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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关于科学，，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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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早在1859年，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就给出明

确答案：毫无疑问，科学知识最有价值。

斯宾塞还阐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价值，

主张通过科学教育，促进人的能力得到

充分发展。随后，科学教育的价值逐渐

被大众认可，人们开始探索科学教育的

内容和方法。20世纪初期的科学教育重

点在于讲授自然科学知识；20世纪60—
70年代，科学教育进入新的时期，科学教

育重点在让学生理解科学方法，强调儿

童通过动手在实验中寻找答案；20世纪

末，2061计划影响全球，科学教育的重点

在于学生自己动手探究，科学教育进入

科学探究和科学素养时代。时间已经进

入新的世纪，人们对科学教育的关注和

思考仍在继续。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

科技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面向全体

学生的科学教育应该怎么教和教什么，

由韦钰院士翻译、科学普及出版社于

2011年出版的《科学教育的原则与大概

念》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方向性的指导。

2009年10月，国际科学院组织科学

教育国际指导委员会主席温·哈伦教授

召集10位国际知名科学教育领域的学者

在苏格兰召开了一个小型科学教育研讨

会，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科学教育的原

则和大概念》是此次科学教育研讨会的

精华内容，由温·哈伦编辑凝练而成。

温·哈伦一直从事科学教育评测方面的

研究和相关工作，她本人对于科学本质

的深刻理解和长期在科学教育领域工作

的丰富经验都是本书完成不可或缺的基

础。译者韦钰院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第1位女博士，她不但在电子学领域里进

行了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成绩显著，

而且在科学教育领域也为中国的科学教

育发展做出诸多贡献。她在中国启动并

推动了科学探究教育项目——做中学科

学教育项目，并在脑科学、学习科学等领

域都有卓越成就。韦钰院士本人也是唯

一与会的中国学者，她精准的翻译使得

此次会议的成果惠及中国读者。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科学教育的10项

原则和科学中的14个大概念。科学教育

的原则中第一条就提出在义务教育的所

有年级学校都应该设置科学教育项目。

潜台词是科学学习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开

始，如果条件具备，从幼儿园就应该开

始。2011年 7月，美国正式发布了《K-
12科学教育的框架：实践，跨学科概念与

核心概念》（以下简称《新框架》），其中指

出“孩子是天生的研究者”，他们从小就

会去研究、思考，即使是幼儿园阶段的孩

子也表现出惊人的复杂思维。因此，科

学教育应该从小开始，从娃娃抓起。

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着科学中的14
个大概念展开，包括两个方面：10个科学

概念和4个关于科学的概念。希望通过

帮助学生发展科学大概念和关于科学的

大概念，使得他们能够理解世界的科学

特性，并对科学的应用做出有依据的决

策。

众所周知，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当今社会，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到各种媒

体传来的科学内容，我们已然生活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作为普

通的公民，我们需要明确两点：一方面，

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同时科技知识的爆炸性增长给学习

者带来极大的挑战。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科学技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全渗透。比

如平时要使用手机，使用冰箱、电饭锅等

等，出门乘地铁、公交车需要刷卡，还有

现在使用较多的电子银行、网上购物等

等。衣食住行全都和科技密切相关。感

觉无时无刻不接触到科技和科技有关的

知识。但是，大家都是生活在科技知识

爆炸时代的普通人，除了天才之外，没有

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领域的知识。对于

科学教育者来说，不得不深刻地认识到：

在有限的学段里，学习者不可能完成所

有科学知识的学习。那么，科学的学习

到底是要“浅而广”还是要“少而精”？这

需要课程设计者对内容做出取舍。20世

纪90年代，科学课程需要“少而精”已经

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科学教育家的共

识。“少”很容易，“精”确不易。“精”是指

学习者只理解一些主干内容和精华，在

日后的学习中，能够沿着这些主干和精

华举一反三。《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

念》对于科学教育中如何做到“少而精”

给出了指导。在此书中，不但给出科学

教育的原则，而且给出了科学教育的主

干内容，还给出为什么选择这些内容作

为主干。有了这些主干和精华作为框

框，学生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在实际生

活中得到运用，这比记住几个孤立和零

散的科学事实或者科学词汇要有效得

多。同时，在以后的学习中，学生还可以

将后续学到的科学内容不断地填充到自

己头脑中建立好的科学网格中，如同电

脑存储一般。在以后遇到与之相关的问

题时，随时提取，随时应用。

这本书给广大的读者几点提醒：第

一，科学教育具有重大价值。科学教育

对于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广大

的国民都受到良好的科学教育，一个国

家才能拥有竞争力；第二，科学应该学什

么。让学生在头脑构建出科学系统远比

接触到宽泛的科学知识重要。第三，科

学应该怎么教。让儿童从关注身边的事

务开始学习科学，一个个有趣的科学活

动不在是单一的学习活动，而是用有逻

辑的线将其串起来，使其成为学生科学

学习进程中的一个个发展点。

科学，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相信

《科学教育的原则与大概念》这本书会给

每一位读者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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