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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一、研究的缘起

当今世界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
教育改革中，课程改革被公认为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而科学课程
改革则在课程改革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课程改革中
最绚丽的一抹色彩。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科学课程改革的成效关系
到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科学课程都被提到极高的地位，即使在英
美这些素有分权传统的国家，也开始把科学课程提到了国家的层面
上来进行规范和管理，这在他们本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科学课程改革的力度也空前加大了，不仅在
一些省区开设了综合科学课程，还于世纪之交出台了 3 ～ 9 年级的
《科学》课程标准，并且编写出了多套科学教材。由此开启了我国
在小学和初中以综合为主设置科学课程，在高中则综合和分科并行
设置科学课程的历史。

科学课程是每个学生都要接触和学习的一类重要课程，民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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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流行一种说法: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见，在普通

百姓的心目中科学课程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文革”后，我国最先恢

复的是理工科学校，足见在决策者心目中科学课程的地位也是高于人

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类课程的。时至今日，理工科大学 ( 或者是理工

类专业) 的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人文类院校 ( 或者是人文类专业) ;

在目前高中文理分科的形势下，选择学理的学生更是远远超过学文的

学生。至于每一年的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奥林匹克

竞赛，我们的学生所斩获的金牌数量都非常的可观，团体总分也常常

是名列前茅。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一方

面让人感觉到我们的孩子是聪明的，另一方面感觉到我们的科学教育

是非常成功的，培养出的孩子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

然而与这种感觉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国际上普遍流行的衡量

科学教育水平的指标———科学素养的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却

不尽如人意。调查的数据显示出我国的科学教育水平极其落后。我

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数据获得具体的感知: 2010 年 11 月 25 日，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 ( CAST) 公布的第八次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

显示: 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 3. 27%，

比 2005 年的 1. 60%提高了 1. 67 个百分点，比 2007 年的 2. 25%提

高了 1. 02 个百分点。但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仅仅相当于日

本 ( 1991 年 3% ) 、加拿大 ( 1989 年 4% ) 和欧盟 ( 1992 年 5% )

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水平。具有

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偏低，这说明我国科学教育的整体水平令人忧

虑，落后于其他国家几十年。

此外，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本土人士没有获得过自然

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而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言，通常在建国 30

年左右便会产生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苏联在建国 39 年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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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捷克斯洛伐克则是 41 年; 巴基斯坦为 29 年;

印度是 30 年。对于华人而言，迄今有 8 位华人获得过自然科学类

的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生活在海外，而且基本上都

没有受过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培养。唯一例外的就是 1998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崔琦，曾经接受过非常短暂的新中国基础教育。

除此而外，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是西南联

大时期的毕业生; 199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2008 年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2009 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高琨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 1976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丁肇中、1986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李远哲都是在台

湾接受的高中和大学教育。诺贝尔奖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

我国的科学教育没有培养出顶尖级、创新型的人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 我国的科学课程、科

学教育为什么会面临这样冰火两重天的境遇呢? 通过分析国际上调

查科学素养的项目，我们能够从中受到启发: 目前科学素养调查着

重考察的是公民对科学、科学的过程与方法、科学的本质的理解，

以及能否从个人和社会的视角理解与科学有关的问题，而这些正是

我国科学教育的薄弱环节。我国的科学教育在知识层面的教学上可

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这种知识也仅仅是限于学科逻辑结构链

条上的知识，属于 “是什么”层面上的知识，至于 “为什么”和
“怎么样”层面上的知识，却一直为我们所忽视，更遑论从个人和

社会的视角来理解科学!

长期以来，我国科学教育关注的重心在 “科学知识”的学习，

而非“人”和 “人的发展”。正因为把关注的重心放在知识层面，

将学生仅仅视为盛装知识的容器，才会无视学生的需要和兴趣爱

好。为了取得好的奥赛成绩而把大学的内容下放给中学生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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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内容下放给小学生去学习，小学的内容则提前到幼儿园，使
无数的学生沦落到陪考、陪练的境地，而渐渐丧失了学习的乐趣和
热情。这种以不顾甚至损害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为代价的层层下放，

暂时可能取得了好的成绩 ( 比如无数的奥赛金牌) ，然而一时的领
先换来的却是今后长期发展的动力不足、后劲全无。无数的奥赛金
牌获得者后来发展的平庸化乃至畸形化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诺
贝尔奖的缺失也更是极具说服力的佐证。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科学教育到底怎么了? 我
们应该如何扭转这种现状? 在科学课程中，以知识教学为唯一导
向、忽视人和人的因素的教育价值观念，无疑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
在。因为科学的强势地位，导致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顶礼膜拜，使科
学知识在科学课程中处于无上崇高的地位，极容易造成对人的异化
和压榨，科学知识的膨胀挤压了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呵护。人们在
追求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往往迷失了自己，忘却了自己的初衷和目
的。培养“人”才是我们的目的，“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
条件”①，如果本末倒置，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本书提
出“科学课程需要人文关怀”， “构建基于人文关怀的科学课程”

以实现科学与人文相融通的这一论题的缘由。

二、研究的意义

如上所述，我国以往的科学教育、科学课程没有把人文关怀提
到应有的高度，只重视科学知识，而不注重科学素养，以知识教学
为唯一导向，而忽视人和人的因素。因此，本书主张从人文关怀方
面来关注科学课程，提出基于人文关怀构建科学课程的设想，试图

① ( 德) 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 什么是教育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91，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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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课程改革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 一) 理论意义
1． 促进两种文化的融通和互补

诚如卡西尔所说，“科学是人类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

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①。而科学的发展对人

文形成冲击，关于两种文化 (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 的讨论一直为

人们所关注，这同时也人为地造成了两种文化的疏离和隔阂。加

之，由于实证主义的强大影响，科学一直被视为绝对正确的、价值

中立的客观真理，这种看法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本书试图打

破这一界限，将科学本身看成是一种文化，将科学置于人类文化发

展的广阔背景下，着眼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通互补、科学精

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得出科学课程需要人文关怀的导引这一体现

时代精神的论点。

2． 拓展科学课程研究的视域

科学教育和科学课程研究受科学哲学发展的影响非常大。自二

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出现了明显的 “文化的转向”，

这为科学教育和科学课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引起科学教育和

科学课程理论发生深刻变革，推动新的科学教育和科学课程理论的

形成和发展。本书吸收、借鉴科学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对科

学课程进行研究，从科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理解科学课程，从而更

能关注到科学课程背后隐藏的人性和人的情感，进一步拓展了科学

课程研究的视域。

3． 丰富科学课程的价值追求

过去，我们的科学教育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受客观主义知识观

① ( 德) 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 人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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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科学教育、科学课程局限于单一的认知领域，课程目标着

眼于单纯的知识积累，不注重科学精神、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的培

养和科学素养的提高。本书提出基于人文关怀构建科学课程，丰富

了科学课程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加强人们对科学课程的人文化理

解，使我们站在人类不懈追求的真善美的角度来理解科学课程。

( 二) 实践意义
1． 对西方国家科学课程的发展进行回顾和评析，为我国当前

的科学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科学课程始于西方，自 19 世纪至今，西方科学课程的发展经

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内容和体

系。今天世界各国正掀起一股教育改革的浪潮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故此，西方国家的科学课程理论和设置出现了新的趋势。本书

对西方国家的科学课程进行回顾和评析，总结西方科学课程发展的

历史经验，这对我国当前的科学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

意义。

2． 对科学课程改革进行总结与反思，促进我国科学课程改革

向纵深发展。

虽然当下科学课程改革的实践正在火热进行，但是科学课程改

革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在大力推进科学课程改革的同时，

也应多加强对课程改革实践的总结与反思，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

题和新状况。否则，盲目的实践不但带不来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研究是在对科学课程改革进行总结与反思的

前提下进行的，它有利于促进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

3． 构建基于人文关怀的科学课程，为科学课程改革实践提供

一定的参考。

本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构建基于人文关怀的科学课程，这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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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现象和课程事件之意义的重新解读，其着眼点不仅要构建科

学课程教学的具体策略，而且要对种种课程事件发生发展的意义赋

予新的理解，最终使这种意义得以具体实现。本书还在策略层面的

研究基础上，给出一些典型的案例，这些实践策略与案例将为科学

课程改革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综述

一、概述

在课程体系中，科学课程是一类占有相当分量和比重的课程，

尤其在科学飞速发展并日益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今天，科学

课程更是受到了人们格外的青睐。如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台了
《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对全

国的科学课程及其教学进行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对于一个具有教育

分权制传统的国家，能够做出这样的举措可见其对科学课程的重视

程度之高。同样，英国在 1988 年规定开设的《国家课程》 ( Nation-

al Curriculum) 体系中，也把科学课程提到非常高的地位，将其列

为三个核心科目之一。

我国的科学课程自近代从西方引进以来，其发展的过程是比较

曲折的。从课程设置上来看，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分科形式开设科学

课程，这种情况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有所变化，体现在: 以

浙江、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和以东北师大附中为代表的一些学校

尝试开设综合科学课程的改革和实验。2001 年教育部规定全国的

中小学在 3 ～ 9 年级开设 《科学》课程，同时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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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确定为科学课程 ( 无论是综合还是分科) 的总体目标，这标志着

我国综合科学课程的开设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阶段。这一系列

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开启了我国科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全新篇章。

我国对科学课程的研究，与科学课程改革的实践是相辅相成

的。对科学课程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后期对科

学课程的研究开始升温，至 21 世纪迎来了科学课程研究的一个高

潮。这可以从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对“科学课程”的检索情况

得到证实。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以“科学课程”为篇名，检索

到文章数目如下: 1911—1979 年: 0 篇; 1980—1989 年: 16 篇;

1990—1994 年: 12 篇; 1995—1999 年: 45 篇; 2000—2010 年:

569 篇。若以 “理科课程”为篇名，检索到的文章数目则为:

1911—1979 年: 1 篇; 1980—1989 年: 9 篇; 1990—1994 年: 9

篇; 1995—1999 年: 38 篇; 2000—2010 年: 78 篇。在整个 20 世

纪 80 年代的 16 篇文章中，多为对国外科学课程及其改革的介绍，

尤以对日本的科学课程介绍为多; 90 年代也仍以对国外科学课程

的介绍为主，但除了日本之外，对英国和美国的科学课程介绍渐

多，此外，在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了对综合科学课程的探讨; 21 世

纪以来对科学课程介绍的主题和内容则渐趋多样化。

从目前已有的对科学课程的研究来看，现有的成果中经验性的

总结占绝大部分，多数论文是从教学策略、方法等方面讨论科学课

程的教和学。比较成体系的研究则见之于著作和硕士、博士学位论

文中，它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科学课程的综合

性研究，此类研究涉及面较广，成果以教材居多; 其二，关于综合

科学课程的研究，这是一个热点，它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方兴未艾

的综合科学课程改革实践的需要; 其三，对中外科学课程标准、科

学教科书的比较研究，这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其四，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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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设计的研究，此种层次的研究贴近中小学的教学实践，适

应了中小学教师的需要; 其五，从社会学、文化学、科学哲学或者

科学文化哲学等多视角对科学课程展开研究，这是近些年来的科学

课程研究中一个颇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它刚刚兴起不久，代表了

科学课程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科学课程改革朝

纵深发展。

二、我国近年来关于科学课程的多层次研究

( 一) 关于科学课程的综合性研究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 蔡铁权的《科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年) ; 周青的 《科学课程教学论》

( 科学出版社，2007 年) ; 胡卫平的《科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 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 彭蜀晋、林长春主编的 《科学课程与教

学论》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 袁运开的 《科学课程与教学

论》 (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年) ; 余自强的 《科学课程论》 ( 教

育科学出版社，2002 年) ; 彭蜀晋的 《科学课程论析》 ( 四川教育

出版社，2002 年) ; 张红霞的《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 ( 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4 年) 等。

其中，余自强的《科学课程论》是国内较早的一本对科学课程

进行理论探讨的论著。书中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

回顾了我国科学课程开设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了国内在浙江、上海等

地区以及东北师大附中等中学开设综合科学课程改革试验的基本情

况，并从教育哲学和课程要素的角度对综合科学课程进行了分析，阐

述了综合科学课程的教育哲学基础、综合科学课程的价值等问题。该

书发凡起例，对于科学课程论理论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

袁、蔡两位先生的书结构体系基本相同，均从论述科学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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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入手，即从科学本质和教育本质的角度论述了科学本质和

科学观的变化以及科学与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科学教育、STS

教育与科学素养的培养。书中用了较大篇幅介绍了国外以及我国科

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并对中外的科学课程标准以及科学教材

进行了评析; 进而论及中学科学教学中的合作和探究学习、科学教

学的过程、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评价、科学教学中的能力培养和实验

教学、科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等问题，条分缕晰，颇便读者。

至于彭蜀晋、林长春的 《科学课程与教学论》，这是一本面向

高等院校科学教育专业学生的教材，旨在为师范生将来从事初中科

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其内容

包括: 科学教育的理念和目的，科学课程设置的类型，科学课程标

准和教材，科学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科学探究教学，科学实验教

学，以及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地球空间科学、STS 问题、综合实

践活动等领域的教学，还有科学教学评价和教学资源的利用与开

发，科学教育研究方法以及科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等。该书注重基础

性、实践性和启发性，是科学课程与教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 二) 关于综合科学课程的研究

自 21 世纪初综合科学课程正式进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以

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很

多，其中几篇博士论文的探讨尤为深入。

有对综合科学课程进行个案研究的，如王秀红的博士论文 《我

国初中综合科学课程改革与发展的个案研究》 (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年) 。作者通过实地观察、访谈以及文献分析的方式对东北师

大附中和浙江省初中综合科学课程改革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了

这两个地区综合科学课程的产生、研制过程、特征、实施情况及其

效果。在此基础上，进而总结出我国综合科学课程改革的动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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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影响因素等，并对今后综合科学课程的发展提出建议。郝

琦蕾的博士论文 《初中综合科学课程的实施》 (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年) ，分别就两个地区开设的两种模式的初中综合科学课程实

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并对其发展的前景

作了展望。张红洋的博士论文《高中综合科学课程研究》 ( 上海师

范大学，2009 年) ，则从实施现状、影响因素、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等方面对上海地区在高中阶段开设的综合科学课程进行了研究，并

从如何处理综合与分科的关系、课程评价和综合科学课程考试改

革、高中科学教师队伍建设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也有对综合科学课程设计进行研究的，如周勇的博士论文 《综

合理科课程设计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2003 年) 。文章着眼于我

国综合理科课程设计，从我国科学课程设计的历史、地区性 ( 上

海) 义务教育综合理科课程设计、新世纪义务教育综合理科课程设

计等三个方面进行展开; 进而对国际综合理科课程设计包括国际上

科学课程设计的理念、科学课程统整的原理和设计等问题加以考

察，并以美国综合理科课程设计、加拿大 STS 科学课程设计为例，

分析了两种综合理科课程设计的范例; 文章最后落脚于我国现实，

针对我国新世纪义务教育综合理科课程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从国际

综合理科课程设计的经验中寻求解决的途径和启示。

其他如潘苏东的博士论文《从分科走向综合———我国初中阶段

科学课程设置问题的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2004 年) 和郭玉英的

著作《从传统到现代———综合科学课程的发展》 (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2 年) 则是对综合科学课程的产生发展历史，影响综合

科学课程改革和发展的因素，以及如何开设综合科学课程的研究。

( 三) 关于科学课程标准、科学教材的研究

关于科学课程标准的研究，既有对国外课程标准的介绍，也有



012

基于人文关怀的科学课程构建研究

对中外科学课程标准的比较。张敏婕的硕士论文《美国基础教育科

学课程标准及其实施的影响因素研究》 ( 华南师范大学，2003 年) ，

就是对美国科学课程标准的结构、内容、特点以及在实施中的影响

因素进行探讨。而其他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则将美国、新西兰、英

国等国家的科学课程标准与我国对应学段的科学课程标准进行比

较，如陈超的硕士论文《上海与美国马萨诸塞州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比较研究》 ( 上海师范大学，2009 年) 、余懿的硕士论文 《中国与

新西兰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 ( 首都师范大学，2007 年) 、

熊艳的硕士论文《中英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比较研究》 ( 首都师范大

学，2006 年) 等皆属此类。这些论文分别从科学课程标准的几个

部分，即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内容标准、实施建议，对中

外的科学课程标准进行了比较，从中分析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

异，并给出了建议。李婉婷的硕士论文《综合科学课程标准的国际

比较研究》 ( 上海师范大学，2005 年) ，还对美国、英国、加拿大

等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的综合科学课程的标准进行了

比较，涉及它们的理念、目标和内容构成等多个方面。还有对综合

与分科科学课程标准进行比较研究的，如刘健智的博士论文 《综合

与分科科学课程的标准和实施结果的比较研究》 ( 西南大学，2007

年) 等。

对于科学教材的研究，有对科学教材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研

究，如李莉环的硕士论文《小学科学教材的结构解析研究》 ( 天津

师范大学，2010 年) ; 也有对教材进行比较研究的，如李园园的硕

士论文《初中科学教材知识结构体系的比较研究》 ( 华中师范大

学，2008 年) 、黄爱坚的硕士论文《初中科学教材比较》 ( 华中师

范大学，2006 年) 。此外，还有对国外科学教材中所涉及的某一学

科内容进行研究的，如陶亚奇的硕士论文 《美国初中科学教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