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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张家口地区高校教师科学素养培
育及提升分析研究

刘　恋　左俊楠　尚虹云　张金辉　孔　伟 

河北北方学院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　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重点对张家口本地高校教师科学素养培育模式进行研究，揭示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并提出提高其科学素养的相关建议，旨在为地方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技创新持续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选

择，使得本地高科技人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本研究内容由四部分成：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背景、研

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并说明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论述理论基础。包括科学素养理论、人的全面

发展理论、教师专业成长理论等，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第三部分进行现状分析。从整体上把握京津冀高等

教育发展概况，包括三地之间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差距、高等教育师资情况及科研活动现状差异等。 第四部分分析调

查结果。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张家口地区高校教师科学素养总体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提升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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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全球科学技术发展快速,不断推动着社会

变革，科技逐渐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

2020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年）》，《纲要》中指出：“科技创新、科学

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

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

快速转化。”由此可见，公民科学素质是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在国家大力倡

导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高校教师作为国家提升公民

科学素养的重点人群，也应提高自身建设的意识，自觉

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

科学思维，崇尚科学精神，提升自己应用科学处理实际

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1高校教师“科学素养”的内涵

科学素养一词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詹姆

斯·柯南特在《科学中的普通教育》中首次使用“科学

素养”一词。2005年，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中第一次正式出现科学素质的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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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的能力。

高校教师作为公民中在熟知本专业知识的同时，应

该了解一些科学概念，能够对所需信息进行科学搜集、

分析和处理，还应该对某些自然及社会现象保持科学的

态度。有资料表明，高校教师对自己所从事专业之外知

识的掌握度欠缺严重，而对相关学科发展史的了解度更

加令人担忧。这充分表明，科学素养应该成为高校教师

素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京津冀高等院校协同发展现状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高等

教育领域的延伸。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

略以来，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领域也开展了很多协同工

作，取得了一些显著的协同成果。近年来伴随着京津冀

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深入，区域高等教育的规模也得到

了快速发展，京津冀区域内无论是高校的数量和质量、

在校生规模、经费投入、科研投入及成果，都有显著的

发展成果。尤其是京津两地，高级人才聚集，教育水平

发展迅速，在人才培养、科研的投入和产出方面都居于

前列。	

其中包括高校联盟、大学科技园联盟、科研院所联

盟等高等教育协同项目逐渐曾多。总体而言，京津冀地

区在高等教育发展上具有突出优势，但河北高等教育发

展水平滞后，与京津两地在高水平大学、学生培养质量、

生均教育经费、师资队伍、科研成果数量及质量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距。

3张家口地区高校教师科学素养的现状分析

目前对于公众的科学素养的(Science	literacy)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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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尽管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标准，但结合我国的

社会、教育、文化特点，笔者认为新世纪教师科学素养

应包括：具有专与博相统一的知识结构、各种教学科研

创新的科学方法和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之下

的科学精神和态度，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科

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历史，有终生学习的意识和科学的价

值观。为了真实地反映学校教师科学素养培养的现状，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总结梳理学校教师科

学素养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基本信息及问

题部分。问卷中的个人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教师年龄、教

龄、职称、学历、高校级别、高校所在区等信息。问卷

具体从科学素养的构成要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能

力、科学情感与态度）三个方面设计考察问题。

表1  张家口地区高校教师科学素养现状

测试类别 平均值 标准差 总分 正确率			

科学知识 19.86 1.19 20 68.1%																

科学方法和能力 15.35 3.01 15 58.6%						

科学精神和态度	 26.76 1.12 26 75.25%

在科学知识、科学过程与方法、科学情感与态度三

个维度中，张家口地区高校教师的科学精神与态度正确

率相对较高，达75.25%，科学过程与方法掌握程度最

差，正确率仅有58.6%，科学知识维度正确率为68.1%。

从科学素养总体情况来看，张家口地区高校教师科学素

养整体水平一般。三个构成要素之中教师对科学知识的

掌握还可以，也能树立比较正确的科学情感与态度，但

对科学方法和能力的提升比较欠缺。

表2  本地高校教师各部分答题情况统计

科学知识题目 正确率 错误率

8.猫是杂食动物？ 67.8% 32.2%

9.头发摩擦衣物产生电荷？ 80.8% 19.2%

10.洋葱是植物的种子？ 73.2% 26.8%

11.皮肤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52.7% 47.3%

12.植物都是呼吸二氧化碳释放氧气？ 62.3% 37.3%

13.骆驼的驼峰里全是水？ 70.3% 29.7%

14.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是一年？ 81.1% 18.9%

15.具备与学科相关的科学知识 56.6% 43.4%

科学方法和能力题目 正确率 错误率

16.科学探究的第一个环节是？ 50.8% 49.2%
17.教学方法改革实验中属于无关变量

的是？
69.5% 30.5%

18.访谈法可以弥补观察法不足？ 63.4% 36.6%

19.学生向您提问时，您的做法是？

科学情感和与态度题目 正确率 错误率

24.具备一定探索精神 70.6% 29.4%

续表

科学知识题目 正确率 错误率

25.承认科学的正负两面性 70.2% 29.8%			

26.优秀的科学家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 66.8% 33.2%			

27.尊重事实和客观规律 92.5% 7.5%

在这些错误率高的问题中，问题的知识性比较强，

同高校教师实际生活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其中部分理

工科、医学类的教师得分率相对较高，文科专业教师的

得分率会低。教师职后的科学交流活动和科学培训也不

会把重点放在丰富教师科学知识这一方面，这些职前职

后的因素都导致了高校教师科学知识状况比较差。教师

科学方法和能力问题普遍错误率偏高。可以看教师对科

学方法的掌握和运用相对薄弱。教师的科学情感与态度

方面整体得分较高，说明高校教师思维认知有一定高度，

尊重真理、不盲从权威、能够积极主动地接受经证实的

结论和重新考虑自己的认识、对变化的世界敏感。这些

表明高校教师是科学情感与态度的水平比较好。同时对

比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发现三十五岁左右教师、学历

越高的教师整体科学素养水平高于其他年龄段教师。

4提升本地区高校教师科学素养的对策

4.1加强高校教师科学素养职后培训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要大力加强教师的科学

素养培训，创造条件并鼓励本校教师参与各种形式的培

训活动，受时间、空间和经费限制，可利用线上培训等

新方式进行。科学素养的培养需要长期的积淀，这种方

便有效的方式就可以使得教师利用闲暇时间渗透学习。

4.2教师应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将自身科学素养能

力运用到教学中

教师主要的获取科学知识的方法途径是上网、看科

普节目和阅读科普读物。同时应具备总结系统整理的能

力，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做到活学活用。

4.3注重教师全面发展，建立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

应该重视评价对于评价对象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使

教师更倾向于自主学习，评价应当指向高校教师素质的

提高，能较好的对教师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提供评价意

见及适当的指导。所以，建立发展性教师评价制度，全

面客观地评价教师的素质，以评价促进教师科学素养的

提高，促进教师素质的全面提升。

5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张家口地区的高等院校的科学素养的现

状做的调查，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当前，本地区高校教

师在科学素养方面的水平呈现一般化的趋势；对科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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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片面的科学知识，但不理解科

学素养的意义；其次，本地高校教师科学教学能力普遍

偏弱，尤其是科学教学、科学管理方面的能力需进一步

加强。高校教师不仅要懂科学知识，更要用科学的态度

和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唤起高校教

师对科学素养的重视，加强行动意识，提升自主精进学

习的能力；同时能呼吁相关单位，在充分了解教师需求

的前提下，利用网络平台等新式、精简、高效的培训，

帮助高校教师全面提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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