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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economy，ther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qualified science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However，students’interest in learning science and their aspirations to
pursue science-related professions decline sharply when they are getting old. This issue has become a considerable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education. This survey study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grade 7 students from three reg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shown that students were highly interested in studying science，but very
few would like to become a scientist. Factors such as parents’attitudes to science，peers’attitudes to science，students’
school science experience，self-efficacy science learning，images of scientists，informal science experience may shap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science aspirations. Moreover，students’science aspiration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gender and
family background.

[摘 要] 我国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现代化建设急需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然而，青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科学的

兴趣减弱，对未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理想也逐渐淡化，这影响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本研究以浙江省初中一

年级学生为对象，通过问卷对其科学职业理想的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发现：虽然学生对科学感兴

趣，但是很少有学生表示愿意成为一名科学家。家长、同学和学生本人对科学的态度，学习科学的自我效能、对

科学家工作的认识，以及参加校外科学活动的频率是影响学生形成科学职业理想的潜在因素。研究还发现，学生

的科学职业理想在性别和家庭背景上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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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学生科学职业理想的意义
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直接影响其今后学业

中有关科学学科的选择与学习，从而对其未来

从事科学工作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国外研究

表明，年龄在 10 岁左右的学生对科学充满兴

趣，但是这种兴趣在中学阶段却骤减[1]。瑞典

学者林达尔 （Lindahl） 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

了这一点，他发现很难吸引年龄超过 13~14

岁的学生学习科学，并强调 13~14 岁之前是

培养学生科学兴趣与科学职业理想的最佳时

期[2]。因此，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与生活经

历对学生未来是否继续学习科学起着决定性

作用。

职业理想是指一个人在一定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

职业和发展目标做出的想象和设计，它应该建

立在个人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兴趣和职业激情

的基础上[3]。所谓科学职业理想，简而言之就

是对自己未来从事专业科学研究工作 （即科

学家工作） 的追求和向往[4]。青少年是人生的

一个特殊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充满幻想、理想

主义的。因此，了解他们的职业理想，尤其是

科学职业理想的状况，对引导其形成合法健康

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树立良好的科学职业理想

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科学教育强调培养未成年人的科

学素养，要求“完善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

育，提高科学教育质量，使中小学生掌握必要

和基本的科学知识与技能，体验科学探究活动

的过程与方法，培养良好的科学态度、情感与

价值观，发展初步的科学探究能力，增强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5]，为未来社会输送合格的

科学技术人才。所以，在科学教育过程中，有

必要帮助学生树立一定的科学职业理想，即有

志于从事专门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之理想。为

此，本研究立足于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

上，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系统中的特点，调

查我国 13~14 岁阶段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情

况，探索影响形成科学职业理想的因素，以期

为培养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科学人才提出建

设性意见。

2 影响科学职业理想形成的因素
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影响职业理想，尤

其是科学职业理想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性别、

家庭的经济情况、父母的态度、学生对科学的

态度和对科学家的印象。

首先，性别对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有重要

影响作用。例如，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男生

和女生 （14~16 岁） 均具有很高的职业倾向

性，但是女生更倾向选择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职

业 （64%女生 vs.27%男生），而男生则更青睐

工程领域的工作 （45%男生 vs.11%女生） [6]。

我国学者对 277 名初中学生的职业理想进行调

查研究，发现男女学生在对科学家职业的选择

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 （科学家在 16 种职业

理想中排序第 5） 比女生 （科学家在 16 种职

业理想中排序第 16） 更愿意成为科学家[7]。

其次，学生家庭的经济情况对其科学职业

理想的形成也有影响。国外研究发现，家庭经

济情况较好的学生对医药及科学领域的职业

有着更浓厚的兴趣，44.5%家庭经济情况较好

的学生表示将来愿意成为一名医生，而作出同

样职业意愿表述的家庭经济情况较低的学生

只有 21.8%；23.3%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学生

表示将来愿意成为一名科学家，比例远远超过

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 （8.8%） [8]。然而，

家庭经济情况与职业理想之间的关系较为复

杂，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与来自富裕家庭

的学生一样，也愿意接受高等教育进而有机会

从事一份理想的职业，但是由于受到不公平的

待遇，这些学生可能很难实现他们的理想[9]。

第三，父母或家庭的态度会对学生的科学

职业理想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学者凯勒

（Keller） 和威斯顿 （Whiston） 在研究中发现，

家长的支持对孩子在学业与职业发展中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家长支持孩子学习科学

或从事与科学相关的职业，可以激发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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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或从事科学职业的兴趣[10]。

第四，另外一个影响学生科学职业理想的

潜在因素是学生对学习科学的态度。负面、不

积极的态度可能会妨碍学生选择科学职业作

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正面、积极的经历会激

发学习科学的兴趣，进而促进科学职业理想的

形成[11]。美国学者卡隆 （Carlone） 和约翰逊

（Johnson） 在研究中发现，科学课堂中积极的

经历能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激发他们继续

学习科学的恒心，建立未来从事与科学相关

职业的决心[12]。

最后，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还可能与他们

对科学家的印象有关联。如果学生对科学家持

有刻板印象，即：科学家是身着白色大褂、戴

着眼镜，在实验室里从事危险实验工作的中、

老年男性[13]，这些学生已经对科学家的工作有

了抵触心理，让他们选择从事与科学相关的工

作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即便某些学生对科学家

的工作有着更为积极的认识，这也并不足以促

使他们选择科学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领域，因

为他们觉得“科学家是科学家，我是我”，对

两者的认识不存在任何重叠[11]，这与学生缺少

对科学职业的了解有关系。

总之，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的形成因素错

综复杂，既与性别、种族及家庭经济情况等结

构因素相关，又受兴趣、态度等心理维度上的

因素影响。为此，本研究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ASPIRES 研究项目问卷的基础上[14]，结合我国

的教育教学实践，探讨影响我国中学生形成科

学职业理想的因素。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的选取

浙江省是全国最早统一实施综合科学课

程的地区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在初中

阶段试行 《自然科学》 综合课程取代分科教学

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2004 年

开始根据国家课程标准的要求，开设 《科学》

课程，将综合科学课程逐步与国家课程接轨，

进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15]。因此，选择综合科

学课程实施地区，对于研究学生科学职业理

想及其有关因素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本研

究以分别来自浙江省杭州市、金华市、台州市

三所普通公立初中学校的初一年级学生 （13～

14 岁） 作为被试者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展

开研究，共发放问卷 7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65 份，有效率 88.7%。在有效样本中，男生

337 人 （50.7%），女生 328 人 （49.3%）。
3.2 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结合前期对学生的访谈，结合我国

社会和科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对英国伦敦国王

学院 ASPIRES 项目组编制的“学生科学职业

理想问卷”进行翻译和修订。

问卷分为 11 部分，共 52 个题项，包括：

①学生的基本情况 （性别、年龄）；②家庭的

文化资本 （父母的教育背景、家庭藏书数量）；

③学生的职业理想 （开放性问题“长大后，我

愿意从事…”）；④学校课程 （最喜欢的课程、

最不喜欢的课程）；⑤学生的家庭情况 （父母

对学生的未来期望、对科学的态度等 8 个题

项）；⑥学生的课外活动 （阅读科学书籍、参

观科技馆等 5 个题项）；⑦同学对科学的态度

（我班上的同学“喜欢科学”、“认为科学很

酷”共 2 个题项）；⑧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

（“我期盼着上科学课”、“科学课令人兴奋”

等 6 个题项）；⑨学生学习科学的自我效能

（“我觉得科学很难”、“我理解科学课上的所有

内容”等 7 个题项）；⑩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

（“我愿意在将来继续学习科学”、“我愿意从事

一份使用科学的工作”、“我愿意成为一名科学

家”、“有朝一日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共 4 个题项）；輥輯訛对科学家形象的认识 （“从事

令人兴奋的工作”、“很古怪”、“被人们所尊

重”等 8 个题项）。⑤～輥輯訛部分的题项采用李克

特五点量表计分法，以五分制代表其支持程度：

1 代表非常反对；2 代表反对；3 代表中立；4

代表支持；5 代表非常支持。所有题项均以正

向计分，在某一分量表上得分越高，则表示学

生对题项的陈述的支持程度越高。
3.3 问卷的发放、处理与分析

在问卷的发放过程中，为了确保调查过程

的规范，我们让参与本研究的校方以班级为单

位，按照拟定好的指导语，组织学生完成问

卷。回答问卷的时间统一控制在 20～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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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由课题组录入计算机，运用 SPSS v.

21.0 软件处理。采用 Cronbach’salpha 系数对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可信度进行检验，结果显

示此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可靠性比较

高。虽然各分量表的系数在 0.62～0.86 之间，

但在测量儿童心理维度的时候，稍微偏低的系

数也是可以接受的[16]。

首先，我们对问卷进行初步统计分析，然

后采用 t 检验 （分析不同性别的学生）、

Univariate 分析和方差分析 （分析不同家庭背

景的学生） 在各变量上的得分差异情况进行考

察。我们将题项“父母是否上过大学”、“父

母是否完成义务教育”、“家中藏书数量”整

合，获得依变量“家庭社会文化资本”，并分

为“较高”、“居中”和“较低”三个层次。

最后，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上述各变

量对学生科学职业理想的预测作用。

4研究结果
4.1 初步描述性统计分析

4.1.1 学生在各依变量的得分情况

描述统计分析发现 （见表 1），学生在各

依变量的得分都高于项目答案的理论均值

（3.00）。学生对学习科学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

（M=4.16），能较为积极地参加课外科学活动

（M=3.71），对科学家形象的认识也较为非刻

板化 （M=3.46），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科学职业

理想 （M=3.37）。然而，学生仍然认为科学

家、工程师、发明家、医生、商人和职业运动

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 （M=3.27）。另外，学生

认为父母对自己有着很高的期望 （M=4.37），

并对科学也有着很积极的态度 （M=3.70）。

对问卷回答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绝大

多数学生 （81.7%） 对自己未来所要从事的职

业做出了选择，其中排名前三的职业分别是商

人 （12.3%）、演艺人员 （12%） 和医护工作者

（11.1%），选择其他职业的学生比例均低于

10%。另外，男女学生在职业选择上有着较大

差别，如图 1 所示，经商、科学家、医疗护

理、公司白领、表演艺术是男生最想从事的工

作，而表演艺术、医疗护理、教师、经商、艺

术与设计为女生最想从事的工作。值得注意的

是，科学研究工作是男生较为青睐的工作，有

13.1%的男生表示愿意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

只有 1.2%的女生表示愿意成为一名科学家，

比例差距悬殊。此外，我们发现很多学生

（33%） 将科学课选为最为喜爱的学校课程，

并有大部分学生 （78%） 表示愿意在未来学习

更多的科学知识，但是表示愿意从事与科学相

关工作的学生骤减 （45.4%），而愿意成为科

学家的学生则寥寥无几 （7.2%）。这个结果充

分说明，学生喜欢学习科学并不代表他们愿意

将科学工作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

4.1.2 不同性别学生在各依变量上的得分

以性别 （女生 VS.男生） 为分组变量，对

“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学生对典型‘男性

职业’的印象”、“参加课外科学活动的情

况”、“学生对科学家非刻板印象”、“学生对

科学课的态度”、“科学自我效能”、“家长对

科学的态度”、“家长对学生的期望”、“同学

对科学的态度”等研究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

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2），男女学生

的得分在“父母对学生的期望”方面不显著，

但是在其他各依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而且

依变量

科学职业理想

典型“男性职业”的印象

课外科学活动

对科学课的态度

对科学家的非刻板印象

科学自我效能

父母对科学的态度

父母对学生的期望

同学对科学的态度

N

664

639

665

658

656

655

656

660

662

平均值

（M）

3.37

3.27

3.71

4.16

3.46

3.16

3.70

4.37

3.22

表1学生在各依变量的得分情况

标准差

（SD）

0.76

0.87

0.96

0.61

0.44

0.63

0.74

0.50

0.76

图 1 学生对未来所从事职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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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值得注意的

是，“父母对科学的态度”这一依变量在性别

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与女生相比，

男生会更多地与父母讨论科学方面的问题，

使得他们认为父母对科学有着更为积极的态

度。对于题项“如果我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的

父母会很高兴”，40.2%的女生及 52.3%的男生

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但是，对于题项“我愿

意成为一名科学家”，学生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其中仅有 19.6%的女生表示愿意或非常愿意，

而男生也只有 43.3%表示愿意或非常愿意成为

一名科学家。由此可见，虽然成为科学家会令

学生的父母感到高兴，但是，是否愿意成为科

学家仅是学生自己的事情。

4.1.3 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各依变量上的得分

以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 （高 VS 中 VS 低）

分组，对各依变量分别进行 Univariate 分析和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学生参加课外科

学活动情况” （ (2，648)=14.01， <.001）、

“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 （ (2，642)=11.10，

<.001）、“学生对科学家的非典型印象” （

(2，639)=3.58， <.05）、“学生的科学自我效

能” （ (2，639)=12.44，p<.001）、“父母对

科学的态度” （F(2，639)=22.70， <.001） 等

方面，家庭文化资本的主效应均显著。简单

效应分析表明，不同群体在“学生参加课外

科学活动情况”、“学生对科学家的非典型印

象”、“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父母对科

学的态度”、“学生的科学自我效能”等方面

的得分情况，均是家庭文化资本高的学生得

分显著高于家庭文化资本居中和偏低的学生；

在“同学对科学的态度”方面，家庭文化资

本高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家庭文化资本低的

学生。
4.2 影响学生科学职业理想的因素

究竟哪些因素会对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

产生影响作用呢？回归分析发现，学生的科

学职业理想与“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父

母对科学的态度”、“学生的科学自我效能”、

“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非刻板印象”、“学生

参加课外科学活动的情况”、“同学对科学的

态度”等六个依变量相关。由表 3 可知，上

述六个依变量与学生科学职业理想构成模型

（6，620） =76.75，p<.001，共解释“学生的

科学职业理想”效标变量 42.1%的变异量。此

外，多元共线性分析发现，依变量之间不具有

显著的相关性 （容忍度值在 0.58~0.90 之间，

VIF 值在 1.11~1.72 之间）。在本研究中，对学

生科学职业理想产生预测效果的因素由强到

弱依次为：①学生的科学自我效能；②学生对

科学课的态度；③父母对科学的态度；④学生

对科学家的非刻板印象；⑤学生参加课外科学

活动的情况；⑥同学对科学的态度。

5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测量了初一年级学生的科学职业理

想，并探索与科学职业理想相关的因素。结果

发现，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与对科学的态度、

学习科学的自我效能、对科学家的认识、参加

校外科学活动的情况、家人的期望及父母对科

学的态度等因素紧密相关。除此之外，我们还

分析了性别、家庭的文化资本与科学职业理想

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

学生对科学家的非刻板印象

父母对科学的态度

学生的科学自我效能

学生参加课外科学活动情况

同学对科学的态度

0.26

0.17

0.20

0.34

0.07

0.08

0.21***

0.10**

0.19***

0.28***

0.09**

0.08*

表3 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与其他变量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5.11

3.01

5.11

7.95

2.67

2.31

0.05

0.06

0.04

0.04

0.03

0.03

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

0.42***

0.43

76.75

注院* <.05, ** <.01, *** <.001遥

科学职业理想

典型“男性职业”的印象

参与课外科学活动的情况

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

对科学家的非刻板印象

科学自我效能

父母对科学的态度

父母对学生的期望

同学对科学的态度

M

3.15

3.08

3.48

4.09

3.41

2.95

3.61

4.34

3.09

M

3.60

3.48

3.93

4.23

3.51

3.36

4.21

4.38

3.35

表2 不同性别学生在研究变量上的差异情况

t

-8.05***

-6.00***

-6.32***

-3.13**

-2.72**

-8.86***

-3.07**

-0.80

-4.35***

SD

0.69

0.82

0.94

0.61

0.44

0.57

0.75

0.50

0.75

SD

0.76

0.87

0.92

0.60

0.44

0.62

0.72

0.50

0.76

女生(n=328) 男生(n=337)

注院* <.05, ** <.01, *** <.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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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不同

家庭经济情况的学生，他们的科学职业理想存

在着显著差异。与女生相比，男生在科学职业

理想、科学自我效能、对科学家的非刻板印

象、对科学的态度等方面表现的更为优异，这

与国外学者研究的结果相一致[11]。然而，与其

他研究结果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父母对科学

的态度在学生的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也就

是说与女生的父母相比，男生的父母对科学

有着更积极的态度。

本研究发现，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和对科

学家的非刻板印象是决定科学职业理想强弱

的重要因素，这与国外研究的结果相似[1]。但

是，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受

家长对科学的态度影响，这个结果是有别于国

外研究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外学生对学

科的态度是建立在综合判断上，基于自己的经

验；而我国学生普遍缺少社会实践，忽视了将

学校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因此，家长的态

度对学生的学科选择与职业取向产生了潜移

默化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中发现学生对“愿意继续学

习科学”、“愿意从事与科学相关的工作”、

“愿意成为一名科学家”的选择呈递减的趋

势，这表明吸引学生继续学习科学或从事与

科学相关的工作是可能的，但是成为科学家

对绝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从未想过的。尽管学

生对科学课的积极态度也许会激发他们在未

来继续学习科学的欲望，但是很难让他们树

立未来成为科学家的理想。从本研究的调查结

果上看，商人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也许这与

“我的家人希望我长大后能赚很多钱”的期望

有潜在的联系。或许职业教育应该提早走进

教室，让学生对不同工作的属性与内涵有所了

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进

而为未来的职业选择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国的科学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较

高科学素养的公民，同时，还要为现代化建设

输送科学技术人才。因此，我们在揭示我国中

学生科学职业理想的现状之后，又揭示其形成

科学职业理想的影响因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教育启示。

首先，科学教育课程内容的改进。中学科

学教育的课程内容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融

合，既让科学课程的内容源于生活，又让学生

对科学知识的实践回归生活[17]。本研究发现，

学生的科学职业理想与其对科学的态度有关，

而源于生活的课程内容往往能激发学生对科

学的兴趣。长期以来，我国在课程内容组织上

采取的是学科结构单一模式，强调科学知识的

“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和“结构

性”，使得科学课程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严

重脱离[18]，致使学生被动、机械地接受教师讲

授的课程知识点，不能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

趣。我国最新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 （7~9

年级） 课程标准》 （简称“新课标”） 强调课

程内容要让学生了解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现

代科学技术知识，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建设新

农村、新城镇和改善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作

用，从而使他们意识到科学与自身和社会发展

的密切关系，学好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

树立服务社会、振兴中华的理想[19]。

其次，科学教育评价方式的改进。本研究

中，学生的科学自我效能对其科学职业理想有

预测作用。然而，传统的教育评价往往是一种

自上而下的评价，将学生置于消极被动的角

色，以书面考试的形式，片面地对其学习结果

进行评价，从而忽视了对其学习过程的关注，

传统的教育评价模式影响学生的自信心，但是

以学生为主体、以知识以外的综合素质 （如创

新、探究、合作与实践） 等能力发展为主要内

容，以质化形成性评价为方法的学习性评价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20]。在我国中学科

学教育中，要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以评价

学生的学习过程为出发点，立足全面培养学生

的科学素养，对学生的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

态度、情感与价值观以及对科学、技术与社会

关系的认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价[19]。新课标

强调“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在科学素养方面的

发展，而且要了解学生在发展中的需求，发现

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潜能，帮助学生认识自

我，建立自信，促进学生在已有水平上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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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强化评价的内在激励作用，发挥评价的诊

断、教育和发展功能”[19]。

第三，科学教学方法的改进。本研究发

现，学生对科学课的态度对其科学职业理想有

着重要的预测作用，所以科学教育更能通过

改善教学来增强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我国

最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

实践能力，而对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科学教

育中则集中体现为对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19]。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还有很多教师认为科学

探究就是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国外研究表明，

单纯让学生动手做实验既不能激发其学习科

学的兴趣，也不能促进对科学知识的理解[21]，

真正的科学探究要求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

中，融入探究的理念与精神，给学生手脑并用

的机会，让他们主动提出科学问题，引导他们

进行猜想和假设，协助他们设计科学实验、观

察与实验，获取事实与证据，以检验其猜想和

假设，最后以语言、文字、图表、模型等方

式，对所探究的结果进行交流与评价[19]。由于

科学探究能体现出科学的本质，让学生了解

科学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必须接受实践

的检验，并且通过科学探究而不断发展。只有

在掌握科学探究的基本技能和理解科学本质

的基础上，学生才能认识到科学、技术与社会

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是一项人人都应当关注

的社会事业[22-23]。

第四，消除学生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重

新塑造科学家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学校教

师，尤其是科学教师要引导学生以批判的眼光

去审视大众媒体对科学家形象的描述，让他们

认识到哪些科学家的形象是真实的 （如新闻报

道中科学家在应对“非典”等传染性疾病中所

作的贡献） [24]，哪些是杜撰的 （如某些科幻电

影中对科学家负面形象的描绘） [25]。此外，学

校也可以聘请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开设讲座、

报告，向学生介绍他们的工作，让学生有机会

与他们能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第五，重点关注女生、家庭文化资本薄弱

的学生群体，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科学、

了解科学。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上述学生群

体的科学自我效能比较薄弱，缺少参加校外

科学活动的机会，而且对科学的态度也比较

消极。因此，学校首先要了解每个学生的家

庭状况，针对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帮

助[26]。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更多地

关注弱势学生，通过对话与提问的形式，激

发他们学习科学的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科学

自我效能。此外，学校还可以通过组织课外

科学活动，如参观科技场馆、动物园、植物

园等非正式科学教育场所，让每位学生都有

机会接触科学、了解科学、学习科学，丰富

他们的科学学习生活。

最后，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国家

与民族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

的创新与进步。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依靠大

批高素质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支撑，基础教育阶

段中的科学教育对未来科技人才的培养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应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为出

发点，帮助更多的学生树立科学职业理想，为

国家培养和输送更多的科技人才，以科技实现

伟大的“中国梦”。

致谢 本研究获得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Jenn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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