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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传统上，我国学校的科学教育是分科的。
而且，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社会的科学教育各行其是，很少联络、协调。
时至今日，进行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观念教育，大量地、高效率地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科技人
才，已成为科学教育的重要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育的分科、分割局面日见其绌：单科情结“一叶障目”，不见整体，缺乏上位
思考，缺乏整体规划，容易迷失方向；过于重视学科知识传授，忽视学生全面发展，忽视不同学科之
间的相互联系，或者不必要地交叉、重叠，甚至把单一学科跟科学整体对立起来⋯⋯严重地影响着我
国的科学教育。
2003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要进一步完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相衔接的教育体系，完善继续教育和
培养制度，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2006年6月5日，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指出：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成长是一个综合培养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先要从教育这个源头抓起⋯⋯要
以系统的观点统筹小学、中学、大学直到就业等各个环节，形成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有效机制。
”要落实这一指示，改变科学教育的乱象，实在有必要着力改变科学教育整体研究薄弱的状况，加强
对整体观念指导下的科学教育的学习和研究，对过去和现在由分科、分割的科学教育培养的各类科学
教师进行“补课”、培训。
　　本着上述认识，我们写作了《科学教育学》，试图推动对科学教育整体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探
索如何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进行包括分科课程在内的科学教育和科学教育研究，改变我国科学教育分割
和分散的局面。
近几年来，我们对科学教育的整体性问题和其他若干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和思考，结合科学教育专业本
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作了一些探索，《科学教育学》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所做努力的部分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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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科学教育学》的第一卷，旨在帮助读者了解科学教育学的基本问题。
书中从科学教育的目的与内容、科学课程与教学、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科学教育资源、科学教育的
测量与评价、技术教育、环境教育与STS教育以及科学教师等方面对科学教育作总括性的基础性的介
绍。
本书观念先进，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本书可供正在从事或者准备从事跟科学教育有关工作的人士，以及对科学教育感兴趣的人士阅读和
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教学以及理科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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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科学教育的目的与内容　　新世纪科学教育的目的、内容跟科学技术素养有密切的关系。
不了解什么是科学技术素养、不了解为什么要重视科学技术素养，就不能合理地制定或理解科学教育
的目的和内容。
因此，科学技术素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然而，它不是简单而明确的。
弄清科学技术素养的内涵和结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研究。
本章首先讨论科学技术素养，然后再讨论我国科学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第一节科学技术素养　　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素养是指人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经过教育
与实践养成和发展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内在品质。
人们对科学技术素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深化的，这个发展、深化的过程反映了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展
和思想境界的不断提升。
　　科学技术素养是现代人的素质的重要成分之一，它包括科学素养和技术素养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一、素质与素养　　1.什么是素质　　从不同的角度看，素质有不同的含义。
　　从词义看，在汉字中，“素”有原初、基本的意思，“质”则是指品质，合起来，“素质”主要
是指人在某些方面原有的、内在的基础或基本品质。
　　从生理学角度看，素质是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包括感觉系统、运动系统和神经系统等方
面器官组织及整体结构的特点，它们是由遗传获得的，故又称遗传素质或先天素质。
对素质的这种界定是狭义的。
　　从心理学角度看，素质是指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
以及感知、记忆、思维、情感、个性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它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常称
为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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