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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戴伯韬的科学教育思想及实践 

鲁丽萍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 

摘要：戴伯韬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科普作家、出版家和教育管理者，他深受陶行知先生的影响，成为晓庄学校的第一批

学员之一。重视科学实验，重视儿童科学教育，提出：要注重培养儿童科学研究的兴趣，充分发挥儿童在科学教育中主动性，注重

科学教育与生活联系，要以“游戏”为儿童科学教育的主要途径。此外，他还强调农村中小学的科学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

一生都在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而努力，他为儿童科学教育开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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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韬（1907—1981 年），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科普作

家、出版家和教育管理者。曾用笔名戴邦、戴白韬、白桃和白韬，

江苏丹阳人。 1915 年进入村中私塾学习。1918 年考入丹阳县第二

高小。1922 年，进入江苏镇江省立第六中学学习。1925 年秋，在父

亲的劝说下，考入商业专科学校，开始学习商科。1927 年，在陶行

知先生乡村教育的影响下，转而投考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成为

晓庄学校第一批学员之一。1928 年秋，毕业于晓庄学校，开始投身

科学教育事业。戴伯韬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十分丰富，值得我们

进一步学习。  

一、重视儿童科学教育 

戴伯韬是我国幼儿科学教育的开拓者。早在 1934 年，他就提

出幼稚园里的孩子也能研究科学的主张，我们不应该看轻孩子，孩

子自以为是的认为孩子的智力不能研究科学放任主张。他认为每个

孩子天生就是科学家，他们身上具有坚持不懈、追根问底的科学精

神，他们好奇好问充满求知的渴望，作为教师或者成人，应该保护

这些科学幼苗，“尽量说他们听的得懂的话，尽量把他们引入科学

的境地”[1] 

（一）注重培养儿童科学研究的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科学教育中，戴伯韬认为教

师对儿童研究科学的指导，一定要着重科学的趣味。要使得他们来

研究科学，就犹如拍皮球唱歌一样有趣，一样高兴才行。因为科学

是一个冷酷的，扳着面孔的东西，它本身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教师

的任务之一是激发孩子学习科学的兴趣，使科学活动变得有趣，而

不是板起面孔来，像煞有介事地谈科学，这非但不足以引起小孩子

的科学兴趣，反而会把他们的科学幼苗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在他

们进行的科学教育中，往往都会设计一系列的科学游戏小实验，让

儿童边玩边学，他的这一观点也正是今天我们正在做的，也是我们

继续努力的方向。 

（二）充分发挥儿童在科学教育中主动性 

在科学教育中，要充分发挥儿童在科学教育中的主动性，首先

应该明确教师在科学活动中的角色定位。戴伯韬对教师角色定位是

送这把“钥匙”的人，即教师是科学游戏的引导者，教师只指导他

们怎样用这柄钥匙，并不是贩卖知识。真知识真学问，要教他们自

己拿这把钥匙，去开神秘的箱子去寻找。教师在明确自己角色定位

后，就应该根据儿童身心发现的特点进行科学活动的指导。在幼儿

时期以直觉行动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应该因此孩子在玩科学游戏

的时侯，不必先对他们说什么道理，只要指导他们怎么做，怎么好

玩，问他们这会得到怎祥的结果，在玩的时候可以一面玩一面说道

理。 这样久而久之，他们在做科学游戏的过程中，也就明白其中

的奥妙。此外，戴伯韬认为在科学教育中，教师要教小朋友自己亲

自动手手来做，做了之后才会发生疑问，才会引起思想，才会引起

连续的动作，也才会懂得明白。年纪太小的孩子，教师可以在旁帮

助他玩，但切忌不能越俎代庖[2]。 

（三）多渠道开发科学课程资源 

戴伯韬一直认为，科学与实验、观察是密不可分的。那也就意

味着学校和幼稚园必须配备必要的科学仪器。但由于当时国家局势

动荡和经济发展不良，价值昂贵的科学仪器的购买成为学校和幼稚

园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问题，戴伯韬提出‘替代法”，即用不值

钱的破铜烂铁，来代替那些昂贵的仪器。一只玻璃杯，一只墨水瓶，

一枚铜子，一支蜡烛，一张纸，诸如此类的不要钱的仪器。他还提

出在厨房里，在矿场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作为科学教育和科学实验

的场所[3]。这也正是我们现今提倡的课程资源开发。这一方法既经

济实惠，又有利于各地区的推广。 

（四）以“游戏”为科学活动组织实施主要形式 

在幼稚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的科学教育中，戴伯韬提倡用科学

游戏，让孩子玩懂科学。他认为科学游戏的价值应该得到重视，因

为现代一切令人惊奇的科学大发明，都是从玩游戏玩出来的。法国

的大科学家李特克博士用糖和硫酸钠做成种子，把它播种在胶和亚

铁氰化钾的溶液里，因此破天荒创造出人造的生物来，也不过等于

小孩子在那里玩科学游戏罢了。科学游戏是什么？是一柄打开自然

之谜的钥匙，可以帮助儿童了解自然界的一切神秘现象[4]。因此在

科学教育中要多用科学游戏，多用科学小实验。他们为此还设计出

许多适合儿童玩的科学游戏，为广大教师提供参考。在今天的幼儿

教育中，我们也明确提出“游戏是幼儿教育的基本活动形式”，这

也与戴伯韬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 

（五）强调科学课程的连续性 

戴伯韬提出玩科学的时候，教师应时常注意到连续的活动。玩

了这个把戏之后，儿童会联想到另一个把戏，这样一个一个连续地

玩下去，就是和本来的活动没有什么关系也不要紧。有了一贯连续

的活动之后，才会有继续不断的新知识新价值新发明产生[5]。在当

今的幼儿教育中，我们也同样提倡教育活动的延伸，以及教师在教

育活动中的引导，是教育内容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最终促进幼儿

全面和谐的发展。 

（六）倡导科学教育与生活相联系 

 戴伯韬提出的最后一个儿童科学教育指导原则和做法就是：

日常生活现象的解释，他认为在玩了这些科学游戏之后，还要与幼

儿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可以把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和这些科学游

戏有关的现象，解释给他们听，引导他们用这柄钥匙去攻破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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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谜[6]。与儿童生活经验相联系，是当今幼儿教育内容、方法选择

的前提和依据，也是幼儿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重视科学实验 

戴伯韬认为“除数学外，所有的自然科学与实验、观察有密切

联系，实验是科学之父，有了实验，才能攀登科学高峰，才能打开

自然界的奥秘，才能把人的聪明才智发挥起来，科学才能向前发展”
[7]。他还列举了众多著名科学家实验研究案例，如意大利科学家伽

利略通过自制望远镜的观察，才发现月球表明是凹凸不平的，他用

望远镜观察木星才发现它有四颗卫星；居里夫人也是通过科学实

验，才从数以吨计的沥青矿油中提炼出放射性元素——镭；美国著

名科学家爱迪生，为了找到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也历经了上千次

的实验，进一步说明一切科学真理，都来自于实验观察。 

在科学教育中，学生学习的是前人的科学结晶。是一代代科学

伟人经过实验观察而得来的，而我们没有经过实验。所以在教学中

我们也要经过实验来认识它，运用它[8]。具体做法是组织学生进行

科学实验或课外科技活动。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既能更容易更好的理

解相关概念，而且有利于学生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技能

的培养。因此，学习、实验、思考、判断，再学习、再实验、再思

考、再判断，如此循序前进，才是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应有的过程，

在这里培养学生做实验的操作技能是极关重要的，使学生将来离开

学校后可以亲自动手做实验，这是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9]。 

针对当时各地区各学校缺乏实验室和实验仪器这一问题，戴伯

韬认为各学校应该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建立科学实验室，并对本

地学校开放，让学生轮流到实验室进行科学实验。至于科学仪器问

题，他认为应该采取政府供给、学校自制和修复旧设备的“三合一”

策略，即政府要拨一定经费用于实验仪器的购买，学校既要修复、

整理已有设备，供学生使用，还可以发动师生自制仪器、教具。 

三、强调农村中小学科学教育内容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3 年，戴伯韬用时两个月（九、十月），对江苏省丹阳县珥

陵人民公社的农村教育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家长、学校、教

师等一致认为，为了实现农业的四化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革，必须使

中小学物理、生物、化学、数学等科学教育内容要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 

在数学教育中，应该加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簿记和统计；

二是计算，即算盘、计算器、算尺和算表等工具的使用方法的学习

以及在计算中用到的算术知识和代数知识的学习；三是识图和画

图；四是测量，包括度量和测量两方面[10]。这些知识都与农业生产

和生活息息相关，应该在中小系统学数学教育中，加强这些内容的

学习。此外数学教学还应与农业四化和农业技术改革相联系。 

就物理方面而言，应加强三个方面的学习：一是力学方面，具

体包括流体运动知识、流体静压强计算、各种材料的力学性质、各

种简单机械和传动装置的运用知识等；二是电学方面，首先，应学

习电动机的构造、原理、使用和维修，其次，要学会各种电器仪表

的读数方法，第三，还应掌握变压器的原理、电灯泡的使用方法和

安全用电知识等；三是热学方面，首先，应掌握内燃机的构造、原

理、使用和维修，其次是学会测量和控制湿度、温度，最后，应学

习冷却散热知识；四是水文气象方面，如学习测定地下水位、降雨

量等[11]。这些知识中，尤其是力学、热学和电学三方面，与农业四

化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联系较大，应在中学和高中系统物理学习

中，进一步加强这些内容的学习。 

化学方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化学基础知识的学习，

另一方面是化肥和农药相关知识的学习[12]。强化这两方面的知识有

利于农业发展，促进粮食产量提高。此外，生物学方面，也应在现

有动植物学的基础上，加强联系农业生产实际，适当的讲授应用技

术，还应带领学生做农业科学实验[13]，使其掌握实验方法，从而促

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加强农村教育中数学、物理、化学和生

物的的学习，是促进农业四化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必由之路。戴伯韬

在随后的《关于农村中小学教材问题的报告》和《各方面对农村教

育的要求和改革的意见》中，也进一步明确提出农村中学物理、化

学、生物等教学内容要密切联系农业生产的四化，为农业的发展指

明了道路。 

总之，作为当代著名的教育家、科普作家、出版家和教育管理

者，他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兢兢业业，无私奋斗了

半个多世纪。在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民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编辑

队伍和科学教育研究的培养、教育理论的编辑出版等方面都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

留给我们丰富的科学教育指导方法、科学研究精神，是我们毕生的

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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