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7

我国科学教育政策的梳理分析
张会亮 *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科学教育是指所有能够促进人的科学素

质提升的教育 , 它包括面向青少年的校内外与

科学有关的教育。我国的科学教育起步较晚，

改革开放后，科学教育有了较大发展。199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科学技

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

意见》）。《若干意见》指出科普工作是“普

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措施，是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也是培养一代新人的重要措施”；需要推进三

方面的工作，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

学思想”，并且要把科普工作的重点“继续放

在青少年身上”，“多形式、多渠道地为青少

年提供科普活动阵地，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

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科

学观、人生观和世界观”[1]。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

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2]。随着科学教育的不断深

入和发展，2001 年 7 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 试行 )》，并据此颁布了《全

日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3~6 年级）》（实

验稿）和《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7~9 

年级）》（实验稿），这一系列政策文件规范

了科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对科学教育理念、课

程、教材、教师、评价等方面都提出了规范性

的要求。

2006 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2006—2010—2020 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旨在全面推动我国公

民科学素质建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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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与普及，尽快使全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

幅度的提高，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年公民

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长远目标。《全民科学素

质纲要》对我国非正式科学学习意义重大，为

非正规教育情境下的科学教育创造了蓬勃发

展的社会情境。

1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文献主

要包括我国科学教育相关政策文本和期刊文

表 1  科学教育政策分布情况表（1999—2017 年）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颁布时间

1999

1999

2000

2001

2001

2001

2001

2002

2006

2006

2006

2006

2007

2007

2011

2016

2017

颁布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

科技部等

科技部、教育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共青

团中央

国务院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国务院

科技部等

中国科协

科技部、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

防科工委、财政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

农业部、中国科协

国务院

国务院

教育部

文件名称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2000—2005 年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纲要

2001—2005 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

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3~6 年级）

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7~9 年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

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发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

关于开展“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大纲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 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

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章、论文等。研究的问题为：近年来，我国科

学教育政策制定目标是怎样的？科学教育政

策的影响力主要是什么？非正规科学教育政

策的情况是怎样？

1.1 政策文本

由于我国明确提到“科学教育”的政策文

本很少，本研究收集了自 1999 年至今我国颁布

的“科学课程” “基础教育”“素质教育”“科

学与技术发展” “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素质”

等与科学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主要内容见表1。

从文献统计数量看，我国科学教育相关政

策数量并不多，从 1999 年以来，共有 17 项政

策文件。2001 年是科学教育政策出台比较集

中的一年，对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进行了

重大改革。从政策颁发机构看，国家对科学教

育还是比较重视，国务院相继颁布了若干政

策文件，还有各相关部门如教育部、科技部、

中国科协等也都颁布了一些政策文件。

1.2 研究论文

除了上述政策文本，本研究还收集了从

中国知网（www.cnki.net）检索到的科学教育

政策相关研究文献（包括硕博论文）共 22 篇

作为借鉴、研究对象。从文献作者情况看，绝

大多数作者都来自于高校，其中一些是师范大

学；从研究内容看，国际比较、借鉴发达国家

经验的研究占相当大比例，例如“欧盟科学教

育改革政策研究”“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新标准

制定过程的政策透视”和“英国小学科学教育

改革：实地考察与思考”等。

2研究结果
2.1 培养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已经成为我国科学

教育的目标

1985 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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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1 计划”，以期帮助美国中小学生提高

科学、数学及技术素养。1989 年美国科学促

进会出版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对所

有学生高中毕业时应具备的科学、数学和技术

能力提出了建议。1993 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又

出版了《科学素养的基准》，将《面向全体美

国人的科学》中的科学素养目标转化成基础教

育（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学习目标或基准。

欧盟在进入 21 世纪后，也先后制定和发布了

《欧洲的科学、社会与公民》《2000—2005

年战略目标：塑造新的欧洲》《实现欧洲的领

域的终身学习》《科学与社会行动计划》等一

系列重要文件，期望公民科学素质与欧盟各国

发展战略相适应。

1995 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即“把

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

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

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3]。围

绕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科技部、中国

科协等部门于 1999 年发布了《2000—2005 年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纲要》，指出“一个国家或

民族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在科学技术发

展中拥有优势，更要下大力气提高国民的科技

素质，增强以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为宗旨的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长

期的战略性工程”。

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青少年科学教育活动的实际状况，共

青团中央、中国科协等五部门于 2000 年 11 月

颁布了《2001—2005 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

普及活动指导纲要》，对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

活动的“目标和原则”“基本内容”“类型”“支

持”等方面制订了实施计划，要“重视创新意

识和能力的培养，全面提高科学素质”，把“科

学态度，科学知识、技能，科学方法、能力以

及科学行为、习惯等四部份”作为青少年科普

活动的主要内容。

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

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

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2

年 6 月 29 日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科普法》从立法的角

度保障了“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

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

活动”[4]。

2006 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以

下简称《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全民科

学素质纲要》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2061

计划”的启发，并结合我国实情，通过制定实

施长期的规划，对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做出全面

部署，尽快使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

幅度的提升 [5]。《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标，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在全社会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推广科学方法，

普及科学知识”。《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对“科

学素质”概念做了界定，指出：“科学素质是

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

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

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

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

共事务的能力”；到 2020 年 “公民科学素质

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 21 世纪初的水平”[6]。

2011 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纲要 ( 试行 )》，并据此颁布了《全日制义

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3~6 年级）》（实验稿）

和《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7~9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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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稿），这一系列政策文件都将培养学生

的科学素质作为课程宗旨，并结合各学科领

域特点提出了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内容目标。

小学科学与中学分科科学课程标准将科学、技

术、社会（环境）融入课程内容领域中，从知

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三个维度界定科

学素养培养目标。各分科和综合科学课程都综

合考虑学生发展需求、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三

个方面，分主题地组织课程内容，以达到培养

学生科学素质的目标。

2.2 科学教育理念逐渐与国际接轨

STEM 教育于 21 世纪初逐渐走入基础教

育，特别是在 2010 年前后成为以美国、英国

为代表的国际科学教育实践的主流。STEM 教

育是基于整体化、系统化的教育理念而提出，

旨在希望学生通过 STEM 学习，综合利用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四个方面知识与技能的能

力，能够具有逻辑思维和技术能力，创新设计

并独立进行调查研究，有效解决问题。

2013 年 5 月，为了加强美国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领域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继续

保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在奥巴马

总统的主导下，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

会向国会提交了《联邦政府关于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战略规划（2013—

2018 年）》，对美国未来 5 年 STEM 教育发

展战略目标、实施路线、评估指标做出了明确

部署。这个规划对提升美国的核心竞争力起到

战略支撑性作用。2014 年 6 月英国皇家学会

发布了题为《科学和数学教育愿景》的报告，

展望未来 20 年的教育，提出要把科学和数学

置于教育中最重要的地位，目标是要保持英国

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我国从多方面借鉴了科技先行国家，特

别是美国的先进科学教育理念，先后实行三

次科学教育改革，尤其是第三次科学教育改

革，逐渐与国际科学教育接轨。科学教育理念

逐渐由培养数、理、化、生各领域的少数顶尖

人才，到每一个公民整体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

科学从单一的学术意境变为科学为大众；在科

学涵盖的学科门类归属上，从“知识类”转变

为“发展性学科”；从急功近利、忽视科学社

会功能的价值取向到倡导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促进科学教育的人文化和社会化 [7]。

在《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3~6

年级）》（实验稿）中，提出“科学课程要面

向全体学生。这意味着要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公

平的学习科学的机会和有效的指导。”在教学

建议上，提出“把科学课程的总目标落实到每

一节课、把握小学生科学学习的特点、用丰富

多彩的亲历活动充实教学过程、让探究成为科

学学习的主要方式、树立开放的教学观念、悉

心地引导学生的科学学习活动、充分运用现代

教育技术。”在评价建议上，提出“充分明确

评价的目的、准确把握评价的内容、灵活运用

评价方法。” 纸笔（答卷）评价注重能力立

意和知识理解考查，结合实操（实验、考察、

观察）和平时的学习档案进行综合评价。在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议上，提出“学校课程

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家庭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

发、社区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在教师队

伍建设建议上，提出“加强科学教师的职前与

职后培训、理解和支持科学教师的工作。”[8]

我国科学教育逐渐关注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发

展，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倡导科学探究、理

解科学本质、用大概念组织教学、开展“科学、

技术、社会”教育。

2.3 非正式学习情境下的科学教育比较灵活和多元

美国学者贝尔（Philip Bell）和列文斯坦

（Bruce Lewenstein）等人在他们的著作《非

正式环境下的科学学习》（Learning Science in 

Informal Environments）一书中，指出了非正式

学习环境对于科学教育的意义所在。研究认为

非正式环境为人们参与科学提供了一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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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且没有压迫感的学习氛围 ，使人们在没

有学校教育环境压力的情况下更全面有效地

学习科学。按照人类的生命周期和学习特点，

人们一生中的学习形式主要有三种：终身学

习（life-long learning）、全面学习（life-wide 

learning）、 深 度 学 习（life-deep learning）。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概念划分，就是为了强调多

样化的非正式环境在人们科学学习中的重要

作用。因此，非正式学习环境拓宽了人们学习

科学的范围，为人们学习科学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9]27-50。加拿大学者安斯沃斯（Heather L. 

Ainsworth）和伊顿（Sarah Elaine Eaton）在他

们的研究中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得出结论：

非正式学习会贯穿人的一生，尤其是在科学领

域和工程领域工作和研究的人员，在接受完学

校的学位教育之后，还将不断地在各种该领域

的非正规教育活动中得到继续的学习，促进他

们的科学职业发展 [10]。

自《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颁布以来，相关

政府部委和社会团体在本部门职能范围内，相

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助于开展科学教育

活动的政策文件。科技部等六部门于 2006 年

发布了《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

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要求“科研机构和大

学向社会开放要坚持公益性原则，不以营利为

目的，突出社会效益。”同年，中国科协发布

关于开展“科技馆活动进校园”工作的通知，

旨在将科技馆的科普活动送到学校，使科技馆

资源与学校教育特别是科学课程、综合实践活

动、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结合起来。为社会各方

参与开发青少年科普教育和科技活动内容搭

建平台，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促进校外科技活

动与学校科学教育有效衔接。2007 年 1 月科

技部、国防科工委等八部门于发布了《关于加

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国

家科普能力表现为一个国家向公众提供科普

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主要包括科普创作、

科技传播渠道、科学教育体系、科普工作社会

组织网络、科普人才队伍以及政府科普工作宏

观管理等方面。”

2007 年 10 月农业部和中国科协等发布了

《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大纲》，从农民科学素质

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主要内容、保障

措施四个部分对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做出了详

细的规定。《农民科学素质教育大纲》的制定

和发布，对增强农民科学意识，提高农民科学

生产、科学经营、科学生活能力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2012 年，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共同主办，

中国科学院为支持单位，有关高校、各省级科

协和教育厅（教委）承办，在部分有条件的

重点高校开展青少年高校科学营试点活动（以

下简称科学营活动），进一步发挥高校在传播

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提高青少年

科学素质方面的功能，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

趣，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鼓励青少年立志从

事科学研究事业，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打下坚实基础。

3讨论
3.1 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从教育政策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自 1999

年至 2011 年，国家颁布的科学教育相关政策

文件有十几个，数量比较单薄，所涉及的科学

教育范围和深度也不够。据统计，仅 2006—

2012 年间，美国国会研究部、美国外交关系

协会、国家科学委员会、教育科学研究所、美

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美国国家数学顾问委员

会等机构相继出台的研究报告就达 40 余份 [11]。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更好地推进实施 STEM 教育

五年战略规划，每年的财政投入约 3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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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间略有升降），同时更加注重项目实

施质量。如相比 2012 年，2014 年的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预算有 6% 的增长。

我国的科学教育应在《全民科学素质纲

要》框架下，特别是在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

和科学教育与培训基础工程两项任务中，推进

青少年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

育工作，应对未来国际竞争中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人才的需求。

3.2 跨部门协作开发科学教育资源

科学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和

相关机构的通力合作。美国国家 STEM（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委员会共有 14 个成

员单位，各成员单位积极贡献自身特色资源、

人力以及技能，促进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教育规划的实施。当前，我国科学教育

的纵向网络较为健全，而横向协作相对较差。

我国相当数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存有大量未

充分开发利用的科学教育资源，此外还有相当

多的高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保有大量的

科学教育资源，其功能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应加强相关调研，促进跨部门的高效合作，积

极推进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现有的及潜在的

特色科学教育资源开发开放。

3.3 吸引更广泛群体参与非正式科学学习

日常生活环境下的科学学习随时随地发

生，所处的学习情境也不尽相同，如科学问

题讨论、科学书籍阅读、上网以及科学体验

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育研究中心的斯格尔

（Kurt Squire） 和 帕 特 森（Nathan Patterson）

从日常科学教育环境的视角对非正规科学教

育进行了研究。他们援引了美国研究委员会

（NRC）对于日常科学教育环境与设施的特征

描述，认为这一教育环境的特点就是可以提高

人们的科学兴趣，促进人们对于科学的认同。

这些非正规的科学教育环境提供了很多的科

学教育媒介，使很多人对科学职业、科学领域

等产生了兴趣 [12]。

各类科技场馆如博物馆、 科学中心、植物

园、动物园、水族馆等场所，都被认为是可设

计的非正式科学学习的环境，它们利用自身资

源优势，运用展览、展示、互动、教学、探究、

实验、制作等多种活动方式，向人们传播科学

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贝尔

（Philip Bell）和列文斯坦（Bruce Lewenstein）

等人的研究表明，科技场馆的科学教育其实也

是成人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成年人在场

馆中既可作为服务者，又可作为学习者。研究

对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项目进行了探讨，包括

在各种场馆（博物馆、大学、科技中心、实验室、

诊所等）进行的教育形式，以及为不同的受教

育对象（基础教育教师、教育工作者、老年人）

设置的教育项目。同时也指出了场馆成人教育

目前存在的问题，其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就是成人科学教育需要发展完善而具体的学习

效果评估或检测标准 [9]173-206。

为此，美国国家 STEM 教育委员会成员单

位特别增加了史密森学会，冀望借助史密森学

会及其科技场馆优势，使非正规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资料与学校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教育保持一致性，同时将联邦各机构的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特色资源更好地

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我国的科学教育也应充

分发挥科技场馆的作用。目前，我国科技场馆

无论是数量，还是提供的服务质量，均不能

很好地满足公众接受科学教育的需要。因此，

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科技场馆的升级改建，另

一方面，通过对大量的原有工业遗留场馆和设

施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可用于科学教育的科技

场馆，提升存量，同时，还要加强科技场馆的

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切实发挥好科技场馆在

科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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