业背景，来观察和了解到

教师们不同的文献纪录系统结构？对一些特定的教师群体，除了共同的资源系统，他们有没有可能也会

有一个共同的文献纪录系统？ 

此外，对文献纪录教学论的应用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学段分布上看，我们探索过从幼儿园

(Besnier & Gueudet 2016)到大学(Gueudet 2017; Kock & Pepin, 2018)的所有学段，包括教师教育者

(Psycharis & Kalogeria 2018)。在学科分布上，除了数学，对文献纪录教学论的应用还拓展到了实验科

学，如物理和化学(Hammoud 2012)，语言教育(Quéré 2019)。在这些新的语境下，教师的文献纪录工作

和他们的资源及文献纪录系统会有怎样的异同？ 

我们也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例如巴西，中国，黎巴嫩，挪威，塞内加尔）里对文献纪录教学论的

应用进行了探索。在应用的过程中，因为语言的关系，教师们会在日常的文献纪录工作中对资源和用法

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这是一种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衍生出的问题：不同语境下会有不同的命名系

统。这些问题若有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深入的理解一些教师和资源互动的属性和细

节：不同环境下他们会有怎样的异同？文献纪录教学论及其相关概念也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文献纪录教学论还有一些就近的研究关注了学生和资源的互动（e.g. Kock & Pepin 2018），以及和其他

理论的联系(e.g. Gueudet & Pepin 2018)。比如情境教学理论（The theory of didactical situations）

(Brousseau, 1998)，它引入了环境（milieu）这个概念，milieu包括个体学生在某一数学情境下所调用的

所有对象。这些对象可以被理解为资源。情境教学理论能和文献纪录教学论产生哪些理论层面的联系

呢？ 

随着文献纪录教学论理论在教和学的现象中不断的被研究和验证，文献纪录教学论理论的相关概念和方

法也在得到发展，比如各种共同体（无论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出版机构（无论是书还是期刊），会

议（无论是欧陆的还是国际的）(e.g. Re(s)sources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见 Gitirana et al. 2018 and 

Trouche, Gueudet & Pepin 2019)。 

文献纪录教学论在应用中得以发展，但距离完善还需要广大同仁继续协作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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