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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科学探究，将科学探究作为教育教学改革

的突破点。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SES）以及美国下一代科

学教育标准（NGSS）都强调科学探究观的重要性，并要求理解

科学探究观，即强调学生科学探究观的发展。我国科学教育领

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十分重视科学探究，相关课标文件[1][2]都

明确指出科学探究能够促进科学思维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科学素

养，而科学探究活动需要科学探究观的指导。学生在进行科学

探究时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因此要在化学教

学中渗透科学探究观。相比于国外，我国科学探究观研究起步

较晚，将科学探究观运用于教学实践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本

文主要讨论了发展科学探究观的三个原则，并具体分析如何将其

落实在课堂教学中。

1　科学探究观概述

科学探究观是指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并由这种理解所形成的

对科学探究的认识。从施瓦布（Schwab）确定科学探究观的7

个方面到施瓦茨（Schwartz）整理提出科学探究观的9 个议题

再到莱德曼（Lederman）整理文献调查研究提练出科学探究观

的 8 个方面[ 3 ]：“科学探究始于问题，但不必检验一个假设”

“科学探究没有单一的步骤和方法”“探究的问题指引探究的过

程”“科学家通过相同的探究过程不一定得出相同的结论”“探究

的过程会影响探究的结果”“探究的结论必须与搜集的数据一致”

“科学数据与科学证据不同”“科学解释是由搜集的数据和已有知

识共同得出的”，在国际上得到一致认可，科学探究观的内容被确

立下来。

2　发展科学探究观的教学原则

2 . 1 以“显性”方式教学

“显性”教学与“隐性”教学相对，“隐性”教学认为科学探

究观蕴含在化学史以及科学探究活动中，学生在学习相关材料时

或进行科学探究活动，即“做”探究时，能够自动获得蕴藏于材

料和活动中的科学探究观的内容。将发展科学探究观作为情感性

目标，没有有意识的发展科学探究观，因此“隐性”教学效果并

不显著。“显性”教学要求将科学探究观作为认知性目标，需要教

师设计能够反映科学探究观的教学内容。“显性”方式教学，主要

体现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以及教学内容的设计上。

在教学内容设计上，教师要有意识的去设计教学环节，通常

可以以提出问题或设置任务的方式，让学生注意到课堂教学中科

学探究观的方面。

2.2以“活动”方式教学

“活动”教学就是以“做”探究的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科学探

究的过程，切身体会科学家进行探究时的感受，通过真实的代入

感加深对科学探究的认识。课堂上如果学生只是不停思考，而不

动手去实践，思维往往容易走入死胡同，科学探究观的发展也要

求要重视科学探究过程。“动脑”与“动手”相结合才能达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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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基于这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应多安排科学探

究活动，学生在不断参与探究活动的过程中发展科学探究观。但

“活动”教学具有“隐性”的一面，科学探究观往往隐藏在探究过

程中而不显露出来。因此，“活动”教学要与“显性”教学相结合，

在探究活动中教师要挖掘科学探究观的内容，并在与学生交流中

以问题的形式进行引导。

2.3以“反思性”方式教学

“反思性”教学要求学生自主建构科学探究观，这看似与“显

性”教学冲突，其实不然。“显性”教学强调教师起一个引导作用，

将蕴含在教学素材中的科学探究观的内容挖掘出来，并不直接呈

现，而是一步步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总结最后内化，教师在课

堂中永远只起引导作用，“反思性”教学与“显性”教学相辅相成。

“反思性”教学鼓励学生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的行为，有助于学生

将自己的探究活动联系到科学家真实的探究活动。因此，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应设置反思环节来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观，通常可以

具体化为“总结与反思”。这一环节可以设置在探究活动后，也可

以在某一部分教学内容结束之后，或者整节课之后。在这一环节

教师设置思考问题，且这些问题要指向科学探究观相关议题，并

先让学生自我反思，再分组讨论。

3　总结与建议

基于“显性”，“活动”，“反思性”方式教学发展学

生科学探究观能够达到较好的效果。这三个原则既相对独立，又

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比如，“活动”和“反思性”教学都需要通过

“显性”教学将科学探究观外显，“显性”和“反思性”教学往往

需要“活动”教学体现出来。因此，在实际教学中要将它们结合

起来，共同服务于课堂教学。教师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时，要循序

渐进，由浅入深，类似于“支架式教学”。学生很难一下从材料中、

活动中归纳出科学探究观，就需要教师一点一点给学生“搭梯

子”，让他们能逐渐够得着。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要明确自己的主导

地位，对于学生的引导应适度。如果教学中教师取代了学生的地

位成为了课堂的主体，学生只是机械的接收教师抛出的东西，这

与我们发展学生科学探究观的目的是相悖的。因此一定要避开

“雷区”，避免形成“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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