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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将在瞬息万变之中把我们带进21世纪。
在20世纪的最近几十年里，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的信息化、技术的数字化、经济的一体
化、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均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向，也体现了21世纪社会的发展趋
势，而其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同样呈现多姿多彩的可喜局面。
综观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教育科学的发展，其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教育科学以
开放的姿态在汲取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原有的单一性的学科体系发展成为群星
璀璨的教育学科群，如班级管理学、信息素养论、教师教育学、考试学、课程学、教学科学、教育管
理学⋯⋯其二，在立足于教育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教育科学的发展不仅在内涵上得到了丰富和深化
，而且体现了教育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其三，教育科学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教学科
学和课程科学研究成果成为其新的生长点和发展的重心。
在这种背景下，如预言学家所言：21世纪必将是一个“知识化时代”和“学习化时代”。
而教育工作的重心，不再是教给学习者固定的知识，而是转向塑造学习者新型的自由人格。
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使学习者学会如何学习，学会如何劳作，学会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以及学会
如何生存。
因此，教育者知识与观念的自我更新便显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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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TS教育论》是当代教师进修丛书中的《STS教育论》分册，全书共分四章，其内容包括STS教
育的背景研究、STS教育的理论研究、STS教育的实践研究和STS课程的构建。
就STS教育理论作了阐述。
　　《STS教育论》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理论性、针对性及实用性，对于迅速
提高教师的业务技能水平，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本丛书所涉内容贴近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充分反映国际教育界最新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小学
教师提供了系统的教育观念、教育管理的基础知识、教学设计的策略以及教学、课程的科学性知识。
　　本丛书具有以下学术特点：　　其一，观点新颖。
　　其二，视角独特。
　　其三，自成系统。
　　其四，忧患意识与比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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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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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的矛盾与冲突1.1.3 科学教育改革的琐碎化、技巧化1.2 关于STS教育的界定和争论1.2.1 关
于STS教育的定义1.2.2 有关STS教育的争论和问题1.2.3 作为文化战略的STSF教育1.3 STS教育的发展1.3.1
STS教育与科学教育目标1.3.2 STS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1.3.3 STS教育的课程发展第二章 STS教育的理论
研究2.1 STS教育与科技素养2.1.1 科技素养的定义2.1.2 科技素养与学科知识2.1.3 科技素养与经济发
展2.1.4 科技素养与科技文化2.1.5 科技素养的社会意义2.2 STS教育与综合理解2.2.1 意识形态、概念图式
与客观性2.2.2 强调综合理解的STS教育2.2.3 STS教育的“合法化”问题2.3 STS教育与多元化2.3.1 多元化
与STS教育2.3.2 伦理多元化与STS教育2.3.3 实施多元化教育的策略第三章 STS教育的实践研究3.1 STS教
育的实践景观3.1.1 重新思考科学知识的构建3.1.2 由知识向伦理的转化3.1.3 对问题意识与创新的再认
识3.1.4 STS教育中的技术3.2 开放、丰富的STS课程3.2.1 丰富多样STS课程3.2.2 开放性STS课程3.2.3 背景
化的STS隐性课程3.3 生态化的STS教育体系3.3.1 STS教育与科学教育政策3.3.2 STS教育中教师的责
任3.3.3 STS教育与学习的评价第四章 STS课程的构建4.1 构建STS课程的基本课程4.1.1 关于科学教育改革
的想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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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近年来，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科学范式的变化对文化转变的影响也是空
前的。
尤其是人们对生态和环境的日益关心，科学和技术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的根本性变化已经成为社会
和文化范式转变的核心。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和科学发现已经清楚地向人们展示，科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已经发生，
并开始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和观念。
或者说，在科学领域中，传统的机械实在观已经转向了生态的整体观。
而这种生态的整体观正是现代社会所期望的目的和行为。
几个世纪以来，牛顿和笛卡儿等人创立的机械论世界观一直统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
人们根据牛顿和笛卡儿的观点描绘了一幅机械的世界图景。
在这幅图景中，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像一部机器中的部件，严格地按照力学定律运转，而且它们
之间各个部分的排列和顺序都可以用逻辑和因果关系来解释。
这幅完美的世界机器图景意味着存在一个外部的造物主，一个高高在上的强施其神圣法则来统治世界
的神明。
虽然科学现象本身已经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这样的神明，但是它却为西方的主流文化留下了精神真
空，造成了精神与物质的分离。
这一分离的结果是，世界被认为是可以客观描述的一个机械系统，它与作为观察者的人类之间的关系
被忽视了。
对自然世界的客观描述成为所有科学的理想。
正如普里高津所描绘的：“经典科学的惊人成果就是新理性的诞生，它给了我们一个通向自然界智能
的线索。
科学开始了与自然界成功的对话，但这个对话的结果却是非常奇怪的。
它为人们揭露了一个僵化的、被动的自然，其行为就像一个自动机，一旦给它编好程序，它就按照其
程序的规定不停地进行下去。
”（转引自颜泽贤，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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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科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尤其是在整个社会更趋于技术化的今天，科学教育的发展已与国家的科技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世界性的科学教育改革潮流，我们对科学教育的研究和探索也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学教育工作者从未间断过他们的研究和探索，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进步。
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我们的研究仍然落后于世界科学教育发展的水平，还局限在对科学的学科结构和
内容的讨论上。
事实上，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社会意识形态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果科学教育界仍然忽视这些发展和变化，我国的科学教育不但无法赶上世界科学教育发展的潮流，而
且可能被它抛得更远。
因此，笔者试图以现代科学教育发展的新思潮——STS教育运动为出发点，探索一种思考科学教育的
新思路。
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教育界兴起的科学教育改革运动，它与6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科学课程改革运动一样，也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又一次大调整。
它全面而充分地表达了新的历史时期西方文化和社会变革对科学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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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TS教育论》是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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