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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课程
改革时代。
《纲要》从课程目标、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着眼点和最终归宿——“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
每位学生的发展”。
这一基本的价值取向预示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价值转型。
新课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决心彻底扭转传统应试教育的弊端，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和完整的人
格为己任，努力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明示了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
　　1.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
人类个体的存在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
个体存在的完整性不是多种学科知识杂烩的结果，亦不是条分缕析的理性思维的还原。
第一，“整体的人”的发展意味着智力与人格的协调发展。
新课程努力改革既有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把统整学生的知识学习与精神建构作为具体改革
目标之一，力图通过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的形式代替一直沿用的教学大纲，把“过程与方法”作为与“
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承认学习过程的价值，注重在过程中把
知识融入个体的整体经验，转化为“精神的力量”和“生活的智慧”。
第二，“整体的人”的发展意味着个体、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课程从整体主义的观点出发，贯彻自然、社会与自我有机统一的原则，致力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
和自主性的和谐健康发展，以培养人格统整的人。
例如，新课程的一个亮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其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就是围绕学生与自然的关系、
学生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学生与自我的关系三条线索进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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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最新的科学教育理论为基础，以建构主义为主线，运用主动参与式的学习模式，论述了科学的
本质、科学素养的涵义及儿童是如何学习科学的等问题；同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本书最大的一个
特点。
书中运用大量的课堂实例来阐述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儿童的科学过程技能、小学科学教育课堂教学理论
、课堂教学方法、课外活动的组织、教学评估、教学环境的设计以及教师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地位、
小学科学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以及计算机等多媒体技术手段在小学科学教育中的运用等问题。
    本书编写的目标是：增进在职教师和未来小学科学教师对科学、科学素养及科学探究的本质的理解
；提高在职教师和未来小学科学教师指导或进行科学探究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引导在
职教师和未来小学科学教师在理解儿童的学习过程和特点的最新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有效地指导
、协助、评估儿童学习科学的方法与技巧。
    本书可作为新课程科学教师的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师范本专科生相关专业的教材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目。
　　作者简介：　　陈华彬 博士，长期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
1994年获美国印第安 那布卢明顿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 科学教育博士学位。
美国圣马丁学院 (Saint Martin's College) 教育系副教授及计算机和技术教育部主任。
教授“小学科学教育教材教法”及“计算机及现代科学技术在教室中应用”达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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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华彬，博士，198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毕业后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现改为
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
1987年赴美，1994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布卢明顿大学科学教育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美国圣马丁学院工作至今。
现任教育系教授及计算机和技术教育部主任。
教授“小学科学教育教材教法”和“计算机及现代科学技术在教学中应用”达9年。
　　梁玲博士，1998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布卢明顿大学科学教育博士学位。
曾任威顿那大学科学教育中心主任。
现为美国拉萨尔大学助教授，同时也是美国科学教育研究会国际委员会委员。
1996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小学教师教育及研究。
教学内容包括科学探究入门、物质科学、数学及科学、中小学科学教育教材教法、认知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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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通过观察了解我们周围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世界，这种借助于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对周围环
境有意识的感知我们称之为“观察”。
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观察者必须依赖于自身的某一种感官，譬如我们说这花是红的（视觉），
这水是冷的（触觉），这瓜是甜的（味觉）⋯⋯等。
一般讲观察借助于的感觉器官有5种——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嗅觉，当然严格讲，人的感官可
能不止这5种，譬如人的平衡感、肌肉抽拉感、方向感⋯⋯，但视、听、味、嗅、触，尤其对小学阶
段的儿童毫无疑问是最基本的。
观察不仅是推断与预测的依据，更是整个科学过程技能发展的基础。
儿童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远早于开口说话，但对如何全面、有目的、仔细地来感知世界仍需大量细微而
持久的培养。
观察另一重要特征便是它的严格的“客观性”。
任何观察结果都应直接来源于人的感官，不能渗入任何个人主观的判断。
例如在“蜡烛的观察”的课堂实验中，学生很容易会说“这蜡烛已经用过了”或说“这蜡烛是蜡制的
”。
实际上这两个表述都是推断而不是观察，因为“这蜡烛已经用过了”这个表述是基于“灯芯是黑的”
这个观察结果的推断，而“这蜡烛是蜡制的”是基于生活经验。
人不能单凭眼睛或单凭触觉等来感知物质的组成。
物质的组成只能是在大量观察结果上的一种推断。
正确区分观察与推断之间的区别需要长期反复的练习。
　　观察又可分为定量观察与定性观察，当我们借助测量工具并用数字表述观察结果时称之为定量观
察。
例如这笔是15厘米，这棵树苗有三片树叶等。
当我们仅是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描述时，称之为定性观察。
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观察是定性观察。
我们在发展他们定性观察基础上要同时努力发展他们的定量分析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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