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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科学教育之于基础教育，科学素养教育、科学教育学之于教师教育，科学教育师资之于基础教育师

资都是我国教育中较薄弱的环节。文章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探讨培养小学科学教育师资的教育策略，对高校专

业建设、科学研究和高校科学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三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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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策略指的是教育教学工作中采用的一些教育手段和方法。文章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探讨培

养小学科学教育师资的教育策略，文中讨论的小学科学教育师资限于高等教育培养的范畴，科学教

育范畴也仅限于自然科学技术教育。 
一、从课程建设入手，加强科学教育专业建设 
当前我国小学科学教育师资培养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现两种形式：初等教育或者小学教育本科

专业和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前者以南京师范大学 1998 年率先开办为始，南京、北京、上海、杭州、

吉林等地陆续成立初等教育学院（系）或者在教科院设置小学教育专业，小学教师教育开始实质性

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后者从 2001 年开始，教育部先后分四批批准了 60 余所高校设立科学教育本科

专业，培养小学和初中能够承担综合科学课教学的科学教师。这两种形式的发展时间都较短，在专

业建设、课程设置和师资培养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在小学教育本科专业中，培养科学教育师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不专门培养，专业设置为培养

通用型小学师资，没有明确划分学科方向，学生接受的是小学教师综合培养型的专业学习，科学教

育课程在通识课程选修课程类别中独立设置了“科学与技术”选修课程群，如首都师范大学；或者

作为提高科学素养的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平台之理科课程群一分子出现，开设为自然科学

类综合课程，培养学科专业素养。不少学校的相关具体课程往往以概论的方式开出，学生学过之后

如蜻蜓点水，起不到学习迁移的作用。[1] 还存在课程设计缺乏整体性的通病，为了个别课程的体系

完整性，不同课程部分内容重复。二是专门培养，途径两种：在小学教育专业中设置“科学与技术”、

“理科”方向和干脆设置为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前者的高校包括重庆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福

建省泉州师范学院等高校，但是由于就业压力，大多数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科学与技术”或者“理

科”方向如今已经被“数学”方向所涵盖，或者选择此方向的学生数很少，办学效率让人担忧。这

些学校的相关课程设置带有很明显的各高校特点，课程门类、课程教学时数差别很大。以首都师范

大学为例，该校小学教育（科学方向）的学科课程中，设置了学科教师教育课程、学科平台课程、

学科专业课程三个系列，并在各系列课程中分设必修和选修课程。学科教师教育课程中，设置了“小

学科学课程与教学论”（必修）、“小学生科技活动组织”和“小学生科学学习心理研究”（选修）课

程。还较为详尽地在学科专业课程中设置了众多必修、选修课程，具体安排如下：必修课程：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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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Ⅰ和Ⅱ（各 4 学分）、大学化学Ⅰ和Ⅱ（各 3 学分）、生物学（5 学分）、地球科学（4 学分）、

科学技术史（2 学分）、科学方法论（2 学分）、科技设计与制作（3 学分）、智能机器人（3 学分）、

野外考察与活动（2 学分）；选修课程：环境科学、科技写作与科普创作、物理实验技术、化学与生

物实验技术、科技英语、航空模型制作与训练、航海模型制作与训练、车辆模型制作与训练、地图

绘制与定向运动和天文学概论，各 2 学分，要求至少选修 10 学分。这些课程中，不同高校设置有很

大不同，以“科学技术史”为例，有的学校没有开设，有的学校安排为 54 个学时。首都师范大学的

科学教育课程群建设是较为细致全面的，功能划分也较为明确。若在学生选择课程方面进行较细致

和个性化的指导，必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和全面、有效地建设个人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技能基础。 
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在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和实施较之前者有很大的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但是

新兴专业在教学培养与实践方面仍处于摸索阶段。科学教育本科专业授予的学位有理学学士（约

52.2%）和教育学学士（47.8%）两类。目前成立了由重庆师范大学等 20 余所院校为委员单位的全国

科学教育专业建设协作组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筹备和协调全国科学教育专业学术组织和科学教育

专业建设工作，至今已分别召开四届研讨会，对科学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建设、

专业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专业实习实践、就业、科学教师与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等

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原

则依据出台，教学计划的相对统一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尤其是当前在新的科学课程标准下如

何帮助学生履行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课程教师。就目前情况而言，全国开设

的科学教育专业的院校大多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来制定教学计划和设置课程（据对 40 余所开设科学

教育专业的院校的统计，由化学系主办的占 46.4%，生物系主办的占 24.3%，物理系主办的占 20.1%，

教育系主办的占 9.2%），因而各院校所编制的教学计划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和所在院系学科背景的

烙印。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和经验的积累，许多地方高校在教学计划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教学计划的科学性。[2] 
课程的教育效能如何还需教学实践的有效落实。从课程设置到课程实施，处理不好教与学关系，

将使教育效能耗损很大。理论的有效迁移来自于体验，探究无论作为科学素养内容或者学习方式，

在科学教师教育中都不可替代。因此，体验式、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在科学教师教育课程中必需占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具体的科学教师教育课程中，存在着理论结构构建和理论学习选取典型理论“节

点”进行示范性（可能是详尽、深入地）学习指导的问题（教会学生自学是每门课程的重要任务），

即使内容“拥挤”、课时紧张，教师也要尽可能地选择典型性的知识点加以联系实际、结合其他学科

研究成果“纵深”地讲解，犹如全息摄影，由一窥全貌，让学生理清内容体系，触类旁通，领会学

习方法，体验课程内容的现实作用与意义。变粗放式教学为科研式教学，变讲授式教学为主体式教

学，体验式学习、探究式学习将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专业水准的重要方式方法之一。[3]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学习指导工作必须提上实践议程且尽早进行。学者史秋衡等人以厦门

大学为个案研究我国大学本科生学习过程规律，发现第一学年在整个大学学习生涯中起至关重要的

作用。[4]因此，科学教师教育专业建设在抓好课程设置等硬件建设同时，对大学新生在学习目的、

学习策略、学习态度、学习目标和计划方面要有所作为，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配备高水平的基础

课教师，加强专业学习指导，提高新生学习适应性，使专业建设与学习者互动良好，效能提升。研

究还发现，大学本科生学习过程近似一种衰减的马尔可夫链式过程，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学习阶段

的松懈和管理不善均可能 终影响到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质量。[4]因此，尽管近年报考小学教育专业

的生源质量提升较明显，但是生源质量的高低并不能决定毕业生质量的高低，重过程质量管理才是

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质量保障的关键，它是学习过程连贯性的必然要求。 
二、扶持科学研究，尽早建立完善科学教育学 
科学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科学教育学也是如此。广义上的科学教育学也涉及数学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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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乃至社会科学教育及校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狭义的科学教育学主要研究各级

各类学校的自然科学教育、课程、教学、学习与评价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世界范围来说，

科学教育作为学校课程体制的一部分是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进入中小学课程中，而科学教育学作

为教育科学中的一分支研究领域、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教育科学，则是从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历次科

学教育改革中兴起与发展起来的。在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的兴起只是近年来的事，迄今尚未从学科

建制层面上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一部分。丁邦平和罗星凯在《论科学教育研究与科学教育改革》[5]

一文中呼吁给予科学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科学教育学诞生与发展于历次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它

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科学教育改革亟需科学教育研究的学术支撑。 
在教育科学总体发展趋势下，理科学科教育学、脑科学与科学学习心理学等研究均在近年来有

不同程度的突破和进展。尽管我国关注科学教育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在与其他教育

学科发展水平的比较中，仍表现出特征明显的发展弱势。据陈琳和蒋家琼对我国 2002-2007 年科学

教育研究的内容分析，我国科学教育研究发展的整体趋势与整个教育类研究的关注度距离在拉大，

主要进行的是理论方面的研究，经验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特别缺乏调查数据方面的实证研究；并且

研究的地区分布不均，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研究情况差距较大；研究人员中来源于高校的研究人员占

首要的研究位置；研究主要方法仍是定性研究（占 90.13%）为主，定量研究仅为 9.87%，表明通过

调查和实验方法的科学教育的定量研究方法还很薄弱。[6] 
扶持科学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必需建立在教育科学研究、教师教育实践和基础教育检

验这三块肥沃的土壤之上是大家的共识。这三者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线性的逻辑关系，应根据教育科

学的实际发展情况来互相促进。当前解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还是应该从学科的基础建设

抓起。因此，一方面，要多从基础教育、科学教师教育的实践中寻找理论研究的切入点，来自于实

践的课题 能体现真实的教育情境价值，解决好实践中的问题，由实践提升而来的教育理论 有生

命力；另一方面，要参考学习其他教育学科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历程中可供借鉴的方式方

法，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角度出发，安排相关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组织精干的研究梯队，布好

学科建设研究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框架，学习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实实在在选取来自基层实践的

题材作为研究内容，避免闭门造车的现象发生；第三，要把我国科学教师教育这一学科领域的建设

发展放在国际教育发展的大时空视野下考量，汲取世界科学教育、科学教师教育发展较为先进的国

家、地区的发展经验，根据本国的教师教育、科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特点，洋为中用，吸收转

化，在新的教育领域建构出适合我国科学教育、科学教师教育的发展方式方法，理论坚实，富有实

践指导意义。 
三、有的放矢，抓好高校科学教育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教师专业化探讨的深入，当前，针对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已有不少相关研究，

针对反思性教学、终身学习、校本学习、政策措施研究等研究角度有不少探讨，相对于中小学教师，

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实质与之一样，只是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在教学科研方面有不同的要求。

从现实角度看，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校内教学岗位上的自我要求、学校政策指导和高校教师

的学历化教育道路，尤其是我国的高校科学教育教师。 
科学教师教育者是指既具有科学背景又具有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识的教师教育者，高校科学

教育教师是典型的科学教师教育者。在国外，这样的人才一般都具有科学教育博士学位，是既能进

行科学教育研究又能进行科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高级人才。当前国内这 60 余所设立科学教育本科专业

的高校、以不同形式开设科学教育课程的其他本科专业的高校、各级各类教育研究机构和教研机构

需要大量的科学教师教育者，按学者丁邦平和罗星凯的估算，需要量将在 5000 人以上（作为一个参

照，美国科学教学研究会会员为 1 700 人，其中大多数为美国人）。而当前国内的教育学一级学科下

设有的 10 个二级学科（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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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特殊教育学和教育技术学）与科学教育学或多或少有关系但

却没有哪一学科能替代它。目前我国个别高校已经开始探索科学教育学博士生的培养，如西南大学

2005 年开始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了科学教育学二级学科。这也是与科学教育学学科建设发

展相辅相成的。 
构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互动平台，这是小学教育专业学生、高校相关专业课程建设和高校

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学习、交流平台和科研领域。把它放在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范围来讨

论，是为了凸显高校科学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较强的理科知识基础的教

育学、心理学工作者，拥有基础教育中科学教育实践经历、经验的科学教师教育者在科学教师教育

工作中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他们能较快地理解科学教育的内容和框架结构，能较快地领悟“科学技

术史”、“科学－技术－社会（STS）”、“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HPS）”课程的实质和真谛，

用教育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对理科课程乃至用其他理科领域研究方法自如地对科学教育领域进行研

究，如生态学角度、模糊数学模式的建立等等，以“他山之器”攻科学教育之“玉”，在量化、实证

研究中为科学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科学教育师资培养提供新鲜、实证的研究建议和工作思路。拥

有基础教育中科学教育实践经历、经验的科学教师教育者掌握较丰富的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缄默知识，

与基础教育科学教师的沟通中往往能善于体认对方的基层教学情境，互动良好，对科学教师教育的

研究也会避免闭门造车的状态。 
综上所述，高校培养小学科学教育师资必须从专业建设、科学研究、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等诸多

方面进行努力，这需要在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管理部门的统一运作、协调和政策支持。才能将

小学科学教育之于基础教育，科学素养教育、科学教育学之于教师教育，科学教育师资之于基础教

育师资这些我国教育中较薄弱的环节逐一建设、改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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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riter attempts to consider the issues of deficient science instruction in primary education, scienc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science pedagogy for teachers’ cultivation, and science teachers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The article, 

therefore, focus on the study of feasible strategies of science faculty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 setup,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tutors in scie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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