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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资本教学法源自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它是从科学资本构成的维度出发，旨在通过科学教育增

加学生的科学资本，以提高学生从事科学相关职业的一种教学方法。科学资本教学法的基本主张包括：

注重教学内容的个性化和本土化；加强教学过程中新旧知识的衔接；在教学实施中贯彻科学资本的八个

维度；教学原则注重教学的实践性以及教学评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五个方面。通过介绍英国科学资

本教学法，对我国现阶段注重学生的科学资本、培育学生的科学资本以及让科学资本融入学生的生活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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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rived from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 the Science Capital Approach is a pedagogical approach 
that aims to increase students’ scientific capital through science edu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access to science-related careers. The basic propositions of the science capital approach in-
clude: personalisation and localisation of the content; strengthening the link between old and new 
knowledg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mplementing the eight dimensions of science capital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cusing on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motivat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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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learn through assessmen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ritish science capital teaching me-
thod,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focus on students’ science capital at this stage, to cultivate stu-
dents’ science capital and to integrate science capital into students’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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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被誉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对科技人才的培养。2020 年 9 月在京举办的科学家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加强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

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1]。近

年来，在科学教育实施过程中：高考选科出现弃选物理科目现象、2018 年 PISA 测试表明我国四省市城

乡和校际间科学素养差距凸显等问题，“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

职业”[2]仍长路漫漫，颠沛坎坷。 
归根结底，科学资本的缺乏造成越来越多的学生逃离科学。2015 年，阿奇尔(Archer)等人立足大量的

跟踪研究，认为：科学资本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科学参与、支持学生在科学职业上的选择和发展，而在学

校教育中，运用科学资本教学法能为学生提供帮助，进而改善学生日后从事科学职业的意愿。 
本文通过介绍科学资本在教学上的实践，即科学资本教学法，旨在为我国当前科学教育引渠入流，

为培育学生的科学资本，促进学生投身于科学事业出谋划策。 

2. 追根溯源：何为英国科学资本教学法 

“科学资本”源自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一组可被使用的资源和权力”[3]。与文化资本是

“文化是所有人都不得不卷入其中的社会游戏”[4]一样，“科学资本”是“所有人参与科学游戏所具备

的筹码”，且以具体或客观的状态出现，具有间接性和隐蔽性。 
“就具体的科学资本而言，它具有个体性、独特性等特点，与特定的个体紧密相连，无法通过馈赠、

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5]。其获得必须是由行为者本人亲力亲为，他人是无法替代的[6]。 
就客观化的科学资本而言，家长虽然可以将书籍、报刊等工具传递给子女，但却不能将其承载的科

学知识、科学技能直接传递、输送到子女的精神世界之中，行动者只有通过自我建构、对其进行消化吸

收，才能将其完全占有，从而使之转化为一种有效的科学资本参与到再生产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7]。 
就与其他资本的关系而言，它可以借助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获得和提升，例如：参观科

技馆，购买科学书籍等，并以此提高个人的科学素养,从而在教育场域中占据有利地位。 
科学资本教学法是从科学资本构成的维度出发，旨在通过科学教育增加学生的科学资本，以提高学

生从事科学相关职业的一种教学方法。 
它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认可和重视学生现有的科学资本，以帮助学生获得新的科学资本。体现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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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学生——尤其是弱势群体参与科学，以提高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增加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筹码，

为他们的社会流动，尤其是弱势群体阶级流动开辟路径，促进社会公平。 
科学资本教学法最初是“创业科学项目”(Enterprising Science Project)的一部分。该项目受英国石油

公司的资助，其中包括一项为期一年的教师专业发展计划，以支持教师在实践中开发和应用科学资本教

学法。之后，经由英国国王学院、英国大学学院教育学部的研究人员与来自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 43 名不

同中学的科学教师合作、共同发展和试用，历时四年，最终探索而成[8]。研究表明，科学资本教学法有

助于学生对科学内容的理解，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和投入，使学生对科学更感兴趣，增强学习科学的信

心等[9]。 

3. 诠释内涵：何是英国科学资本教学法 

(一) 教学内容：注重个性化和本土化 
科学资本教学法重视学生学习内容的个性化。这一观点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发展而成，它认为

知识是不能被传递的，必须由学习者主动建构而成。其学习理论主张学习者从个体生活情境出发，主动

对外界情境进行加工和处理，并为这些知识或经验赋予个人色彩。因此，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学生观认

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教室的，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具有了各自独特的生活经验，教学的过程就是使新

知识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发生新的联系，以促进新知识的生长。 
同时，科学资本教学法也重视学习内容的本土化，除了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的情境性相符：

知识的学习要置入特定的情景。同一学习材料，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学习者对它的领悟，习得也会有所

不同之外，也借鉴了布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学生早在参与学校学习

前，就已经受家庭、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占有了不同的资本，形成了相应的惯习。若想在学校场域

中提高自身的竞争筹码，“不仅仅需要依靠他所占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所起的作用……而且还取决于

他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还取决于他的社会轨迹和性情(习性)在时间演变中所起

的作用”[10]。这就需要教师来调动学生在家庭场域、社会场域中所占有的资本或形成的惯习以参与课堂

教学。 
因此，教师在教授课程前，可以对学生及其家人进行问卷调查，提前了解学生们现有的兴趣爱好、

以往习得的相关科学经验和对未来从事科学职业的期望。这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已占有的科学资本、唤

起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教师在教授课程中，可以恰当的运用学生熟悉的本土化案例作为导入，以引出

相应的学习内容，例如：在讲述植物器官时，可以借助本地熟知的花卉作为导入内容，设置探究花卉器

官的环节，推动课程沿教师预设的道路进展。 
(二) 教学过程：加强新旧知识的衔接 
加强新旧知识衔接的理论，一方面来自于“知识资金”(Funds of knowledge)理论，这一的概念最初

是由卡洛斯·维莱斯–依巴涅斯(CalorsVelez-Ibanez)和格林伯格(Greenberg)提出来的。在对美国–墨西哥

边境地区的家庭进行人类学研究时，他们描述了“家庭包含的策略和文化资源，我们称之为知识资金”

的形成；莫尔等人(Moll)将知识资本从人类学延伸到教育学，认为知识资金代表了“一种积极和现实的观

点，即家庭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认知资源，对课堂教学具有巨大的潜在用途”[11]。例如：大部分人会

认为科学实验是与科学相关的，但往往会忽视做饭、干农活等与科学的相关性。一些学生在生活中经常

操作一些设备，饲养一些动物，积累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却很少意识到它们与学校课程之间的联系

[12]。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对这些知识资金所具有的价值给予正强化——它们都与科学学习有关，值

得学生们分享交流。 
另一方面，新旧知识衔接十分符合维特罗克的生成性学习理论：即学习的生成过程就是学习者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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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结构，已经储备在长时记忆中的事件和脑的信息加工策略，与从环境中接受的感觉信息，即新的

知识相互作用，主动选择信息和建构信息的意义[13]。 
因此，科学资本教学法主张教师可以运用下列五种提问方式，以引出学生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体验

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加强新旧知识的衔接。即：1) 邀请学生分享与自己有关的经验或者感悟；2) 教师借

助开放式问题引发学生思考；3) 营造一个宽松、愉悦的课堂氛围，鼓励人人都能分享或讲述生活中有关

的案例；4) 提高性格内向型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比如：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小组谈论，或者朗读他们的书

面成果；5) 及时给予学生反馈，教师的反馈应当涉及学生的个体经验，让他们能够产生个体主动性受到

尊重的积极感受。 
同时，在教学中，一些老师发现：对于那些没有固定答案的开放式问题，使用这些万能问题模板也

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例如：这同你之前看过的……(视频、书籍等)有关呢？你以前在哪里见过这种类似

的东西？有没有人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一技能/知识的人呢？等[14]。 
(三) 教学实施：贯彻科学资本的八个维度 
在“创业科学项目”(Enterprising Science Project)中，研究人员通过对教师们的观察和访谈，发现教

师们清晰地认识到科学资本的八个维度对学习科学课程所产生的帮助价值,这些维度与教师们所秉持的

观点，即影响学生科学课堂参与度的因素，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说，科学资本的八个维度将会有助于

教师们更加自信地帮助学生培育科学资本，以便在课堂和家庭、社会之间建立起构建科学资本的桥梁，

确保了学生们在课上和课下时间都能够参与科学，为学生日后从事科学职业营造了良好的科学环境。 
对此，教师可以在教学中贯彻以下科学资本的八个维度： 
1) 科学素养：鼓励学生理解或掌握科学的原理以及自然界运作的方式。例如：小孔成像、虹吸现象、

传染病预防与防治等。 
2) 树立科学的态度、意向和价值观：讨论科学研究的价值以及科学在个人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谈论科学或伪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拓宽科技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思路。例如：探讨通信技术发展

对生活的影响、树立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价值观。 
3) 注意科学知识的迁移：分析学生日后从事某一职业所需要的科学技能，例如:在了解城市道路规划

者的作用后，鼓励学生们思考这一职业需要那些涉及科学知识的技能。 
4) 使用科学媒介：鼓励学生通过手机、电视或者网络观看科学纪录片，或者阅读与科学有关的新闻、

书籍等。例如：观看科幻片《星际穿越》、阅读《时间简史》等科学类经典书目。 
5) 参观校外科学教育场所：为学生提供本地(或免费)的科学学习机会；安排学校参观科技馆；询问

学生们在校外接触哪些科学相关的场所；询问学生在家里是否有修理、手工制作或种植等习惯，在适当

的情况下可以将这些内容与课堂教学联系起来。例如：全班同学思考学校周边道路的交通如何减速，并

一起讨论道路颠簸和交通减速措施的利弊等。 
6) 调动学生在家庭场域中所积累的科学资本：鼓励学生们善于发现家人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使用的

一些科学技能和知识。例如：鼓励学生们坐车时观察车与车的距离、鼓励学生们掌握家里的用电常识等。 
7) 接触科学工作者或学习者：向学生们介绍从事科学相关工作的人士；安排 STEM 大使来学校开设

讲座；安排 A-level 科学学习者与学弟学妹们交流，分享在 16 岁以后学习科学的经历。例如：学校邀请

当地科研所的人员向学生科普知识等。 
8) 经常谈论科学；布置同家人或同伴谈论科学内容的家庭作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课堂以外的

科学交流变得生活化和普遍化，改变以往科学“难高深”的刻板印象。例如：让学生向家人普及传染病

消毒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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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学原则：注重教学的实践性 
这一原则强调：教师在教学场域中，必须赋予每位学生话语权，让所有学生都能从他们的自身经历、

兴趣出发，运用已占有的科学资本，为参与科学课堂添砖加瓦，并相信自己会得到教师的认可和表扬。 
为此，教师可以通过实施以下八个部分来进行教学实践： 
1) 制定班级规则，声明尊重和欢迎每位学生的课堂参与。例如：回答问题错误的学生不会受到老师

和同学的嘲笑。 
2) 周期性地回顾学生的参与情况，确保课堂不会受到某位学生的主导或阻碍。例如：教师指名害羞、

内向的学生回答问题。 
3.给学生营造宽松、舒适地自我表达的课堂氛围。例如：教师可以多提出开放式问题，不设置固定

标准答案。 
4) 重视并认可每一位学生的课堂参与；例如：在讲解传染病的防治与消毒时，不仅邀请甲分享父母

作为医生的消毒方式，也邀请乙分享父母作为清洁工的消毒方式。 
5) 介绍与科学有关的职业，并在墙上张贴案例；例如：在讲解传染病的防治与消毒时，可以借此提

及清洁工在为公共场所消毒是所做的独一无二的贡献。 
6) 开阔学生的科学视野、扩展学生的科学思维。既满足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习得了科学知识，

也认可了学生们自身占有的科学资本；例如：教师鼓励学生们讲述他们在某一领域感兴趣的见解和思考。 
7) 打破科学职业的刻板印象。例如：教师对每位学生的参与进行肯定性评价，有助于撕掉科学仅属

于“中产阶级、白种人、男性、优等生”的标签。 
8) 周期性开展小组讨论，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课堂。例如：每节课固定几分钟展开讨论，鼓励弱势

群体学生参与课堂回答。 
(五) 教学评价：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科学资本教学法倡导的教学评价最大的优势是能提高每位学生参与科学的热情和自信心，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机。这种评价方式能够“利用学习者对所教内容的兴趣，以达到‘材料和方法与学习者的目的

和现有能力极其密切地相关’[14]，否则就‘意味着忽略了强有力的动机作用，可能造成无效学习’”[15]，
让“具有内在动机的学生倾向于努力采取更深入的、更有意义的方法，而且倾向于更独立的学习”[16]。
教师的角色从课堂讲授者变为帮助儿童学习的引导者，“以利用现有兴趣达到教育目标为核心……允许

儿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和任务”[14]。整个评价过程会让学生获得轻松、愉快的学习体验，提高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动机，并促使学生在随后的教学中继续做出符合教师期望的行为，以再次获得肯定。

整个教学过程犹如莫比乌斯环一样，形成内在动机–积极行为–内在动机的无限循环。 
科学资本教学法常用的两种教学评价方式分为教学反思和形成性评价。教学反思的目的“就是识别

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发现我们所做的事和所造成的结果

之间的特定的联接�使两者连接起来”[17]。对此，教师通常会借助“反思日记”这一形式，记录在课堂

上取得的成功和不足，以及哪些问题引起了学生们热火朝天的讨论，以改变教师后续的教学行动。在支

持反思，评估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中，研究人员和教师们在合作中发现：学生成绩单、学生参与学习的态

度和行为、教师的观察和反思、以及对学生科学资本的调查和课堂教学案例等都可以作为形成性评价的

组成部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让教师置身于所观察的资料外围，通过探究学生的表现和自身的教学实践

行为，把经验中的智慧要素显现出来，为下一步的行动赋予明确的目标。 

4. 移花接木：何用英国科学资本教学法 

第一，重视学生的科学资本。近年来，有关科学资本对学生日后从事科学职业意愿的研究开始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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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者的重视，有学者在《科学资本对西部学生科学职业理想的影响》[18]研究中表示：科学资本处于优

势阶层的学生更愿意从事科学相关工作，源于其优质的科学教育资源及家庭优势，这些使其对科学的态

度及自信从小便培养起来，对其未来教育选择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处于弱势阶层的学生，由于家庭

文化资本比较薄弱，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优质科学资源，对科学没有太多的认知，难以培养其科学

兴趣及自信。因此，高科学资本的学生其科学职业理想更多地受科学自信和自我科学态度的影响。 
这一调查结论证实了科学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对学生在科学课堂的参与度，日后从事科学职业的

意愿以及科学成就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若父母从事科学相关的职业，如工程师、医生、科学研

究员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使用的科学语词符号、阅读的科学书籍、观看的科学视频或

新闻、以及对科学工作的态度和价值观等都会潜移默化的对子女产生积极地影响，且他们通过给予子女

“强烈的期望和支持”以影响子女对科学的态度、价值观、以及日后从事科学职业的意向和取向等，反

之，则亦然。 
第二，培育学生的科学资本。培育学生科学资本的目的在于克服学生，尤其是弱势群体学生心中对

科学难学、无聊的刻板印象，帮助他们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科学经验，积累科学资本，提高课堂参与度，

进而提升学生们日后参与科学的抱负。对此，教师可以在教学前借助问卷摸底学生现有的科学经验和对

科学的兴趣爱好；在课堂教学中贯彻科学资本的八个维度，加强新旧知识的衔接，注重营造一个宽松愉

悦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并对学生的参与回答进行及时性地正强化反馈，表扬认

可学生的参与贡献；在教学后，教师也要注重形成性评价和反思，及时记录课堂取得的成就和不足，这

对于教师的专业型发展而言具有宝贵的应用价值。 
第三，让科学资本融入学生的生活。培育学生的科学资本不能仅靠教师，更要注重的是家庭、学校

和社会三方面的努力。对家庭而言，家长也可以运用科学资本的八个维度对子女的科学资本进行培育，

例如：定期带子女参加科技馆；观看科学纪录片，阅读科学书籍；生活中向子女讲解事物或现象的科学

原理等。其次，对部分家长而言，拒绝迷信是向子女以身作则的最好榜样。 
对社会而言，社会首先应该营造出崇尚科学的氛围，尤其是在当下流量明星遍地，娱乐新闻通天的

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召开科学家表彰大会，奖励为社会、国家做出成就的杰出科学家，鼓励少年人决

心投身于科学事业；鼓励城市地铁口、学校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宣传崇尚科学的标语，或张贴杰出科学工

作者的宣传海报；其次，鼓励企业聘请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代言；鼓励短视频 APP 以短视频的形式科普科

学知识，让科学知识脱离难高深的象牙塔逐渐走向平民化和通俗化，并对发布科普视频的用户实现相应

的激励奖励制度。最后，城市的科技馆、科技展览等公共设施可以免费为市民开放，提高市民近距离学

习科学知识的机会；文化宫或图书馆可以组建少年儿童科学小组，鼓励少年儿童积极思考，发明创造。 
总而言之，科学资本教学法能够重视学生学习内容的个性化和本土化，加强学生新旧知识之前的衔

接，注重实践性，评价具有激励性并在教学中时刻贯彻科学资本的八个维度，对重视、培育学生的科学

资本，让科学资本融入学生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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