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教育部组织专家研发了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并启动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科学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科

学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在科学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

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缺少资源的有效整合；人才培养体系不够

完善，研究经费严重不足，研究队伍极端匮乏，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支撑我国科学教育的改

革和发展；小学科学教师严重不足，80%以上的教师没有经历系统的理科学习，根本无法

保证科学课程的有效实施；中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缺乏整体的设计，科学教学和评价的科学

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不强，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不

高，内在学习动机持续下降，社会责任感缺乏等。

科学教育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系统设计，整体推进。首先，制定全

面的支持政策，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整合教育、科协等系统以及社会各方资源；其次，

建立完备的科学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设立专门的科学教育研究机构和课题，吸引科学家

和科学教育专家研究中小学科学教育；第三，配备足够的专职科学教师，打造一批具有高

尚的职业理想、先进的教育观念、合理的知识结构、高超的教学能力和良好的教学行为的

专家型的教师队伍；第四，启动下一代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基于学习进阶设计课程目标

和内容在中小学各学段的分布，统筹考虑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围绕核心概念整合课

程内容，整合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整体设计STEM课程体系；第五，实施有效的科学教

学，要立足于科学素养的培养，倡导基于思维与合作的探究性教学、项目教学、设计教学

等，突出动机激发、认知冲突、自主建构等教学原理。要高度重视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

科学问题的能力考核，积极推进表现性测评；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全面评价学生的科学

观念与应用、科学思维与创新、科学探究与交流、科学态度与责任等科学素养。

总之，有效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要整合政府、研究人员及教

师、社会团体等力量，构建完善的科学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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