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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视野下的科学过程教育研究》提出科学过程教育的文化品性建构观，认为科学历史过程和科学
探究过程都是蕴含科学文化的强场域，科学过程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建构个体的科学文化品性，促进社
会科学文化建设。
作者通过对国内不同年代和不同学科的中学理科教材中科学历史过程和科学探究过程内容的分析，通
过对教材编者和中学理科教师的调研，考察了当前科学过程教育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中的现状，分
析了中学理科教学中科学过程教育的文化品性建构功能的实现程度，探讨了实现科学过程教育文化品
性建构功能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科学过程教育的层次与文化传递理论，并提出了凸显文化
品性建构的科学过程教育改革构想。

《文化视野下的科学过程教育研究》的作者是马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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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勇军
回族，1969年出生，博士学历。
现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青岛大学附属中学副校
长，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曾担任科学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在正式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主编教材2部，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4项。
曾荣获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宋庆龄青少年发明创造”全国优秀园丁奖和“全国素质教育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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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哪些是“不可简化为方法论规则的那些方面”？
什么是科学过程？
我们还是应该从科学过程的特征和所包含的要素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概念。
　　（一）科学过程的特征　　1.科学过程的历史性　　“过程”一般都指已经过去的历程，具有历
史性。
任何一个科学研究都是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下，由特定的社会需求
、研究机遇引发，由特定的研究者（或研究群体）完成的。
整个科学过程是一个自然自在的、进化的社会历史系统的亚集，是人的能动的科学活动、必要的科学
环境以及实在的科学认识对象的统一。
只有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把握科学过程的真正意义。
科学过程的这种客观历史实在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只能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它，尽可能用历史的视角
解读它，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地复制和重演它。
　　2.科学过程的复杂性　　科学知识是在认识主体（科学家）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
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本身是复杂的，而人的认识过程、社会环境更是复杂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形成
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仅存在着认知活动，还存在着情感渗透和价值参与，隐含着认识主体和社会环
境的特点。
科学研究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做一个开放的耗散巨系统，科学研究的过程很难归因于某一个简单因素，
诸多因素协同作用共同决定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科学发展中既有很多科学家对某些理论的发展和补充，也有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爱因斯坦实现物理学
超越的这些革命性事件；科学发展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历史必然，同
时也是某些伟大科学家的个人努力、机遇、灵感甚至“失误”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所以科学过程是连续性和间断性（革命）的统一，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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