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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is increasingly valued in the society, and relevant prac-
tical activities are constantly carried out. This paper take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Wenzhou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There were three findings from the survey: 1)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y cognition: 
Parents and children approve of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and have high enthu-
siasm for participation; parents have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role of the instructor, and their own 
roles are different. 2)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y participation: There are various 
ways for parents to learn parent-child activity information; there are many factors hindering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mother is the main escort of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parents have gained a lot in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
quiry activities. 3) Activity feedback and expectations: Children look forward to their parents’ 
participation; parents’ performance in the activity was not satisfactory;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are highly satisfactory, but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On this basis,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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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亲子科学探究在社会上日益重视，相关实践活动不断开展。本文以温州市小学生为调查对象，开

展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实践调查研究。调查发现：1)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认知：家长和孩子对亲子科学探究

活动较为认可，参与积极性高；家长对指导师角色定位较为明确，对自身角色定位有所不同。2) 亲子科

学探究活动参与：家长了解亲子活动信息的途径多样；阻碍家长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因素较多；母

亲是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的主要陪同者；家长在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均有所收获。3) 活动反馈与期望：

孩子期待家长的共同参与；家长在活动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满意度较高，但仍有待

完善。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活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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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不可或缺的核心和焦点。因此，提高国民科学素养——

科学知识、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精神成为各国的当务之急。小学生正处于学好科学知识和养成良好探究

精神的关键时期，其科学素养的高低不仅仅影响到个人未来的发展好坏，更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影响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自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积极动员，联合协作，紧抓未成年人等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同时，国内外

有关研究表明，父母在活动中的参与积极性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参与活动的热情[1] [2]。因此，亲子教

育同科学探究活动相结合，将有利于亲子双方的交流与沟通，有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并积极促进青

少年科学素养和探究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在国外较为流行[1] [3] [4]，而我国亲子科学探究活动起步较晚，实践活动对象侧

重于幼儿为主[2] [5] [6]。目前，温州部分地区已经陆续开展相关实践活动，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

本研究以温州市为例，在开展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以期了解温州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现状

及其存在问题，提出相关活动建议，以更好地推动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蓬勃发展。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调查选取温州市参与过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小学生家庭，通过“亲子科学实验室”微信公众平台

进行电子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共回收家长与学生问卷各 62 份，有效问卷各 52 份，有效率为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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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温州市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现状调查”家长卷和学生卷。问卷包含单选题和多选题，共包

括家庭教育基本情况、亲子科学探究活动认知、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参与、活动反馈与期望等四部分。采

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情况：母亲是孩子家庭教育中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的 
主要陪同者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父母参与孩子教育的累计频率达 100%。在 80.8%的家庭中，

母亲是孩子教育的主要负责人；父母共同参与孩子教育的家庭较少，占 17.3%；极少部分家庭是父亲负

责孩子教育问题。同时，在父亲和母亲谁带孩子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问题上，和谁负责孩子教育所

占的比例基本持平，母亲是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的主要陪同者。此外，实践中基本上都是父母陪伴孩子

参与亲子活动，极少家庭由祖辈陪同参与，且近期父亲参与比例较前两年有所提升。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Wenzhou 
表 1. 温州市小学生家庭教育基本情况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在您家中谁更多地负责孩子的

教育问题？ 

祖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0 0 

母亲 42 80.8 

父亲 1 1.9 

父母基本持平 9 17.3 

其他人 0 0 

在您家中谁经常带孩子参加亲

子科学探究活动？ 

祖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 0 0 

母亲 40 76.9 

父亲 1 1.9 

父母基本持平 11 21.2 

其他人 0 0 

 
尽管本调查样本数量较少，但上述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现实。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

是孩子教育的主要参与者，共同关注孩子各方面发展。但本调查中的大多数家庭里，母亲在教育职责方

面承担的更多，和孩子的亲子互动也更多。大多数家庭忽视了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利

于孩子的性格养成和情商提升。 

3.2.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认知 

3.2.1. 家长和孩子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较为认可，参与积极性高 
表 2 显示：82.7%的家长认为参加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是很有必要的，17.3%的家长认为有必要参加亲

子科学探究活动。其次，对参与探究活动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家长 100%认可亲子科学探究

活动在拓宽视野和增长知识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参与探究活动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94.2%的家长认识到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科学素养；家长对探究活动在其他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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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此外，大部分家长认识到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有利于增进和孩子间的情感交流，仍有三成以上家长

未意识到亲子活动在亲子沟通方面的积极作用。 
 
Table 2. Parents’ 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表 2. 家长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价值的认知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开设亲子科

学探究活动？ 

很有必要 43 82.7 

有必要 9 17.3 

可有可无 0 0 

没太大必要 0 0 

完全没必要 0 0 

您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是

出于什么原因？ 

给孩子找一个玩耍的地方 5 9.6 

提升孩子的科学素养 49 94.2 

增进和孩子间的情感交流 35 67.3 

拓宽视野，增长知识 52 100 

自己可以向教师学习教育孩子的方法 22 42.3 

和其他家长进行交流 10 19.2 

活动很新奇，来一探究竟 12 23.1 

孩子或其他人要求，就来了 0 0 

其他 0 0 

 
Table 3. Children’s 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表 3. 孩子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价值的认知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你是

出于什么原因？ 

可以和爸爸或妈妈有相处的时间 17 32.7 

对探究活动很感兴趣 46 88.5 

拓宽视野，增长知识 41 78.9 

活动很新奇，来一探究竟 34 65.4 

结交新的朋友 11 21.2 

父母或其他人要求，就来了 6 11.5 

其他 0 0 

你认为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

有什么好处呢？ 

拉近了和爸爸妈妈间的距离 20 38.5 

使爸爸妈妈获得辅导孩子的经验 14 26.9 

增进了爸爸妈妈的科学知识 25 48.1 

丰富自身知识，获得探究技能 50 96.2 

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45 86.5 

使我们的身心愉悦 29 55.8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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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示：88.5%的孩子对探究活动很感兴趣；78.9%的孩子认为探究活动有助于拓宽视野和增长知

识；由于活动新奇而被吸引的孩子占 65.4%；出于增进与父母沟通的目的而参加活动的孩子比例偏低，

占 32.7%。此外，频数比较发现，频数累积的众数停留在对科学价值认知的选项上。在孩子的意识中，

自己是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的主角，他们肯定了活动对自身的价值，却忽视了对家长各方面的促进作用。

孩子们普遍认识到参加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可以感受科学魅力和增长科学知识，但对于活动促进亲子沟通、

利于父母获得辅导经验和增进父母科学知识等方面的作用意识不强。 
总之，家长和孩子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主观认可度较高，都是积极、正向的。但是，他们对于亲

子科学探究活动作用的认识都不够全面。 

3.2.2. 家长对指导师角色定位较为明确，对自身角色定位有所不同 
家长对教师角色的认知调查显示(见表 4)，所有家长都认识到教师在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方面

的作用；还有 86.5%的人认同教师有助于指导家长和孩子合作完成探究活动；75%的人认为能够通过教师

获得正确的指导方法；而 42.3%的家长认为教师在活动中还起到组织活动和维持秩序的作用。但是，家

长对于在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自身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扮演好这个角色有着不同的见解。大部分

家长认识到应当在活动中对孩子各方面进行观察和了解，一部分家长认为自己起到的是陪同和监督的作

用。实践活动中发现，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往往缺乏同孩子共同克服困难的意识。种种迹象表明，

很大一部分家长并未意识到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重要的是过程而非结果，他们将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看

成最重要的东西，从而错失了活动过程中同孩子的沟通与协作。 
 
Table 4.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parents in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表 4. 家长在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您认为家长在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

起着怎样的作用？ 

帮助督促孩子完成活动 32 61.5 

模仿教师的示范，学习如何与孩子开展探究 35 67.3 

记住活动内容，课后辅导孩子 19 36.5 

观察孩子表现，更好了解孩子各方面发展水平 49 94.2 

陪同孩子 30 57.7 

其他(让孩子更积极、了解科学教育导向) 2 3.8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当孩子遇到

困难时，一般情况下您会怎么做？ 

主动帮忙，帮忙寻找答案 6 11.5 

循循善诱，耐心引导 25 48.1 

孩子为主，自我寻找解决方法 20 38.5 

放任不管，置之事外 0 0 

其他(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 1 1.9 

您认为教师在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

起到怎样的作用？ 

使家长学到正确的指导方法 39 75 

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和原理 52 100 

指导家长和孩子合作完成探究活动 45 86.5 

组织活动，维持秩序 22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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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参与 

3.3.1. 家长了解亲子活动信息的途径多样 
当今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家长了解亲子活动相关资讯的途径也与

时俱进。从表 5 可以看出，家长了解亲子活动的渠道较为广泛，许多家长会通过阅读纸质书籍、网络搜

索、口耳相传等多种途径获取亲子活动的相关信息，而绝大多数人能够通过新媒体如微信平台来获取信

息的比例远远超过电视这一传统媒体。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即时通讯软件(以
微信为代表)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成为人们使用最多的社交工具。考虑到大家往往通过微信公

众号信息订阅的方式来获取感兴趣的内容，今后亲子活动的宣传形式和内容制作都将随之进行相应的调

整与改进。 
 
Table 5. Parents’ access to parent-child activity information 
表 5. 家长获取亲子活动信息的途径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您获知亲子活动相关资讯的途

径有哪些？ 

浏览杂志、报纸或书籍 22 42.3 

观看电视 6 11.5 

浏览网页 19 36.5 

浏览微信平台 48 92.3 

与他人交流 35 67.3 

学校宣传 30 57.7 

3.3.2. 阻碍家长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因素较多 
由表 6 可知，55.8%的家长由于工作忙，没时间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53.8%的家长反映缺乏参与

活动的渠道；42.3%的家长在如何同孩子一起探究上表示束手无策；由于孩子不喜欢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

占 5.8%。因此，在影响孩子参加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因素中，家长起到重要作用。 
 
Table 6. Obstacles for parents to participate in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表 6. 家长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阻碍因素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阻碍您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

因素有哪些？ 

工作忙，没时间 29 55.8 

不喜欢和孩子一起玩 1 1.9 

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一起探究 22 42.3 

孩子不喜欢 3 5.8 

缺少参与活动的渠道 28 53.8 

主观上觉得没必要 0 0 

3.3.3. 家长在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均有所收获 
从表 7 可以看出，家长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效果的自我评价较高。家长在不同层面上均有所收获，

尤其是对活动提升科学素养、丰富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学习兴趣及促进自身与孩子科学素养方面的认

可度较高。这一调查结果与社会上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欢迎程度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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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Parents’ self-evaluation on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表 7. 父母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效果的自我评价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您认为自己陪同孩子参加亲子

科学探究活动的效果如何？ 

拉近了和孩子间的距离 29 55.8 

丰富了孩子的知识或技能 47 90.4 

获得了辅导孩子的经验 25 48.1 

培养了孩子科学学习的兴趣 45 86.5 

提高了自身和孩子的科学素养 41 78.8 

激发了自己参与孩子教育的热情 32 61.5 

懂得了和孩子沟通的科学方式 30 57.7 

使我们身心愉悦 26 50 

没什么收获，每次活动都很累 0 0 

3.4. 活动反馈与期望 

3.4.1. 孩子期待家长的共同参与 
图 1 对孩子在参与活动时的同伴选择倾向做了调查，在探究活动同伴的选择上，父母的累积频率达

67.3%。此中，妈妈所占的比例最大，为 38.5%；爸爸和同学所占的比例相同，均为 28.8%；最希望同老

师一起参加的仅占 1.9%。值得一提的是，不喜欢和爸爸一起参加探究活动的孩子对爸爸在探究活动中给

予自己的帮助均是偏向于负面评价。 
 

 
Figure 1. Peer selection tendency in inquiry activities 
图 1. 探究活动中同伴的选择倾向 

 
小学生正处于充满好奇心的年龄阶段，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探究的欲望。从结果可以看出，即使父

母在活动中能够给予孩子的帮助有限，大部分孩子对于同父母一起参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仍是有所向往

的。在本次调查群体中，母亲是孩子家庭教育中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的主要陪同者。

但是，28.8%的孩子仍然表现出了期待同父亲一同参与活动的较强欲望。该结果值得家长们反思，并重视

父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3.4.2. 家长在活动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表 8 表明，42.3%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时会寻求合作伙伴——家长的帮助，占比最大；另有 26.9%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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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选择求助老师；有 17.3%的孩子较为独立，一般会自己解决；寻求在场同学帮助的占 9.6%；还有 3.8%
的孩子选择自己上网查找资料解决。从孩子对爸爸或妈妈在活动中表现的反馈来看(见图 2)，认为妈妈在

活动中对自己很有帮助的人数远多于父亲；认为活动中妈妈和爸爸给予的帮助一般的比例大致相同；选

择没有帮助选项的人数中，爸爸的频数远高于妈妈；此外，还有 23.1%的父亲未陪同孩子参与过探究活

动。 
 
Table 8. Children’s tendency to seek help in activities 
表 8. 孩子在活动中的求助倾向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中，当你遇到困

难时，一般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寻求老师帮忙 14 26.9 

寻求陪同的家长帮忙 22 42.3 

寻求在场同学帮忙 5 9.6 

自己解决 9 17.3 

上网查找资料 2 3.8 

其他 0 0 

 

 
Figure 2. Children’s feedback on their father/mother’s performance in activities 
图 2. 孩子对爸爸/妈妈在活动中表现的反馈 
 

总之，家长在活动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与家长自身的诸多因素有关，如科学素养和实验技

能不足、缺乏与孩子的沟通和合作技巧等(见表 9)。 
 
Table 9. Parents’ demand for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表 9. 家长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需求情况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开展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时，您需

要哪方面的帮助与指导？ 

科学知识素养方面 40 76.9 

实验操作技能方面 42 80.8 

探究项目的设计方面 42 80.8 

与孩子的沟通技巧方面 21 40.4 

如何和孩子分工合作，共同学习 24 46.2 

其他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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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满意度较高，但仍有待完善 
表 10 反映了家长和孩子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较高的满意程度。63.5%的家长和 75%的孩子表示非常

满意，其余的家长和孩子均表示较为满意。通过对活动时间安排满意程度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活动仍

然有待完善。不管是孩子或是家长，认为活动时间分配较为合理的只占 50%左右，一部分家长和孩子对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时间的具体分配上还有所期待。有意思的是，本项调查发现孩子对活动的认可度在每

一个选项上都高于家长，这可能与孩子本身的天性和对科学探究活动的热爱有关；而作为陪同的家长，

往往没有成为真正的合作同伴，一起全身心投入到科学探究过程中来。 
 
Table 10. The satisfaction of parent-child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表 10. 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满意度 

题目 选项 
小计 比例(%) 

家长 孩子 家长 孩子 

您对亲子科学探究

活动时间上的安排

是否满意？ 

自己玩和老师组织时间的分配较好 24 27 46.2 51.9 

自己自主安排的时间太少 7 10 13.5 19.2 

老师组织的时间太少 8 6 15.4 11.5 

交流总结的时间和机会太少 10 4 19.2 7.7 

活动总时长可延长 3 5 5.8 9.6 

其他 0 0 0 0 

您对参与过的亲子

科学探究活动是否

满意？ 

非常满意 33 39 63.5 75 

较满意 19 13 36.5 25 

较不满意 0 0 0 0 

不满意 0 0 0 0 

4. 建议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均是持积极态度。他们期待多样化的活动形式、相对弹

性的活动时间、较多的开展频率以及多方面的活动指导。这种期待带来了对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高需求，

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有待克服。1) 活动组织者方面：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高质量开展离不开

优秀的志愿者导师，但志愿者以小学教师居多，志愿者们在活动的前期准备中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项目开发、媒体信息编辑以及活动管理等工作都需要占用大量的业余时间。2) 物质保障方面：温州市

的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基本上都以公益形式开展，由于活动缺少足够的经费和场地等物质条件的支持，导

致活动的开展次数和参与人数都大大受限。3) 活动参与者方面：现阶段，家长科学素养偏低，有意识地

对孩子开展科普活动的家庭并不多；而且，家长在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合作沟通能力弱、科学素养和公益

心有待提高等问题也开始浮现。 

4.1. 宣传教育方面 

4.1.1. 加强政策扶持，扩大宣传力度 
目前，亲子科学探究活动呈逐渐发展的趋势，但受众面并不广。好的活动需要支持、宣传与推广，

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与鼓励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开展，对公益性单位(如学校、公园、博物馆和科技馆等)
给予表彰，对相对成熟的公益组织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同时，已有的活动组织要积极牵头促进有关组

织、单位的联系与交流，达到强强联合，以强带弱。另外，开设并打造优秀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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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交媒介能更好地进行活动宣传和科学教育。活动宣传力度的加大，将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就能

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和活动参与者加入，就能更好地开展活动。 

4.1.2. 加强对父母的指导，提升父母教育能力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庭在非正式的科学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父母在当前的亲子科学

探究活动中普遍反映出对自身科学素养、沟通能力和角色定位等各方面的需求。因此，在人力、空间和

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利用好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地对父母进行指导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应当积极创

造条件鼓励父亲参与到孩子的科学探究活动中来。 

4.2. 活动实施方面 

4.2.1. 家庭方面 
倡导家长自主学习，创建探究型家庭。家庭资源是小学生进行科学学习和开展科学探究的重要资源，

做好家庭资源(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将对小学生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具有重要意义[7]。 

4.2.2. 学校方面 
首先，在师资力量的培养上，积极提高指导师的专业科学素养和专业指导能力，选择优秀的教师，

为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开展培养优秀的组织与指导人员。其次，充分发挥中小学科学教师的优势，以班

级或年级为单位，尝试建立“家庭科学探究互助团体”，为感兴趣的家庭提供亲子科学探究小活动以及

其他方面的帮助。 

4.2.3. 社会方面 
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直接关系到对亲子的吸引力度，只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才能够

满足广大受众的不同需求。但是，出于对活动经费、活动安全性以及活动人手等因素的考虑，亲子科学

探究活动开展形式受限，活动次数以及受众人数均大打折扣。因此，亟需发动社会力量，为亲子科学探

究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如赞助资金和提供适宜的活动场所等。 

4.3. 活动组织模式 

实践中发现，部分家长缺乏公益心，每次报名参加活动时积极踊跃，但在活动中和活动后均表现了

明显的利己行为。这种现象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不利于今后亲子科学探究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

今后将对活动组织和管理模式做出一系列调整，比如加入奖惩模式，增加公益激励分，在尝试活动积分

制度的基础上再开启分层管理。同时，还应该增加报名方式的多样化，使更多的家庭能够拥有参与活动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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