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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究竟是什么》

前言

　　我和张红霞老师是在1997年认识的。那时，她刚刚从英国归来，她儿子就读的小学恰好是我所从
事的活动教学研究的实验学校。作为家长，她积极参与了当时学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她对教育的深刻
见解和独特的认识视角深深吸引了我，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相互了解和学术观点方面的交流。　
　2000年起动的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成为近年来我们共同研究和讨论的重点。这场变革在我国
科学教育领域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对于科学课程新的培养目标——科学素养的理解和认识，对于科学
教育基本方式——科学探究的理解和认识，极大地开拓了我国科学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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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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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为什么要学习“科学的性质”第一章什么是科学问题一、科学的目的与其他学问有什么不同二、
什么是科学问题1.区分真科学问题与假科学问题2.区分开放性问题与封闭性问题3.正确使用“是什么”
和“为什么”问题4.矛盾是产生问题的母体三、科学问题与教学内容的关系四、教学中要注意的有关
问题1.科学问题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2.让学生自己从活动中提出问题3.让学生明确所要探究的科学
问题第二章科学的过程究竟是什么一、过程与方法的含义二、过程与方法的教育价值三、小学科学教
学中“过程与方法”的教学目标四、几种常用的探究活动1.观测2.实验3.游戏4.分类5.问题解决五、探
究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1.活动中的学具要有严密的结构52.课堂讨论的内容要反映探究的过程3.活动要
有情境化的背景4.尽量少说话，让学生自己思考和动手5.要进行水到渠成的小结第三章假说在科学探究
中的地位一、什么是科学假说二、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三、假说的教育价值四、假说教学中应该
注意的问题1.假说要有一定的根据2.注意假说教学的循序渐进3.注意对研究设计和结果的反思4.不要为
假说而假说第四章观察和实验在科学探究中的地位一、科学的求真性质决定了观察的核心地位二、科
学的观察是一种客观、理性的活动三、测量和实验对于观察的贡献四、观察的易错性和重复的必要性
五、观察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1.所观察的主题和变量要少2.强调观察记录的客观性和准确性3.观察活动
要突出科学原理4.讨论是获得正确的观察结果的重要步骤第五章科学离不开逻辑一、常见科学逻辑的
类型1.归纳法2.演绎法二、其他派生的逻辑推理三、逻辑与理性四、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1.整个活动过
程要逻辑简明2.不要夸大发散型思维的作用3.排除不合逻辑的信息4.注意常见的逻辑错误第六章怎样认
识科学的相对真理性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及其影响二、科学知识相对真理性的含义三、科学的相对
真理性与科学教育的循序渐进四、在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1.纠正学生们的错误概念要循序渐进2.强调
证据与解释的不同之处3.进行科学家人格的教育4.科学史是正确认识相对真理性的最好教材第七章科学
与人文的关系一、科学与人文是可以融合的两种文化二、中国科学教育的特殊使命三、科学教育需要
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四、在科学教学中体现人文精神的手段1.重视科学概念体系中的人文意义2.科学史、
科学家故事的运用3.情境教学的运用4.通过合作与讨论培养科学的人文精神5.教师优美的语言和充满爱
心的态度与人文精神的培养第八章自主建构与科学探究的关系一、什么是建构主义二、什么是建构主
义教学论三、科学知识学习的特殊困难性四、学生自主建构的特点五、教学中应注意的有关问题1.以
科学史为根据，重演科学理论的产生过程2.对一些难点原理和过程，要注意重复、巩固3.对不科学的概
念要从“建构”过程给予纠正4.重视集体讨论活动第九章什么不是科学一、科学与宗教、迷信二、科
学与神话、魔术三、科学与技术四、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1.减少科学课上的非科学语言2.坚持科学家
的科学观3.强调可重复性，消除神秘性4.防止非科学教育目标喧宾夺主第十章“自然”与“科学”的差
异是什么第十一章我国教师的特殊问题附录1本书引用的课例总汇附录2西方科学教育研究成果简介参
考文献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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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小学科学教学中“过程与方法”的教学目标　　事实上，要真正掌握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它涉及到从假说到最后得出一种解释（即理论）的全部过程。即便是对研究生层次的学
生而言，要正确掌握研究方法也并非易事。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习惯、为人处事的态
度与科学方法所蕴涵的价值观有很大距离。因此，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我们认为在小学阶段，科学
研究的主要目标应放在最基础的“观察”环节上，即收集资料环节上，让孩子们知道获得客观事实是
科学的核心，懂得什么是可靠的数据资料，怎样进行观察才能获得客观的、可靠的数据资料。分清什
么是事实，什么是观念；什么是不相关的事实，什么是相关的证据。事实上，在探究过程的各个步骤
中，对于小学生而言，最乐于做、也最适合于他们做的是“收集资料”或“获取观察、实验数据”这
一环，其余的过程或步骤，应该由教师通过各种形式和孩子们一起完成。关于“观察”的意义和方法
还将在第四章详述。　　在进行观察的过程中，以及对资料进行整理时，教师应该帮助孩子们注意如
下几点。　　1.在客观的原始记录基础上学习整理资料的方法，从而有利于发现其中的规律。这一过
程要让孩子们完整地感受到，而不是一上来就让孩子们在现成的表格中填写。教师要和孩子们一起做
，并进行文字、表格、直方图、素描等记录形式用途的比较。这样做的目的是“重复前人的发现过程
”，而不是证明某个理论、定律。正如课例9“单摆”中的活动：“制作一个在15秒内摆动6次的单摆
”。我们曾经用这个题目给南京的一个高中生做，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简单！代人自由落体公式一
下就出来了。”但请他不用这个公式，只用绳子和剪刀来做，他便束手无策了。　　2.整理资料的另
一重要过程是发现矛盾数据进行判断：是观察错了，还是发现了新问题。华伟（2003）老师的一节观
测课，发现了是学生的观测操作错了，教师提出的科学问题是“如何比较沙和水这两种物质哪个吸热
快？哪个散热快？”探究活动设计是“在装有沙和水的烧杯里分别放一个温度计，在阳光下放10分钟
，在阴凉下放10分钟，每隔两分钟测一次温度。”但分组实验的结果五花八门，有沙吸热快的，也有
沙吸热慢的；有水吸热快的，也有水吸热慢的；有沙散热快的，也有沙散热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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