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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发展中国

科学教育究竟有何意义？这既是一个重要的

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我们

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以下四个子问题：一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探寻中国科学教

育的“根”和“魂”的意义；二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促使科学教育中国化的

意义；三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

动中国科学教育创造性转化的意义；四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国科学教

育创新性发展的意义。本文是对这些问题所

做的一些深层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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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促进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辉煌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优秀传统科学和优秀传统教育中，去探寻中国科学教育的“根”和“魂”，从

而促使科学教育的中国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中国科学教育发展

之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推动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而且有助于通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实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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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力量，蕴含着许多优秀的科学文化元素，为科普提供丰厚的滋养。新时代科普应深入挖掘、提炼、

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

的同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为此， 《科普研究》编辑部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普”专

题，深入探讨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意义、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

国科技成果命名、如何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做好科普展览，以及科普助力创新文化建设的

机理及实现途径等问题，以期为科普更好地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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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寻中国科学教育的“根”和“魂”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发展中国科学

教育的意义，首先在于为中国科学教育找到

其“根”和“魂”。中国科学教育究竟是否需

要“根”和“魂”？这是一个重要的本源性的

理论问题。其实，科学同别的文化一样，也

是一种人的创造，因而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

是整个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文化，其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人化。作为

一种人的精神创造，作为一种人的本质力量

的外化，科学不仅是一种关乎自然的学问，

更是一种关乎人的学问。因为没有作为创造

者的人，当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科学触及人的生命和灵魂，同样，科学教育

也必须触及人的生命和灵魂。因此，从这种

意义上讲，科学教育本质上也应当是一种文

化教育，须触及其独特的文化之“根”与文

化之“魂”，那就是一个个极富创造性的科学

家的生命和灵魂。

受狭隘的知识论科学观影响，当今的科

学教育主要还局限于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教

育。具体来说，有两种知识论的科学观深深

影响着我们的科学教育，一是实证主义的科

学观，二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前者强调的

是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后者则强调的是科学

知识的有效性。这样一来，科学就被狭隘化

为一种纯粹知识的体系、逻辑的体系或“真

的经验命题的体系”[1]，与人性和文化无关。

于是，科学教育仅仅变成一种具有逻辑性、

实证性或有效性的科学知识教育，从而导致

科学教育同人的创造性相分离，同人的精神性

相分离，同人的文化性相分离，也同人的历史

性相分离。就其本质而论，这样的科学教育存

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势必会导致切断其文化之

“根”和丢失其文化之“魂”。

显 然， 没 有“ 根 ” 和“ 魂 ” 作 为 支 撑

的科学教育，就像一棵没有“根系”和“命

脉”的大树，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无法实现

长远的发展。正像果实的丰满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大树的枝干和根系的繁茂一样，一

个民族或国家的科学教育要想获得丰硕的成

果，也必然不能离开其自身文化的滋养和熏

陶，特别是不能离开其文化之“根”与文化

之“魂”的滋养和熏陶。因此，科学教育大

致可以形象地分为三个环节，一是关于“果”

（知识）的教育，二是关于“树干”（创造者

的人性和文化）的教育，三是关于“根”（民

族文化之“根”和“魂”）的教育。

无疑，将科学教育仅仅局限于科学知识

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单纯的“果”不能

产生新的“果”。要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教育，必须涉及创造者的人性和文化，因而

必须要有关于“树干”的教育，而关于“树

干”的教育已经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畴，

进 入 了 文 化 教 育 的 范 畴。 然 而， 即 便 到 了

“树干”的教育，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创

造者并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因此，创造者

的人性和文化还同其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

有着很深的关联。这样一来，除了“果”的

教育和“树干”的教育以外，还需要有更深

层次的“根”的教育。

对中国科学教育来说，关于“根”的教

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教育。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因此，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是包括中国科学、中国教育以及中国

科学教育在内的所有文化的“根”和“魂”。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辉煌

的中华优秀传统科学那里，找到中国科学之

“根”和“魂”；从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教育

那里，找到中国教育之“根”和“魂”；从辉

煌的中华优秀传统科学和传统教育二者那里，

去探寻中国科学教育之“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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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既是中国

科学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中国教育事

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科教兴国事业

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推进科学、教育和科教

兴国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科学教育必须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

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面找到其“根”

和“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中国科学教育发

展之路。

2促进科学教育的中国化
对于中国科学教育“根”和“魂”的探寻，

有助于实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3] 同样，如果没有在中华五千年文

明中找到“根”和“魂”，那么，中国科学教

育也就难以有中国特色，难以发挥源于中国

的原创性，因而难以实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

当然，本文强调科学教育的中国化，并不是

为了中国化而中国化，而是为了通过科学教

育的中国化，实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要实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须首先解决

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科学教育究竟是

世界的，还是民族的？这是涉及科学教育的

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重要问题。可以说，科学

教育既有很强的世界性，又有很强的民族性。

这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

就越是世界的。因为无论是科学还是教育，

都既有很强的世界性，又有很强的民族性。

毫无例外，全世界都需要科学，都需要教育，

这就是世界性。但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都在自己的传统中，根据自己现实的国情和

实际的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科学，创

造着教育，这就是民族性。于是，世界就像

一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切

磋、相互竞争的大舞台，被世界所普遍承认

和接受的科学和教育，其实都是来自某些国

家或某些民族在充分吸纳人类优秀成果基础

上所创造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越是民

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此，实现科学教育

的中国化，既要有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根”和“魂”，更要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

土壤的原创性。没有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和“魂”，就没有中国特色和民族

性，因而难以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

原创性；而没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

原创性，就没有世界性，因而难以走向世界。

具体说来，科学教育的中国化对于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有助于大力推

动科技创新，从而通过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也是提升一个国家国

际竞争实力的关键，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最重要的着力点。因此，科学教育中国化最

重要的意义之一在于，要让科学本身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根”和“魂”，深深

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激发出扎根

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的原创性，从而让更具

原创性的科学成果走向世界，并切实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

其二，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有助于大力推

动教育创新，从而通过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科学与教育的水平是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的。科教兴国的战略突出地强调了

科学与教育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于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意义和作用。因此，

科学教育中国化最重要的意义之二在于，要

让教育本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科学教育的意义 <<< 曲一歌    孟建伟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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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和“魂”，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

化土壤之中，激发出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

壤的原创性，从而不仅用更具原创性的教育

成果走向世界，而且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

其 三， 科 学 教 育 的 中 国 化 有 助 于 大 力

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从而通过人才强国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

最终是由人来实现的，关键取决于是否有大

批创新型人才。人才强国对于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科

学教育中国化最重要的意义之三在于，要让

千千万万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找到其“根”和“魂”，深深地扎根于

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激发出扎根于中

华民族文化土壤的原创性，从而不仅培养出

更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创型人才，而且切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当然，也应当看到，科学教育的中国化

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主要问题有两个。一

是我们的科学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属于纯粹

知识论的科学教育模式。这种科学教育模式

仅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知识体系、逻辑体系

或命题体系。于是，它切断了同传统、历史、

文化，甚至同创造者之间的联系。二是我们

的科学教育由于长期缺乏我们自身文化深厚

的历史感，因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缺乏一

种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促进科学教育中国化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

有助于纠正纯粹知识论的科学教育模式，而

且给我们注入自身文化厚重的历史感，从而

增强的文化自信，具本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深

刻把握中国古代辉煌的科学技术史，从而在

科技文化层面上获得深刻的文化自信。因为

从中国古代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前，科学技术

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可以说，那时的中国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强国。深刻把握这

段科学技术史，不仅有助于中国科学找到自

己的“根”和“魂”，而且有助于大大提高科

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自信。

其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深

刻把握中国古代厚重的文化教育史，从而在

教育文化层面上获得深刻的文化自信。因为

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科技强国、文化强国，

还是一个教育强国。中国古代有非常深厚悠

久的教育传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孔子就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儒家

学说一起影响中国 2000 多年。深刻把握这段

文化教育史，不仅有助于使中国教育找到自

己的“根”和“魂”，而且有助于大大提高科

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自信。

其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深

刻把握中国古代璀璨的文化名人事迹，从而

在杰出人才层面上获得深刻的文化自信。因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长期的传承和发展中，

涌现出无数杰出的文化名人，可谓人才辈出，

群星灿烂。这些名人及其创造，至少在古代，

不仅达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至高点，而且达

到了世界文化的至高点。深刻把握古代文化

名人事迹，不仅有助于使当代中国人找到自

己的“根”和“魂”，而且有助于大大提高科

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自信。

总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助

于从根本上转变纯粹知识论的科学教育模式，

而且有助于大大提升科学教育中国化的文化

信心。

3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
科学教育的中国化有助于推动中国科学

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的科学教育

体系或科学教育模式。要实现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其根本途径就是要实现从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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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转变。

我们以往的科学教育模式基本上可以称

作是科学知识教育模式。所谓科学知识教育，

其哲学基础是知识论的科学观。它将科学仅

仅看作是一种逻辑的、实证的知识体系，或

“真的经验命题体系”。建立在这种知识论的

科学观基础上的科学教育模式，就是科学知

识教育模式。它将科学知识看作是科学教育

的唯一内容，将包括逻辑的和实证的方法在

内的科学方法当作科学教育的唯一方法。其

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得已有的

科学知识及其体系。因此，这种教育模式从

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

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

具体来说，这种科学知识教育模式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知识与文化的分离。

科学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最具创造力的文化，

而科学知识仅是整个科学文化中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科学知识教育模式的狭隘性就在

于，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知识的人性之“根”

和文化之“魂”，从而将活的知识变成死的知

识，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使科学教育失去了旺

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造力。二是教书与育

人的分离。科学教育本来应当具有教书与育

人双重功能，可是，科学知识教育模式由于

从根本上排除了科学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

变成了一种没有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的科学

知识教育，于是，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育人

的功能。三是读书与做人的分离。由于从根

本上排除了科学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因

此，学生得到的仅仅是已有的科学知识及体

系，难以学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想、科学

精神以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4]。

因此，要走出科学知识教育模式的现实

困境，就必须实现科学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

化，即实现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

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所 谓 科 学 文 化 教 育， 其 哲 学 基 础 是 文

化论的科学观。它将科学看作是人类的一种

最富创造性的文化。如果把科学教育比作一

棵大树，那么，科学知识就是这棵大树上的

“果”。建立在这种文化论的科学观基础上的

科学教育模式，就是科学文化教育模式。它

将狭隘的科学知识教育，拓展到广阔的科学

文化教育。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关于“果”

的教育，更要有关于“树”的教育。它不仅

要给学生逻辑和实证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

还要给学生包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科

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内的整个科学

文化。因此，这种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以知识为

中心的教育。

科学文化教育模式将从根本上摆脱科学

知识教育模式的困境，从而为科学教育创新

性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其一，知识与文化

的融合。科学文化教育模式将全面而深刻地

理解科学知识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特别是要揭示科学知识的人性之“根”和文

化之“魂”，从而将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

最终使科学教育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

创造力。其二，教书与育人的融合。科学文

化教育模式不仅要通过知识和文化的融合，

从而给学生以活的知识，而且要通过揭示科

学的人文底蕴和文化内涵，从而以文化人和

以文育人。其三，读书与做人的融合。科学

文化教育模式不仅要给学生关于“果”的教

育，更要给学生关于“树”的教育。因此，

学生得到的不仅仅是已有的科学知识及体系，

更重要的是，还将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

想、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由此可见，要实现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

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已经不

再是要求细枝末节的表面性转化，而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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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一种根本性的科学教育范式的创造性转

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走出中

国科学教育的现实困境，从而实现一种根本

性的中国科学教育范式的创造性转化，这种

转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一种深厚的文化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历

史传统。一般说来，西方的科学观和科学哲

学大都倾向于知识论，而中国传统的科学观

和科学哲学大都倾向文化论。从“格物致知”

和“经世致用”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科学认

识论和科学价值论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其

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属于文化论的科学

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后者则属于知识论的

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 [5]。深刻挖掘和利用

这种深厚的文化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历

史传统，对于纠正当代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

观和科学哲学，实现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创

造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一种文化论的教育观和教育哲学的历史传统。

正如中国传统的文化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

同西方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有着重

大差别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论的教育观和教

育哲学同西方知识论的教育观和教育哲学也

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

的“传道”“授业”和“解惑”三者之间的有

机统一，就深刻地体现了文化论的教育观和

教育哲学的重要思想。无论是“传道”，或是

“授业”，还是“解惑”，都不仅包含着知识

传授的内容，而且更多包含着文化熏陶的内

容。特别是“传道”，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深刻挖掘和利用

这种深厚的文化论的教育观和教育哲学的历

史传统，对于纠正当代狭隘的知识论的教育

观和教育哲学，实现教育观和教育哲学的创

造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最后，综合以上两种历史传统，不难看

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其实也蕴含着

一种文化论的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哲学的

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传统告诉我们，科学教

育既要关注形而下的“技”，更要关注形而上

的“道”；既要关注知识，更要关注德性；既

要关注“外王”，更要关注“内圣”；既要关

注“格物致知”，更要关注“经世致用”等。

深刻挖掘和利用这种深厚的文化论的科学教

育观和科学教育哲学的历史传统，对于纠正

当代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

哲学，实现科学教育观和科学教育哲学的创

造性转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

过推进科学观、教育观和科学教育观等方面

的创造性转化，从而推进中国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

4实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当然，我们强调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并不是为了转化而转化，而是通

过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最终实

现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从科学知识

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

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

并对于实现中国科学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

方式和教育理念方面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具体来说，中国科学教育可以通过“三个

结合”，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

人文之间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4.1 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通过传统与

现代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如果科学教育局限于知识教育的范畴内，

我们的科学教育显然只能关注当代，同传统

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样一来，传统和现代

的关系就会被完全切断。于是，我们的现代

科学教育就会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全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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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找不到其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

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与现

代相分离的局面。因为科学文化教育将大大

超越科学知识教育的范畴，它在强化现代知

识 教 育 的 同 时， 还 要 注 重 文 化 的 传 承， 特

别是要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文化之

“根”和文化之“魂”。

其实，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并

非为了结合而结合。两者的结合无论对于科

学还是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例如，中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认

为，中国古代数学具有两个重要特色，一是

重视应用，传统数学是高度实用性的；二是

重视计算，传统数学是“计算性、构造性、

也是算法性的”[6]。正是从中国传统数学的

理论和方法中获得灵感，吴文俊将传统数学

中的算数和代数方法同现代计算机科学的算

法相结合，推动实现数学的机械化发展，从

而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国著

名药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

呦呦，从中国传统药学中汲取资源，将中国

传统医籍和民间方药与现代医学方法相结合，

研发出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为

全世界饱受疟疾折磨的患者带来福音；中国

计算机科学家王选，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

的基础上，利用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方法发明

了汉字压缩技术，发明创造了中国自行研制

生产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由此，中

国完成了一场告别“铅与火”活字印刷时代

的技术革命，走向了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在当今科技

时代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

何深度地挖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

源，特别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资源，无疑

是中国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不意

味着要重传统、轻现代。毫无疑问，“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7]，”这是

时代的主流。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其真正目的就在于，通过深度挖掘和利用传

统的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现代，特别是服

务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4.2 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通过东方与

西方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如果科学教育局限于知识教育的范畴内，

我们的科学教育显然只能关注西方（因为近

代科学产生在西方，而科学知识教育也盛行

于西方），因而同东方（中国）关联性不大。

这样一来，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就会被完全切

断。于是，我们的科学教育就会被“西化”，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中国特

色、中国精神和中国贡献。从科学知识教育

模式到科学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有

助于从根本上改变东方与西方相分离的局面。

因为科学文化教育将大大超越科学知识教育

的范畴，它在充分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教育的

同时，还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特

别是要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中国传统、

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贡献。

其实，强调东方与西方的有机结合，并

非为了结合而结合。两者的结合无论对科学

还是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都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从历史根源上看，科学具有两大传

统，一是技术传统，也称工匠传统；二是哲学

传统，也称精神传统 [8]。自古以来，中国科学

相对偏重于技术传统，而西方科学则相对更偏

重于哲学传统。

中国在古代有着深厚的技术传统或工匠

传统。正是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

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公元 3 世纪到 13 世纪之间

一直领先于世界。中国古代有造纸术、指南

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除此以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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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纺织、陶瓷、

航海、冶金、建筑、水利等诸多领域也有成

就闻名于世。应当看到，这些成就绝大部分

属于技术层面或者经验科学层面。可以说，

它达到了农耕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科学技术

水平，因而不仅使古代中国成为科技强国，

也使古代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和文化强国。这

种传统至今还深深影响中国。例如，在我国

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在航空航天、电

子通讯等制造业领域，都彰显了中国的大国

工匠精神。遗憾的是，我们在科学中似乎缺少

一种较强的哲学传统。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古代

中国在经验科学上如此强盛，但近代科学没有

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欧洲的原因之一。

相 比 之 下， 从 古 希 腊 开 始， 欧 洲 具 有

很强的哲学传统或精神传统。这种传统虽然

在古代似乎没有产生较强的技术意义和技术

价值，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古代欧洲的社会生

产力远不及古代中国的原因之一。但是，这

种哲学传统一旦同古罗马以及后来的文艺复

兴的技术传统相结合，就成为近代自然科学

兴起的坚实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强势的“哲

学传统”，西方产生了诸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莱布尼

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牛 顿（Isaac 

Newton）、 爱 因 斯 坦（Albert Einstein）、 玻

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 海 森 堡

（Werner Karl Heisenberg）等一大批极具哲学

家色彩的科学家，从而使科学登上一个又一

个的理论高峰。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近代科学

产生在欧洲，而不产生在中国的原因之一 [9]。

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特别是东西方的科学传统更具有很强的

互补性。我们的科学教育既要充分吸收西方

科学的哲学传统的经验，同时又要大力传承

中国科学的技术传统的经验。科学教育的创

造性转化就是要通过东西方两种文化，特别

是科学中两种传统的有机结合，推进科学及

其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4.3 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通过科学与

人文的有机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

如果科学教育局限于知识教育的范畴，

我们科学教育的聚焦点显然只能是科学知识，

同人文文化关联性不大。这样一来，科学和

人文的关系就会被完全切断，我们的科学教

育就会变得空心化，变成缺乏人性和文化内

涵的科学教育。从科学知识教育模式到科学

文化教育模式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从根本

上改变科学与人文相分离的局面。因为科学

文化教育将大大超越科学知识教育的范畴，

它在充分重视科学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要注

重科学知识的人性之“根”、生命之“根”和

文化之“根”，从而让科学教育扎根于人性，

充满创造活力和文化底蕴。

其实，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并

非为了结合而结合。两者的结合无论对于科

学还是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上，中

国自古以来有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人文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科学

与人文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科

学始终没有从人文文化中独立出来。从经史

子集的分类方法就可以看出，人文几乎涵盖

了科学。其实，经史子集中包含许多科学内

容的文献，但是，它们都被这种人文的分类

方法所涵盖和淹没了。比如，“格物致知”虽

然强调了“知”，但这并不是纯粹知识论意义

上的“知”，而更倾向于文化论意义上的“学

问”。另外，“经世致用”虽然是一种接近于科

学价值论的观念，但它也并不是纯粹知识论

意义上的科学价值论，而更倾向于文化论意

义上的“学问”价值论 [5]。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下转 33 页）

2024，19（1）：17-24，33



033

刘世宇 . 命名与秩序——先秦儒家“名”思想引论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5(5)：73-81.
甘莅豪 . 命名的象征力量与国际争端中的主权想象 [J]. 国际新闻界，2015，37(9)：6-22.
甘莅豪 . 规约与博弈：维基百科自组织知识编纂中的命名政治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12)：6-22.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习近平 .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EB/OL].（2022-07-15）[2024-01-28]. https://
www.gov.cn/xinwen/2022-07/15/content_5701203.htm?eqid=b89a4beb001063d6000000026470520b.
杜石然 . 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陈彭应 . 庄子今注今译（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习近平：在二〇二四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EB/OL].（2024-02-08）[2024-02-10]. https://www.12371.cn/2024/02/08/
ARTI1707380034511106.shtml.
葛岩，秦裕林 . Dragon 能否表示龙——对民族象征物跨文化传播的试验性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2008(1)：163-
176.
胡钰，朱戈奇 . 网络游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 [J]. 南京社会科学，2022(7)：155-162.
钱寿初 . 科技名词人名命名法探微 [J]. 编辑学报，1996(1)：43-45.
李约瑟 . 李约瑟文集：李约瑟博士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论文和演讲集（1944—1984）[M]. 陈养正，陈鹰，戴开元，
等译 .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蔡婷 . 中国第一辆火星车全球征名活动公布初评入围名单 即将进入网络全民投票 [J]. 中国航天，2021(1)：85-87.
罗威 . 化学之书 [M]. 杜凯，译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Lu C Y，Cao Y，Peng C Z，et al. Micius Quantum Experiments in Space[J].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2022，94：
035001.
Jiaolong Starts Last Dive in Mariana Trench[EB/OL].（2012-06-20）[2024-01-30]. http://www.china.org.cn/china/2012-06/30/
content_25772764.htm.
张觉 . 荀子译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编辑  颜   燕    和树美）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参考文献

洪谦 . 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马克思，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 北京：人
民出版社，2009.
习近平 .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孟建伟 . 科学与人文新论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孟建伟 . 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路径 [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6)：15-17.
吴文俊 . 数学机械化研究回顾与展望 [J]. 系统科学与数学，2008(8)：898-904.
邓小平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梅森 . 自然科学史 [M]. 周煦良，全增嘏，傅季重，等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孟建伟 .“李约瑟难题”的文化解析 [J]. 社会科学战线，2019(5)：57-64.

（编辑  颜   燕    和树美）

[1]
[2]

[3]
[4]
[5]
[6]
[7]
[8]
[9]

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蕴含着科学与人文内在关联的

深刻思想。它对于克服和纠正二者相互分离

和对立的局面，至今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也应当看到，由于过于偏重人文，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科学在中国古代的独立发

展。相比之下，西方传统文化更多地强调知

识、强调科学，显然有助于科学在西方的独

立发展。但是，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科

学与人文走向分离和对立的局面。

总的说来，科学教育的创造性转化就是

要深刻总结东西方文化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推进

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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