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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osophy of science has a deep influence on science education. As a part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lso has a beneficial inspiration in pri-
mary school’s science teaching.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under-
standing, and briefly sums up the design of teach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and finally 
gives a brief analysi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of the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and design. The paper discusses from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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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哲学对科学教育有着很深的影响。作为科学哲学中的一部分，科学认识过程对小学科学的教学也同

样有着有益的启发。本文先对科学认识过程做了简要的叙述，又简要概括了小学科学中的教学设计的情

况，最后从科学认识过程对小学科学中教学设计这一个方面的启示作简要的分析，分别从教学目标与教

学内容这两大主要方面做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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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代中国，科学教育在社会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小学科学作为科学教育中重要的一部

分，同样也得到了发展。在这个领域中，科学哲学对科学教学的指导作用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凸显。

在科学哲学中，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有着十分详细的研究；而科学教育正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和理解科

学知识。在这个方面，科学哲学就对科学教育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科学

认识过程对小学科学教学设计的影响与启示作简要的阐述。 

2. 对科学认识过程的简叙 

科学认识的过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但若概括来

讲，它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客观事实经由观察实验变为科学事实，科学事实经过理性思维变成科学

认识，科学认识又经过理论方法的作用呈现为科学原理。简要地说，就是“首先由科学实验提供科学事

实，接着进行科学概括，最后再建立起理论体系”[1] (p. 42)。 
从以上过程中可以看出，在科学认识过程中有这样的几个基本词汇：客观事实、科学事实、科学认

识以及科学原理。这些词汇经由科学方法的作用后逐步向更深层次递进，最终形成科学理论体系。而科

学方法，诸如上述提到的观察实验、理性思维以及理论概括，又在方法论层面上实现着科学认知。由此

可见。科学认识过程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科学认识论方面，一个是科学方法论方面。两者需要

用适当的方法有效结合，才能使科学认识的过程进行下去。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科学的认识过程则为科学理论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一条便捷又严谨的道路。也就是说，在一个科学理论体系最终建立、为科学界乃至世人所认可

时，科学认识过程也就完成了它在这一个体系中的使命。 
所以，科学认识过程作为科学哲学中的一部分，其自身也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它对哲学

之外的其他一些领域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里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它小学科学教育中的教学设计产生的一

些启发。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一些现状。 

3. 对小学科学教育中教学设计的概述 

我国小学科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 1904 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跌宕，当今我国的小学科学教育正处

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与技术，因而科学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科学

技术的教育在新时代也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小学科学课堂中的教学设计作为组成小学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地探索中摸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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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学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教师对整个课堂的把握，也关系到学生接受知识的效果。可以说，教学

设计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是课堂教学的“重头戏”。而小学科学又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的

实际课堂并不仅仅是老师讲、学生听，在课堂上靠讲授传递一些理论知识就够的，而是需要真正的实践

操作，使学生通过对实验过程的感悟去体会知识的获得。在这一方面，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各个方面还

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引起老师们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教学目标不明确。科学课想要让学生学到什么，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的问题。它不仅

仅是让学生得到最后的原理与结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学会运用科学方法去

解决问题。但目前我国的小学科学课堂中大多还停留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层面上，教师对于教材的解读

也大多将重点放在科学知识与结论的讲解上，将实验探究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忽视科学体验本身

所带来的知识发现的过程，使学生在学习科学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只注重结论而不注意过程与方

法的僵化思维。 
第二，教学内容与方法不恰当。这一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对‘科学探究’的机械理解和教条化的运

用”[2]。科学下分不同的学科，每个学科都有每个学科不同的探究特点。但如果对“科学探究”理解的

过于机械化教条化，就很容易“张冠李戴”，将适合这一种学科的实验方式套在那一种学科上。如此一

来，不但对探究过程本身不负责任，对于学生理解该学科的思维过程、探究方法以及最终获得知识都会

产生不好的影响。 
针对上述现状，笔者认为科学认知过程可以为之提供一些现实的启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 

4. 科学认识过程对小学科学教学设计的启示 

科学认识过程对小学科学教学设计的启示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4.1. 在教学内容上，应该更加注重科学体验 

在美国科学教育标准中有这样一句话：“科学学习，是让学生去做，而不是把做好的东西给他。”

[3] (p. 19)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科学教育界的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学生学习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对科学的一种自身体验。 
科学认识过程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通过观察实验使客观事实变为科学事实，这一步在小学科

学的课堂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很多小学科学的课堂上也都设计了这样的环节，但效果却并不算好。对

于老师而言，还是过多的关注你原本就知道的结论了。学生操作的某些实验结果可能会与之前已知的结

论不同，而这些不同往往会被搪塞过去。有的学生会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但由于这些问题偏

离了结论的方向而被忽略。其实，“对于获得科学知识的科学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尝试的动态过程，即

不断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证明或否定假设的循环过程。”[2]所以，在小学科学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完

全可以借鉴科学认识的过程，让学生去体验科学被发现的经过。这样一来，学生从实践中得到了相关的

结论，课堂效果会比教师在讲台上灌输的效果要好很多。 
科学本就是操作性很强的一门学问，许多科学原理都是由实践操作得出的。对于小学学生来说，太

深的科学知识反倒不利于他们对科学的学习。小学科学课“本应具有大量的、系统的教师教学操作方法

示范和学生的操作行为训练”[4]，这就需要我们各位老师能够改变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敢于创新、敢

于实践，将科学体验带入科学课堂，是教学设计不再是一对多的口头讲解、结论至上，而变成真正的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科学课堂，将这门课程的真正价值实现在学生的科学学习能力当中。 

4.2. 在教学目标上，以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过程、科学的发现方法为主要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的重要环节，也是保证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传统的科学课堂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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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多都是以“让学生明白原理”为教学目标，因此教师在课堂上扮演了主角，以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或

是以迎合结论的实验来进行教学。但这样却完全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要改善这种状况的话，可以借鉴科学认识的过程。科学探究的过程其实就是“面对自然界的问题解

决过程，其出发点是科学问题，其过程是数据的采集和收集，其结果是对问题的解释或说明”[2]。沿着

“发现问题–进行实验或试验–解决问题”这一思维过程，运用了诸如归纳、演绎或者归纳演绎结合法、

类比、等科学方法，最终得到了科学原理。同一领域的许多科学原理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科学理论体

系。 
对于小学科学的教学设计，我认为教学目标不应单单地设计为让学生明白或理解某一理论，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系统性思维更加重要。让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能够

运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我想这才是科学课应该教给学生的。 
此外，还有在教学评价设计上，应该以学生是否解决了问题、能否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与验证自己

得出的结论为主要评价标准等等，都能或多或少地受科学认识过程的启发。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将科学认识的过程将现实的科学教学联系起来，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改变从

前的科学课堂，让学生真正的喜欢科学、爱上科学。现如今，小学科学教育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

发展阶段，科学认识过程对小学科学教学设计的启发远不止本文提到的这些，同样的，科学哲学对科学

教育的启发也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开拓，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广大的科学教育工作者用心领悟、认真思

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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