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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世界中最精彩的是环绕在我们周围的那些最简单的事物、最明显的地方、最平凡的生活和每
一天的活动。
每一个儿童就是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环境中游戏、玩耍、探究、学习，慢慢了解周围、知晓世界的。
　　科学存在于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改革，科学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认识。
实际上，儿童在家里、在社区、在学校、在托幼机构等不同的情景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经历（
包括自发的和教师特别设计的活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学习，包括对科学的探索。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其生活无不渗透着科学的元素。
近年来，大气污染、酸雨、水资源状况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等对人类来说迫在眉睫的环保问题，也被
纳入科学体系。
可见。
科学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现在，对安全的顾虑和城市生活已经限制了儿童探索世界的自由。
成人把广阔的海滩缩减为盛在特别容器里的少量沙和水，即使是支持儿童学习，也是把一个压缩的世
界放在安全、精致然而却是错误设置的界限之内。
当部分学习经验蕴涵于会把衣服弄上沙子、弄脏、弄湿的活动中时，成人却经常要求儿童带上围裙以
免把衣服弄脏、弄湿。
儿童在成人规定的时间和狭小的空间中玩一小块黏土，而不是在户外自由地做泥饼。
　　在保护儿童的学习机会和让儿童以自己的方式思考、探索等方面，成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儿童需要有游戏和学习的自由。
教育者必须为儿童提供一个在受保护的环境中自由学习的机会，在这个环境中，必须尽可能减少出于
对儿童安全的担忧而作的限制。
　　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儿童时期也是接受新事物最好的时期，此时的他们对世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
和探索的欲望，一切都想问个“为什么。
。
很多学者都指出，儿童是小小的科学家。
陶行知曾经指出，开创儿童教育的新领域要从儿童期开始，主张“科学要从小教起”，从培养“科学
的小孩子”出发，“创造科学的中国和科学的民族”。
与儿童接触最多、对其影响最大的便是教师，教师如何对儿童进行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
因此，作为成人教育者，无论是家长还是儿童周围的其他成人，特别是教师，其观念、做法、所负的
责任，关系到儿童科学教育的质量，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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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究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也应成为儿童科技学习的主要方式。
让儿童用像科学家那样的工作方式学习科学是当今科技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
《儿童科技文化教育新概念》包括了儿童科技文化教育的新理念，以及科技文化教育中学生身份、教
师角色等理论探讨，同时以主题形式呈现了日常生活、生物秘密、物质与变化、自然现象4大类、 20
个主题、200个儿童科技文化教育探究活动实例，活动过程翔实、具体，便于老师和家长操作；活动设
计新鲜、有趣，有助于增强孩子的探究兴趣。
　　《儿童科技文化教育新概念》面向幼教教师和家长，同时，也为从事儿童科技教育的研究者进行
儿童科技探究活动设计与指导提供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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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旭芳，博士、教授，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学院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所所长，兼任辽
宁省幼教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事业管理与发展委员会委员。
曾获教育部曾宪梓奖。
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10余项。
在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文章60余篇，代表作有：《儿童科学教育活动概论》，《聪明宝宝成长指南》
、《i科学实验》等丛书。
　　致力于发展心理与教育等领域的研究，物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的教育背景使得她在儿童科技文
化教育研究方面有独到建树。
　　刘乃歌，硕士，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英国斯泰福厦大学访问学者。
在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代表作有《产业化运作：英国报业现代化的支撑》、《大众传播
变革与当代流行文化的勃兴》等。
主持、参与9项国内外科研项目。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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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探讨篇　　第一章　科技教育简述　　第一节　概述　　一、科技教育价值取向的演变　　
科技教育是我国教育工作者对科学与技术教育的习惯称法。
早在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教育的影响，我国少先队的活动就把科技内容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并就
此引申出科技教育的概念。
从当前人们对科学概念本身认识的发展趋势看，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正在被越来越明显的科学技术
化、技术科学化趋势模糊，直至消失。
从新的意义上定义，它们只是在纯理论与纯实践之间反映出“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认为科技教育与国际流行的科学教育在目标、内容、途径等方面的发展趋
势上是相同的，没有必要再把它们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科技教育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显示出其复杂性。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产生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划界；19世纪的教育家强调科技教育的“个人生
活实用价值”，提升了科技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20世纪的教育家主张通过科技教育克服人性的弱点
，强调“个人人性发展价值”，注重科技探索的过程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20世纪末，科技教育向
人回归的观点，使科技教育不仅关注人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环境问题的解决，即科技教育应该促进人
与自然的共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儿童科技文化教育新概念>>

媒体关注与评论

　　儿童所建构的理论，无论对错，都不是随意的，他们经常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理性。
并且紧密地建立在证据和经验的基础上⋯⋯探究式教学的基本要求是要从儿童“所在位置”出发.了解
他们理解的困难所在。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教学标准工作组组长卡伦·沃思　　我对科学的爱好首先来自我
的母亲。
当我刚懂事时，我经常坐在母亲膝盖上，通过母子间几百个小时的交谈，我头一次知道了阿基米得、
达·芬奇、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达尔文。
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从附近的池塘里采集单细胞的生命体，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从母亲那里，我学会了奇妙的思维方法，懂得了大自然的美⋯⋯　　——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里
查E.斯莫利　　幼儿有求知欲，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探究事物的基本驱力。
是人生的一部分，与呼吸、饮食一样重要。
自由发现是幼儿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所进行的观察与探索.有助于维持幼儿对周围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的
好奇心。
至关重要的是，幼儿应以其自身的速度进行探究的自由，而不必担心得到“错误”的答案。
在一种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幼儿能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们的“为什么”“是什么”　“怎么样”　“
什么时候”找到可能的答案，满足天生的求知欲。
　　——《科学发现：幼儿的探究活动之一》作者 罗伯特 E.洛克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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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包括了儿童科技文化教育的新理念，以及科技文化教育中学生身份、教师角色等理论探讨，
本书面向幼教教师和家长，同时，也为从事儿童科技教育的研究者进行儿童科技探究活动设计与指导
提供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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