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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素质教育，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

的问题就是：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同时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

方式。为了把这种“转型”工作做好，我们配合当前的新课程策划、组织

并编写了这套“教师必备知识丛书”。此套丛书的特点，一是“准”，它准

确地体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试行）》的精神，准确地解读了新课程标准；二是“新”，它体

现了素质教育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要求；三是“实”，它内容充

实，资料翔实，语言朴实，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丛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以教育改革为指导，内容均为实用性、

教育性、趣味性很强的各科知识，广泛搜集补充大量的新资料，像蜜蜂

酿蜜一样，力求把最好的知识营养送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手中。全书

共三十册，包括《班主任工作》、《心理咨询百问》、《师德修养》、《人才造

就》、《语言文字规范》、《名人风范》、《名人名言》、《趣味数学》等等，是广

大中小学教师的良师益友和得力助手，对完善老师知识水平结构，提高

教师自身素质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与水平大有裨益。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可将了无生趣的讲解变得活泼生动，让枯燥乏

味的引证变得情趣盎然，使苍白无华的论述更加令人信服，从而达到增

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全面提升学生素质的

目的；在休闲娱乐活动中，可将平淡无奇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让疲惫

不堪的身心充分放松。这也是编者所期望的。

本丛书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老师、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支持，在此

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撰时间匆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广大老师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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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呼唤现代科技意识

面临２１世纪，我们国家无论是经济的进步，还是社会的
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正在
呼唤三个意识：一是现代公民意识，二是现代科技意识，三是
现代教育意识。没有公民意识不行，１２亿人口的国家，如果
没有公民意识，人口众多的优势、人力资源的优势就很难发挥
出来，甚至变为劣势。要使人人的公民素质都很高，当前迫切
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文明礼貌。二是遵纪守法。三是要
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没有现代科技意识也不行，科技意
识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力，有了科技意识才会有创
造，有发明，有技术进步。“园丁科技教育行动”就是要着重培
养教师和学生的科
技意识、科技精神，

培养他们科技实践
的能力。没有现代
教育意识更不行。

现代教育意识就是
要改变过去传统的
教育观念、体制、方
法、教育评价制度，使基础教育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转向素
质教育，为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服务。我们推进“园丁科技教
育行动”要着重在这几个方面下功夫。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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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社会各界、各级

干部观念上都在发生一个很大变化，重视科技和教育开始成

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

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而要实现这两个全面，关键是建设一支思想素质、业务素

质优良的教师队伍。今年，国家教委要召开全国师范教育工

作会议，通过这个会议要进一步落实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方

针。同时，也要进一步落实《教师法》，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

把师资队伍建设好。师资队伍建设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才会有基础，“园丁科技教育行动”才会有基础。希望各级教

委、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的、大力的抓好师范教育工作。

开展科技行动，得到国家科委的支持，中国科协的支持，

还有中国科学院的支持。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特别是

一些科研院所的实验室能够对师范院校开放，这就为开展“园

丁科技教育行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要利用这些好的条件，

把师范教育搞好，造就一支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优良的教师

队伍，为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服务，

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要重视和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

根据党中央制定的“科教兴国”战略和确定的科学普及的

重点是青少年的工作方针，最近，国家教委公布了《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若干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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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要求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科技后备力量，不断提高劳动
者的素质。

人的基础素质的形成主要在中小学时期，在中小学生当

中开展科技教育和活动，有助于跨世纪的一代人的科技意识
和科技素质的整体提高，有助于一批科技后备人才的形成，这

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在２１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

战略主动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各地教育部门要重视和加

强中小学生的科技教育工作，广泛开展校内外科技活动。

加强中小学的科技教育工作，要解决“一个认识”和明确
“三个重点”：

一个认识：即从素质教育的高度重新认识中小学生的科
技教育和活动的地位、作用。确立科技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

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更

新教育观念，面向２１世纪，基础教育的当务之急是由应试教

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建立素质教育模式。素质教育中以全面
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

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基础教育。有作为的教育工作者应

当努力追求素质教育的目标。开展科技教育和活动，可以增
强学生的科技知识，掌握一些科技技能，增强科技意识、探索

精神和动手能力，是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主要途径。它对于

实现素质教育要求的培养“全面素质，发展个性特长”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对非智力因素的形成更有特殊作用，可以说，

科技教育和活动是素质教育和重要内容的特征之一。

三个重点是：

一、中小学活动课程的重点是加强科技教育课。１９９３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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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正式将活动纳入课程，打破
了以往单一的学科课程，是课程观上的一个突破。根据素质

教育的要求，按照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分工，活动课的重点

应当是开设和加强科技类活动课。这也是客观上的迫切需
要，据《文汇报》的调查，上海市区高中生科技意识薄弱，亟待

增强。学生课外阅读，文学类占５３．８％，自然科学类占２９．

４％，最喜欢的一本书几乎没有一本科学图书。这反映了全国

一个普遍性问题，教育部门的科技“意识”如果是“空白点”，将
影响一代人的科技素质。因此，要重点加强科技类活动课，通

过这条主渠道，提高中小学生科技意识和素质。

二、开展中小学科技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抓普及。中小学
科技教育工作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做到：普及与提高

相结合，以普及为主。开展科技教育和活动，即要早期发现科

技幼苗，更应当面向全体，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科技素质。一

些地方，在活动中只抓少数、个别尖子学生，目的在于凭借少
数尖子获奖、争名次，却忽视了多数，甚至根本没有开展广泛

的科技活动，这是片面的，仍是应试教育的作法。中小学科技

教育要分层次、分城乡开展，实施分类指导，但重点要放在抓
普及上，则是共同的。特别要抓好农村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普

及，审科技教育的“重中之重”。抓普及，要因地制宜，灵活多

样，讲求实效。

三、科技教育内容的重点是培养科技意识、科学精神和科
学方法。中小学科注意科技知识、技能与培养科技意识、科学

方法相结合，以培养物质意识和科学方法和重点，在物质活动

中，要引导学生从小培养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动手能力，培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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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这些素质

将使学生终生受益。据一项权威调查，我国公众科学素养与

外国的差距之一在对于科学研究的过程的了解方面，即缺乏

科学的思维的方法。因此，培养中小学生的科技素质，要把培

养科技意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作为重点，这才算抓住了科

技素质的核心。

科技意识要从儿时培养

两个互不相识的小孩在草地上玩。那个大一点儿的孩子

正在用树枝“腰斩”小蚂蚁，另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却奶声

奶气地祈求着：“别杀死小蚂蚁，让它回家！”

两个孩子都不是考虑蚂蚁是害虫还是益虫而加以杀戮或

保护的，只是觉得它可恶或可怜。

一个在幼儿园中听过老师讲狼外婆故事的孩子，回家之

后还三番五次让奶奶给他讲这个故事，直到他自己也会唱：

“小白兔乖乖，把门开开……”，他还是纠缠着奶奶讲这个故

事，但他却从不问一问狼怎么会唱歌？兔子怎么会说话？

正像一位西方心理学家在研究儿童的思维类型时所说

的，２—７岁的幼儿，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童话型”。

幼儿喜欢听有情节的故事，而且将他们熟悉的事物人格

化，并给予他们美、丑、善、恶的评价。

因此，学会了汉语拼音，认识了几百个汉字的一年级小学

生，就能兴致勃勃、专心致志地阅读带拼音的世界童话名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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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画册，并能为其中人物的命运感叹或激奋。一个７岁的孩
子会为那只想成全青年与公主的婚姻，而将自己的鲜血化成
严冬的玫瑰，最后啼血而死的小夜莺潸然泪下。一个９岁的
三年级小学生竟将《西游记》看了一遍又一遍，不但能生动地
复述其中的故事，还会分析书中的人物。当家长问他猪八戒
有什么缺点时，他立即胸有成竹地回答：“好色！”

面对这些与生俱来就偏爱有情节的文学读物的孩子们，家
长和老师在欣喜之余还应当做些什么？我们是否认识到，应当在
鼓励他们继续读文艺书籍的同时，给他们灌输些科技意识？因为
他们毕竟是生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实
生活中，而不是生活在古老的童话世界
里。跨世纪的人才需要有科学的头脑、扎
扎实实的科技知识和实践能力。而这些
却不能自发地从孩子们脑子里产生。因
此，从小就应培养他们的科技意识。

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不少家长注
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给小学生买世
界童话连环画册的同时，也给他们买
《十万个为什么》，一些家长自己也去做科普读物的热心读者。

确实，要回答月亮是怎么形成的可比讲狼外婆的故事困难得
多。不充实自己，是无法向孩子们灌输科技意识的。

当前，学校和社会在培养孩子们的科技意识方面已经做
了大量的工作。

不少小学一年级就开设科技课，向孩子们普及科技知识。

各个出版社出版的科普读物与日俱增，很多读物插图精美，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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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新颖，对孩子们极富吸引力。

条件好的小学，从低年级起就上计算机课。当孩子们动

用“自然码”只敲４下键盘就将笔画复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瞬间显示在屏幕上时，他们怎能不欢呼雀跃呢？他们怎不想
再进一步探索这个神奇的家伙的秘密呢？手脑并用的计算机

操作，给培养儿童的科技意识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除了学习计算机操作之外，很多中小学还组织了各种科

技小组，以培养孩子们的科技兴趣和实践能力。北京市的一
所学校还别出心裁地给学生留下诸如修理闹钟、拆洗自行车、

修理家用电器等家庭作业，并要求他们将操作的过程全部记

录下来，以使他们学到的机械学、电学等知识在实践中得到巩
固。这无疑对少年儿童科技意识的形成大有裨益。

一些城市的博物馆也纷纷向孩子们敞开大门。有的城市

规定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所有博物馆都向中小学生免费开

放。有的则采用出售套票的办法，让中小学生的家长陪同他
们的子女只用几十元人民币就能在一年之内参观市内所有的

博物馆。这对拓宽少年儿童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科技知识，培

养他们的科技意识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更值得高兴的是，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农民的广州兴

建起全国第一个以“航天奇观”命名的“科普公园”，将“长征三

号乙”这一目前国内运载能力最大、性能最优的运载火箭模型

置放园中，让参观者能亲自领略火箭发射的全过程，体验遨游
太空的浪漫景观。可以想见，好奇心极强的孩子们肯定是科

普公园最积极而热心的游客，他们将从那里学到书本上学不

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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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培养少年儿童的科技意识，近年来已得到家长、学

校、社会的普遍关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要进一步培养少年儿童的科技意

识，全社会还要花很大的力气。例如由于财力不足，很多农村

中小学不但没有计算机，甚至没有上自然课、物理课、生物课、

化学课的实验设备和标本；博物馆的分布也不尽合理，北京

１００座博物馆，涉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只有１０座，有的因年久

失修，不能正常地演示应当展出的内容；不少家长科技知识贫

乏，甚至是科盲，不能对少年儿童进行科技意识的启蒙与引

导。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多为培养少年儿童的科技意识

办些实事，应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因为这是培养跨世纪

人才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

人越来越聪明了

在当今世界的已开发国家中，学童的智商已普遍比过去

高出许多。据有关专家研究，英国学童的平均智商指数比

１９４２年提高２７；美国学童的智商指数比１９１８年提高２４，其

他如西欧、加拿大、日本、以色列、巴西、中国、澳洲和新西兰学

童智商指数提高的幅度也大致与此相似。也就是说，如今的

一个普通学童可能与过去的天才儿童不差上下。发现这种现

象的新西兰学者弗林说，他们掌握了２０个国家的资料，所有

这些国家学童的总体智商都有提高，无一例外。目前，各国的

科学界人士也普遍接受了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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