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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但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产生。
当然，影响我国科学发展进程的因素很多、很复杂，但也与长期受农业社会生产力制约，人们不重视
科学技术有关。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科学技术是雕虫小技，因而从事科学技术类工作的“工匠”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倡导“科学与民主”的先进思想，但近期的调查资料表明
，中国人的科学素养至今还远远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
所有这些现象无不说明了一点，科学文化在我国的传播还任重道远。
而教育是文化的重要传播工具和新文化的创造工具，尤其是基础科学教育，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传播
和弘扬科学文化的重任。
　　与国际相比，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的基础科学教育水平大致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9世纪末到20世
纪初的水平。
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都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浪潮，
而我们那时正在进行“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在给予封建的传统文化成分以极大的摧毁的同时，
也断送了先进文化产生的机会。
当时对高等科技教育的态度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基础科学教育则处于瘫痪状态。
70年代末、80年代初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当时主要的精力不得不放在解决温饱问题的经济
建设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发展高等理科教育上，主要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科技精英人才
。
8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全面的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教育目标从单纯以科学知识和科
学方法为中心向科学态度和价值观的领域拓展；从面向精英向面向全体学生的范围拓展。
其中显著的标志可以说是美国1985年启动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2061”科学教育计划，以及英国
几乎在同时颁布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统一的科学教育大纲。
这些文献提出了一个共同的21世纪科学教育目标的新理念：融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
价值观为一体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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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第2版）》以国际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为视野，以我国科学
教育发展的现实为根据，以“自然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及师资条件为基础，在全面论述科学课程与
教学诸多经典主题的同时，充分注意我国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力争做到国际发
展与国内需求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学术性与可操作性统一；内容全面，富有挑战，鼓励读者
进行参与式阅读；版面新颖，采用专题栏目的形式，既突出了教材的主题和思想，又方便了读者。
第二版在吸收国内外儿童科学学习与评价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补充了大量鲜活的案例。
《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第2版）》可作高等院校小学科学教学与研究的课程教材，也可供小学科学
新课程教师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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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面对我国的本土化目标做进一步说明。
　　1.认知方面的目标　　（1）知道什么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理解基本的科学知识、科学概念和理论，知晓普通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原理，注意正确运用、准确表达
科学术语，分清科学哲学流派及其对科学教育的意义。
相信任何问题都有科学的解决办法或通向科学办法的途径；分清迷信与科学之间的差异；分清经验与
科学方法之间的差异；能够运用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对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进行判断和抉择。
　　（2）学会科学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说话、办事能够以事实为根据，尽量避免个人偏见与感情用事，防止个人意愿干扰客观观察。
在讨论问题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能够做到前后概念一致。
当说不清楚的时候，不使用诡辩术。
回答不出学生提出的问题时，承认不懂。
不要将矛盾留给学生，自己要主动承担责任。
　　（3）处理好规则意识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通过科学概念、方法的学习和运用，增强规则意识。
规则是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科学管理的基础。
与科学工具主义泛滥的美国社会迫切需要人本主义加以平衡不同，我国目前更缺少的是规则意识和法
制观念。
　　当然，这里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忽视以人为本的传统教学法。
我们有些教师的教学态度常常不是与学生共享学习成果、分担学习责任，而似乎是想方设法把学生难
倒。
另一种情况是过分强调以人为本，忽视科学的规则意识，如对学生的错误不加以纠正，任其自主发展
，认为“科学探究就是孩子们心中的童话世界”。
其实，以理服人的批评并不会伤害孩子们的自尊心，反而会帮助孩子们学会遵守规则。
不过，对孩子们进行批评时要注意师生平等，要通过师生共同商讨的方式达到纠正错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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