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家精神如何更好地融入科学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要“大力弘

扬科学家精神”。2023 年 5 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关于“推进基于探究

实践的科学教育”的构想，强调要“培养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质、

增强科技自信自立、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引导孩子编织当科学家的梦想”。为了将科学家精神更好融入科学教

育，全国许多中小学校纷纷制定各种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家精神

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的活动。推动科学家精神融入科学教育，已

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已经切实地转化为实际行动。

由于受传统科学教育观的影响，科学家精神在融入科学教育的过

程中，更多停留于科学教育的课外活动中，尚未完全融入科学教育之

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科学知识与科学价值观的分离。目前，虽然科学知识与科

学价值观均已纳入科学教育的课程目标，然而，二者在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和评估体系中难以真正贯通起来。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教育，不

仅应当包括科学知识的教育，而且应当包括科学探究能力的教育。更

重要的是，还要包括相关的情感态度与科学价值观的教育，也就是科

学家精神的教育。然而，由于受狭隘的科学教育观的影响，目前不少

的科学教育往往变成单一的关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很难涉及关于科学

探究能力的教育，更难涉及关于科学家精神的教育。

其二，教书与育人的分离。由于科学知识教育在整个科学教育中



占主导与支配地位，因此，在科学教育的目标体系中，“科学知识”

显然是硬指标，因而被纳入到考核体系，并且有明确的考核标准；而

“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家精神”是软指标，难以纳入考核体系，

也难以有明确的考核标准。由于硬指标同学生的考试和升学直接挂钩，

因此科学教育往往成为以教科书为中心的知识教育和以考试为导向

的应试教育。也就是说，教师在科学教育中的角色主要偏重于“教书”，

偏重于传授书本上的科学知识，偏重于传授关于科学知识的考试能力，

而忽视了怎样“育人”，包括关于科学探究能力的培育，特别是关于

科学家精神的培育。

其三，读书与做人的分离。由于科学知识教育在整个科学教育中

占主导与支配地位，使得“科学知识”变成科学教育目标体系中的硬

指标，而“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家精神”成为科学教育目标体系

中的软指标；又由于教师在科学教育过程中偏重于“教书”，相对忽

视“育人”，对学生的直接影响很容易造成读书与做人的分离。学生

在科学教育中的角色主要偏重于“读书”，偏重于学好书本上的科学

知识，偏重于学好关于科学知识的考试能力，而忽视了怎样提高科学

探究的能力，特别是怎样学习科学家的精神，包括科学家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什么科学教育会导致科学知识与科学价值观、教书与育人、读

书与做人的分离？从根本上看，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观是导致“三个

分离”的主要根源。

因此，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即将科学理解为一种人

类在不断创造着的文化。科学文化大致包括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



知识、制度和器物属于形而下层面，是科学文化之“体”；而精神、

理念、价值观属于形而上层面，是科学文化之“魂”。这两个层面并

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种广阔的文化论的科学观大致

有三个要点：一是科学知识是整个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科

学文化的中心是极富创造力的科学家；三是科学知识是人创造的，而

创造科学的人理应具有科学家精神。

树立这种广阔的文化论的科学观，不仅有助于突破并超越狭隘的

知识论的科学观，而且有助于树立一种完整的科学教育观，从而根本

上改变“三个分离”的局面。站在这种完整的科学教育观的高度看，

无论是“科学知识”，或是“科学探究能力”，还是“科学家精神”，

都是科学文化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都是科学教育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