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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form and progres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science 
educ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and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current science teaching in Chines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a shortage of 
science teachers, an incomplete long-term effective science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a lack of science textbooks and teaching aids, inadequate laboratory 
facilities, and a need to improve students’ scientific practice abilities and crea-
tivity.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educators in China are constantly improv-
ing and perfecting scienc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t-
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tatus and role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streng-
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They seek to achieve specializa-
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in science education, actively improve the evalu-
ation system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propose project-based teaching pro-
grams such as STEM educ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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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教育是教育的特定范畴，与人文教育形成对比，主要目的是提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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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增强他们探索及运用科学技能的技巧，并培育出

正确对待科学的态度和精神，同时建立起恰当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本源认识。

它被视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一环，同人文教育一起，努力为社会负责的人才提

供必要的教育[1]。近些年，得益于国家的全力支持，中国的科技进步迅速。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面对一些挑战，比如过分追求实用主义的目标导向、

过于偏向少数群体的学生选择、缺乏全面性的课程设置、教法上的过度形式

化、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师资的专业不足等问题[2]。基于上述问题，我国

教育工作者不断创新实践，积极引入并优化 STEM 教育。STEM 教育近年来

在教育领域被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该教育模式的实践价

值，积极地将其运用于教学中，打造以 STEM 教育理念为基础的学习课堂[3]，
引导学生通过实际情境模拟再现来处理问题，提高学生的知识吸收融合速度，

助力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提升。 

2. 我国科学教育现状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科学教育经历了重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科学

教育的质量，使科学教育更加融入学生的生活，并促进科学教育创新。在种

种改革之中课程标准的改进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于 2004
年、2011 年、2022 年三次出版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针对不同时代学生科

学素养发展水平现状以及上一版本科学课标实践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优化改

善，使学生对各个知识点掌握程度更加清晰明了。在最新的课程标准中可发

现教育部正不断提高对学生综合科学素养水平的要求，强调在科学教育中发

展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新的课程标准还引入了更多的实验和探究

式学习，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和学习成果。除了课程外，中国还采取了各项措

施来加强对教师培训和支持。例如，各大高校开设科学教育专业，培养专业

型中小学科学教育师范生；开展各类学术讨论以及教师师范技能竞赛，以提

高教师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政府为学校提供资金，以购买教学材料和设

备，支持科学教育。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中国的科学教育仍面临着挑战。 
科学教育的初衷在于提升所有学生的科学修养，然而现今的中小学科学

教育过于强调学生的考试技巧，却忽略了学生实验和实践的能力。在浙江地

区，科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课程且作为一门主修课程，在小学及初中均有设

立，但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教授学生各类应试技巧，却疏于培养学生实验实

践能力，按照考纲划定的内容进行教授，而忽视科学课程标准的存在。科学

课程标准明确了学生学习的目标及内容，并标明了每部分内容学生所应达到

的掌握程度，考纲则是对课程标准的简化，删减了部分课程标准内容，教师

忽视课程标准，按照考纲对学生进行授课讲解，这将会造成学生对部分科学

知识内容掌握不充分，无法培养优秀的科学素养。近些年浙江省各个地区开

始逐步取消考纲，但由于升学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学生依旧需要较高的考试

成绩去就读更好的高级中学，故短时间内仍无法改变学生以应试为主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科学课程主要采用综合课程或分科课程两种方式进行，综合

科学课程的试行在浙江已然取得较为良好的成果，但在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

仍未设立综合科学课程，大多采用分科教学方式进行[4]。综合科学虽将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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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生物、地理四门自然科学课程进行有机融合，但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部分校长以及教育工作者认为综合科学课程脱离了

四门课程体系中固有的知识逻辑，其科学本位知识相对凌乱，担心影响教学

质量等等[5]，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师素质不高、教

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落后和教学体制不完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双基”即为中国的基础教育长期关注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掌握扎实

的基本理论与技术；二是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及创新意识[6]。然而随着以测

试为主导的教育模式被强化并影响了教课方法后，一系列的问题开始浮现出

来——比如课堂上主要关注知识点传递而非实际应用的能力提升，例如解决

问题的策略；再者是把各个科目的重点放在各自领域内而不是综合考虑整体

效果；此外还有大量冗杂的内容使得理解变得困难复杂并且容易产生误解或

遗漏信息的情况发生；最后就是教材中的部分章节陈述太过古老晦涩或者涉

及到一些边缘化的主题从而使其失去了吸引力，而且教师们往往更倾向于让

孩子们通过反复练习来巩固他们的认知水平而不去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探究活

动或是尝试新的思路，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学校里老师会布置大量的作业

给同学们做以此作为一种提高成绩的方法。 
近年来，伴随着科学教育的大规模变革，各类创新型教课方式不断出现，

科技设备进入校园，例如网络学习课程使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参与

讨论互动，获得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投影仪、平板电脑等科技设

备进入教室，为课堂展示、互动讨论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资源和工具。以上种

种使得学校的环境和教室的形式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图 1)，这些转变毫无疑问

为科学教育的改进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图 1. 传统教室与智慧教室对比图 

 

然而，这同时也让一些老师误以为改革的关键在于外表，过于关注课堂

气氛、学生活跃程度及他们的参与感，却忽略了对科学核心内容的指导与解

析。虽然学生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探索项目，但却并未从中学到实际的

知识，未能提升他们在现实场景下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或研究实质性的原则。

根据中国科普研究院针对我国青少年科学观念所做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学

生对科学科目及其相关话题的深层次内涵了解不足[7]，并且存在着过高估计

的现象。在郭映彤[8]的研究中发现，在科学教育活动中，多数教师设计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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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探究过程过于表面化，没有深入探究背后的科学本质，科学活动忽视学生

的主体地位，过于追求知识技能的获取，这将导致学生对科学的理解并不够

透彻，未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也没有建立起更加深入的认知。这种“形式”

教育改革不仅与我国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理念相违背，而且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状态，不利于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的培养。 

3. STEM教育的内涵 

STEM 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

(Mathematics)的缩写，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F)在 1986 年提出，用以强

调这四个学科在科学教育中的重要性[9]。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对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挑战。STEM 教育的内

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0]。 
1) 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是 STEM 教育的核心。它包括对科学原理和方法

的学习，以及对科学实验和研究的实践。科学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

的本质和科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 
2) 技术教育：技术教育是 STEM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对计算机、

软件、硬件和其他技术工具的学习和使用。技术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具备使

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工程教育：工程教育是 STEM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对工程原

理和方法的学习，以及对工程设计和制造的实践。工程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

具备设计和制造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数学教育：数学教育是 STEM 教育的基础。它包括对数学原理和方法

的学习，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实践。数学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5) 跨学科教育：STEM 教育是一种跨学科的教育模式。它要求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整合和应用。跨学科教育的目的是让

学生具备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6) 实践教育：STEM 教育是一种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它要求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进行实践和实验，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实践教育的目

的是让学生具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总之，STEM 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对

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挑战。它强调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综合应用，注

重跨学科教育和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其更多注重的是一种教育理念，而非

实际的具体教育模式，STEM 教育的理念均可以很好的应用于各类教学之中。 

4. 新科学教育的改革 

近年来，中国科学教育改革逐渐成为社会的关注点，各地每年的中考政

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小学科学从之前的副科变为现在的主课。在 2017 年笔

者所就读的浙江某初级中学的中考仍采用老高考的志愿填报方式，学生在自

身考试成绩未知以及各高中录取分数未知的情况下进行志愿填报，若第一志

愿未录用，则学生总分降低 15 分后进行第二志愿的录取评定，平时的上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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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均为应试教育，教师填鸭式授课，科学实验实践课少之又少，授课教师也

非专业的初中科学教师。但随着浙江省中考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教育

得到不断的重视，针对初中科学的专业性教师开始出现在各个中小学内，笔

者所在的初中现在的中考志愿填报机制也改成了先知道自身中考成绩，后填

报志愿，中考内容也新加入的学生科学实验考核。以上种种制度的更新，体

现着新科学教育正逐渐走进学生的课堂当中。 
在科学教育的改革中，笔者认为 STEM 教育的引入对各中小学科学教育

有着很大的帮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至今的三十余载里，美国的全国

科学院一直致力于推动“理工科基础教育的改革与提升”，并于 1986 年的发

布了名为“Undergraduate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的

研究成果文件作为这一行动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11]。在这个过程中，STEM
教育与课程融合[12]、问题解决学习[13]、探索性学习[14]、社区参与性学习

等新概念建立了广泛的联系。STEM 教学模式通过整合科学、科技、工程与

数学的四大学科元素来实现对学生创造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这种方式

鼓励学生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场景里，并且能识别出各种环境下的知识

形态。换句话说，他们可以依据相关资讯联想前后关系，洞察问题核心并在

必要时作出适当调整以解决难题[15]。我国于 2015 年引入 STEM 教育理念，

在各大高校开设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专业性师范生，建设各类实验基础设备，

加强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在毛刚等[16]对 STEM 教育教师发展本土化经验

研究中发现，我国的 STEM 教育推广不同于国外的标准话、规范化推广发展，

我国的 STEM 教师教育展开是从实践中逐渐认识 STEM 教育，在实践中开展

STEM 教育的本土化创新，在实践中教师完成个人发展转型。随着 STEM 教

育的不断推广，新型教师的不断涌现，STEM 教育工作平台的不断建设……，

我国本土的各类文化精髓得到良好的传承，学生在课堂当中不仅仅能学到科

学知识，也能锻炼他们自身的科学探究实践能力，学会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利

用，这将推动我国中小学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使新科学教育改革更加深入

每一位国人的内心。 

5. 结语 

技术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蓬勃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根源。

如果缺乏创新能力，那么这个中华民族在全球先进文明中将难以脱颖而出

[17]。因此，培养创新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任务，尤其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更

是科学教育的责任所在。为了解决中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各部门正积

极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重视和加强中小学基础科学教育，这是培养新一

代青少年创新与创造力、实施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手段。随着 STS 教育、

STEM 教育等教育模式的不断改进和推广，各中小学的科学教育方式也发生

了巨大变化。尽管目前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教育核心理念偏向应试教育等

问题，但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而得到逐步解决。在

中国三十余年的科学教育改革中，中国中小学生平均素养水平已经得到了有

效地提升，随着新型科学教育专业人才不断地进入教育一线，不断汲取并积

累最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教育经验，我国的基础科学教育将会迎来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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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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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新课程改革下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摘要：伴随着教育系统持续性的变革与进步，对中小学生的科学教育越来越

被公众所关注，并已然成为了基本教育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目前中

国中小学校的科学教学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包括科学教师的人才短缺、长期

有效的科学教师培训制度的不健全、科学教材和教具的匮乏、实验室设施的

不完备以及学生们的科学实践能力和创造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就上述问题，

我国教育工作者不断改进完善中小学科学教育，重视科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现科学教育专业化与全面化，积极改善科学教育的

评估体系，同时提出 STEM 教育等项目化教学方案，提高学生科学素养水平。 

关键词：中小学科学教育，教育问题，科学素养，STE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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