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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economy,�the�social�demand�for�people’s�scienti�c�literacy�is�increasing.�However,�at�present,�the�prog�
ress�of�Chinese�citizens’�scienti�c�literacy�is�slow.�Education�is�the�main�factor�affecting�Chinese�citizens’�scienti�c�literacy,�especially�
science�education�shoulders�the�important�task�of�improving�citizens’�scienti�c�literacy�and�cultivating�innovative�talents.�Therefore,�in�
the�process�of�school�education�reform,�it�is�necessary�to�establish�the�goal�of�cultivating�students’�scienti�c�literacy.�Science�curriculum�
in�middle�school�is�very�important�for�the�cultivation�of�students’�science�literacy.�This�paper�analyzes�the�reform�of�science�education�
in�middle�school�from�the�perspective�of�science�literacy,�hoping�to�provide�some�reference�for�the�reform�of�science�education�in�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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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民众的科学素养要求不断提高。但是，目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进步缓慢。教育是影响中国公民
科学素养的主要因素，尤其是科学教育更是肩负着公民科学素养提升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因此，在学校教育改革过程中，
需要建立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目标。中学科学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科学素养至关重要，本文从科学素养的视角对中学科学教育
改革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为中学科学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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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如今科学技术和人才成为了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科学

技术的发展和有效运用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

境，在科技强国建设过程中，对科技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因此，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高度。公民

必须要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能够了解科学知识、了解科学

的研究过程和方法、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

响。所以，在科学教育改革过程中也要以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为宗旨，培养全新的高素质人才，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从

而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2�科学素养概述

“科学素养”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随后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但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直到上

世纪 80年代才开始真正进入基础教育阶段，����年中国教育

部颁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才体现出对学

生科学素养培养的要求。科学素养是公民文化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科学技术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公

众科学素养的高低是自身社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要想

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就必须要具备基本

的科学素养。除此之外，公众科学素养水平也已经成为衡量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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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只有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才能够提升

中国国际竞争力，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必须要肩

负起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重任 [�]。

3�科学教育概述

科学教育要面向大众，从学校教育教学角度来说，课程

需要让学生了解科学相关的基本知识、具备基本的能力，从

而为学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奠定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和教育改革的实施，科学教育目标经历了从“专家说”到“科

学素养说”的转变，符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科教兴国的战

略方针。科学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融合了多个学科的

相关知识，传统的分科课程中，各部分的知识是相互独立的，

不符合高中生的认知规律，科学课程能够建立各自自然学科

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引导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在知识教育的同时完成对学生能力

的培养 [�]。

4�科学教育对培养高中生科学素养的重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基础教育中开展科

学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教育能够结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态度和

科学精神，是提高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举措。对于高中

学生来说，实施科学教育能够将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完

整的建立在学生的脑海中，而且科学教育逐渐跨越了学科的

界限，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学生能够逐渐形成系统思考问

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掌握基本的生活和

工作技能，领悟自然和社会生活中蕴含的科学道理，并运用

科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目前，高中学生对基本科学概念和原理的掌握程度较高，

尤其是教材中的科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较好，但是缺乏对科

学知识的全面认识，理解也不够深刻。由于长期以来学校开

展科学教育的方式都是以理论知识为主，学生在掌握应用性

知识方面较为欠缺，除此之外，中国开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

侧重于对物质科学以及知识性科学，科学教育不够全面，学

生对科学研究过程和方法的理解程度、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对

科学于社会及个人关系的理解都是中学科学教育改革需要关

注的重点。

5�中学科学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5.1�重视 HPS 的应用

在科学教育中，��6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6就

是科学史（�LVWRU�）、科学哲学（��LORVRS��）和科学教育（6FLH�FH�

WHDF�L�J）的总称，科学史和科学本职是科学素养中非常重要

的方面，因此在学生科学素养培养过程中，利用 ��6能够使

科学于个人、文化和政治等紧密的联系起来，还能够激发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学生在理解科学的过程中更加全面。除

此之外，将科学教学与科学史结合起来，能够在学生在掌握

知识的同时了解知识的来源以及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一直

以来，在中学科学教育中，基本都是对科学结论的学习，忽

视了科学结论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形成的背景是什么，这种教

学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所以说，在中学科学教育改

革过程中，可以采取结合科学史、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方法进

行综合学习的方式，切实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科学素养 [3]。

5.2�加强实验教学

传统的科学教学侧重理论的学习，对学生独立探索和实

践能力培养不足，科学实验是对科学知识的验证，因此在中

学科学教育改革过程中，可以加强实验教学。首先，通过科

学实验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对实验过程进行观察时，能够从中

获得形象具体的感性认识，然后经过思维活动形成理性认识，

有效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

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态度；其次，在实验教学的过程

中还要充分发挥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科学探

究能力和创新意识，而不是一味的由教师指导完成教材中的

实验，所以教师在开展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转换师生角色，

教师作为旁观者加以引导、提出疑问、给出建议即可，重要

的是让学生自己动手进行试验操作、分析实验现象、最终得

出实验结论；再次，在利用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同

时还要经常开展创新实验，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中的教

学内容，而是要有计划、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新精神；最后，为了能够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开展实验教学过程中要重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设计一些生活小实验，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

能够作为教材资源的补充，学生在动手完成生活小实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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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能够对科学和生活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除此之外，

对于实验教学的评价也要从多个角度开展，进行多维度、多

形式的鼓励性评价，提升学生的自信和学习的积极性 [�]。

5.3�加强 STS 教育

6�6教育是在科学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概念，

旨在发展和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顾名思义，6�6就是对科

学（6FLH�FH）、技术（�HF��RORJ�）和社会（6RFLHW�）研究的

简称，运用 6�6能够将科学、技术和社会紧密的联系起来，

从而在开展科学和技术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对社会的影响，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在中学科学教育中，首先，可

以利用 6�6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使学生能够建立正确

的价值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而认识到科学研究可

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完善学生人格的发展；其次，可以利用

6�6教育将科学与生活联系在一起，帮助学生真正做到学以

致用，从而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也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

再次，在中学科学教育中应用 6�6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环

境保护和安全意识，虽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带来了许多环境和

安全问题，在科学教育过程中让学生自主发现科学的两面性，

认识到科学所产生的危害有哪些，这些危害会对社会、环境

及人类生活产生哪些影响，然后让学生自己查阅和探究缓解

环境污染的途径，使学生在提升科学素养的同时养成环境保

护的意识；最后，利用 6�6教育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科学知识

的过程中认识到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不可再生的，因此必须要珍惜自然资源，只有合理的对资源

进行开发和利用才能够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

5.4�积极开展课外活动

实际上，科学教育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课外活

动具有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更加多样的特点，更加符合中

学生的心理特点，因此要想切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就需

要积极的开展课外活动，而不是仅仅让学生在课堂中进行学

习。例如，每年都有各式各样的科技日，学校可以充分的利

用科技日来开展一系列的课外活动，以这些节日为切入点，

将所需学习的科学知识融入到活动中，并结合科学技术发展

的形势和需求，使学生能够在活动的过程中提升科学素养；

除此之外，由于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在性格、兴趣和认知水

平上会有差异，所以开展科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给学生自主选择的权力，建立相应的兴趣小组将

共同爱好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开展各种活动。另外，也可以

举办各种类型的科技竞赛，或者带领学生参加市级、省级、

国家级的科技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帮助学生提升科

学素养水平。

6�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改变生活的

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因此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科学教育改革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自实

施科学教育开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中学科学课

程的实施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许多问题，影响了整体教

学质量，因此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加强对科学课程改革的

研究，针对目前科学教育中影响学生科学素养的因素采取有

效的策略，推动中学科学教育改革工作的开展，从而充分发

挥出科学教育在提升科学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科学教育

大众化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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