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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世纪60年代我国近代科学教育诞生以来，一直到20世纪末，主导我国科学课程开发历程的课
程范式主要是传统分科科学课程开发范式。
众所周知，这种课程开发范式的历史源头就是在西方文艺复兴后期诞生的近代科学课程开发范式，后
来伴随两次鸦片战争和西学东渐而传人我国。
面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及其对新生代人格素养提出的新要求，分科科学课
程开发范式无论在课程属性上抑或在课程开发策略上所存在的缺陷与弊端一一对“社会统整”、“知
识统整”、“人格统整”的严重阻碍，日益暴露出来并为人们所认识。
因此，为了克服这种课程开发范式的缺陷与弊端，世界课程改革运动不得不重新思考学校课程的本质
属性问题，并据此重新抉择学校课程开发策略。
在课程属性方面，学校课程的“统整属性”，即“社会统整”属性、“知识统整”属性与“人格统整
”属性及其对课程开发的新要求逐渐得到确认。
在课程开发策略方面，针对分科科学课程开发范式囿于近代科学逻辑属性的课程组织方式及其所造就
的界限森严、门类林立的课程形态，人们开始探索“课程统整”组织方式与“综合课程”形态。
伴随这种探讨，“综合科学课程开发范式”逐渐形成了，并成为指导现代科学课程开发与变革的重要
范式。
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三次国际性科学课程改革运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部分省市进行
的综合科学课程开发实验，以及我国新世纪拉开序幕的国家义务教育综合科学课程开发项目，皆是在
这种新的科学课程开发范式指导下展开的。
然而，笔者通过近年来的科学课堂观察与访谈调查发现，当前科学课堂教学中出现的许多基本问题，
在根源上无不是囿于传统分科科学课程属性而背离综合科学课程统整属性的结果。
而且，我国新世纪国家义务教育综合科学课程无论是在综合科学课程“统整属性”的理解上，还是在
科学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及课程实施与评价等要素的处理与安排策略上，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
另外，我国综合科学课程开发理论研究工作起步较晚，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综合科学课程开发范式理
论。
因此，我国综合科学课程开发研究与实践现实决定了系统探讨综合科学课程开发范式的必要性与紧迫
性，包括：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揭示传统分科科学课程开发范式的特点、缺陷与弊端，从理论上厘清综
合科学课程的“统整属性”特质及其开发策略特点，并对国际综合科学课程开发的实践范式与先进经
验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寻我国新世纪综合科学课程开发范式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具体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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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科学教育研究领域系统探讨“综合科学课程开发范式”的著作。
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系统检视了分科科学课程开发范式的特点、缺陷与弊端；第二，
从理论上厘清了综合科学课程的三种“统整属性”，即“社会统整属性”、“知识统整属性”、“人
格统整属性”，并且系统探讨了综合科学课程开发的策略特点；第三，对中国、美国、加拿大三个国
家的综合科学课程开发的实践范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探寻了我国新世纪综合科学课程开发范式进
一步完善与发展的若干方略。
    本书研究成果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综合科学课程开发理论，为综合科学课程与教材的开发修订工
作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广大科学教师从事科学教学设计、选择科学教学策略提供了更
为清晰、宽阔的视野。
    本书既可作为科学教育研究工作者的专业文献，也可作为师范院校科学教育专业的教材，以及一线
科学教师培训的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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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西方近代科学课程的教养性目标是分门别类和支离破碎的，而且“控制一征服一功利”价
值主导下的教育性目标是异化的，根本无法实现对课程目标的整体架构。
这种课程目标结构状况从整体上决定了近代科学课程内容组织的分门别类和支离破碎：学科之间的森
严界限是必然存在的，而学科之间的统整却是不可能的。
　　第二，西方近代科学课程知识属性要求依照近代科学逻辑组织科学课程内容，即按照近代科学还
原主义方法论在各个科学领域所揭示的科学结构逻辑，把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内容组织成分门别
类的学科呈现给学生，根本没有把这些反映统一世界不同侧面的科学知识作为统一整体加以把握和组
织。
因为近代科学具有这样的天然秉性：不同研究领域皆致力于寻找各自领域的秩序，而且相信在各自的
领域中都存在着一种合理性，却毫不理会自然界的整体性、统一性对一种前后一贯的合理性的要求。
在这种逻辑支配之下，科学课程组织的必然结果就是生产出大量门类林立、界限森严的分科主义科学
课程，然而却割裂了科学知识之间的联系，阻碍了科学知识之间的统整。
　　第三，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在人格属性上极端地以分门别类、界限森严的科学逻辑替代学生认知与
发展逻辑，在课程内容组织上根本没有考虑学生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把门类众多的科学知识统整地组
织起来并加以应用，结果无法使它们在学生人格经验系统中整合成为整体的、统一的人格构成，反而
阻碍了学生人格经验的统整。
因为多而杂、相互割裂的学科内容不可能在学生的人格经验中得到统整，结果反而导致了学生人格的
分裂与损伤。
这样，近代科学课程在课程内容组织上强调了彼此独立的多门科学的知识素养，却牺牲了人格的统一
。
这种学科主义的分割性、非统整性的课程组织方式阻碍了人格的和谐发展，最终违背了个性解放与自
我实现的本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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