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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教育对于培育儿童创新能力与探究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经研究发现，科学教育有助于提升儿童的

学习品质，促进儿童创新型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本文选取云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五

个省份的13个城市通过问卷、访谈、实地调研等方法对西部地区科学教育的现状展开调查研究，调查发

现西部地区科学教育存在着相关设施与材料不足、教育主体科学素养的缺乏、科学教育观念的错位等问

题，在此基础上，从加强宣传力度，提升社会重视度；加大资源投入，提供后备保障；完善教师培养体

系，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三个方面促进西部地区科学教育的发展，以期为西部地区科学教育的长效
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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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children’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inqu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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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It is found that science education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nnovative personalities. This paper se-
lects 13 c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Sichuan Province, Shaanxi Province, Gansu Province and Qing-
hai Province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such as insufficient facilities and materials, lack of scientific 
literacy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dislocation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concept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three aspect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efforts to raise social awareness, increasing resource investment to pro-
vide backup support, and improving the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latform for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It aims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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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

加法。2023 年 5 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研

究发现，科学教育有助于提升儿童的学习品质，促进儿童综合素养的提升[1]。建设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

有助于提升儿童创新思维，培养创新型人格，从而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与创新人才后备军。本文综

合运用问卷法、访谈法、实地调研法对西部地区的云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五个省份

的 13 个城市发放问卷 806 份，访谈 10 名教师与 10 对儿童与家长、实地观察 4 所幼儿园与 4 所小学，从

认知维度、实践维度、情感维度三个方面对西部地区科学教育开展情况与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为解决西

部地区儿童早期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 

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于儿童科学教育现状的视角较为单一，缺乏较为系统的关照。针对于儿童科学教育现

状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注小学学段科学教育课程实施的现状调研。杨绪豪在《小学科学课程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以广东地区三所学校为例》中将视角聚焦于小学学段的科学教育现状研究。 
其二，关注农村地区儿童科学教育的现状研究。陈广在《农村小学科学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常德市汉寿县为例》就将视角聚焦于农村科学教育的现状研究。 
其三，关注儿童科学教育中的科学人文精神培养的现状研究。梁钿在《小学科学的人文精神培养现

状——基于 H 小学的实证研究》中就将视角集中于科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培养，研究科学骄傲与中对人

文精神培养的价值关注。 
总之，学界对于儿童科学教育的现状研究有了初步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缺乏对于

科学教育实施的整体的体系化的观照，二是对于科学教育的现状研究仍有可挖掘之处，如对幼儿园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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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段的对比等，因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为 3~8 岁的儿童，对幼儿园与小学阶段进行整体的分析，

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采取问卷法、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使分析更加全面系统。 

3. 研究对象及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依据研究需要以及可操作性的原则，从选取云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五个

省份的 13 个城市发放问卷，问卷主体兼顾家长、教师、其他社会成员，成员的具体信息见表 1。研究选

取 4 所幼儿园与 4 所小学作为调研对象，其中包含了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 object questionnaire (N = 806) 
表 1. 调研对象问卷基本信息统计表(N = 806)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431 54% 
女 375 46% 

学历 

大专及以下 419 52% 
本科 207 25% 
硕士 159 20% 
博士 21 3% 

居住地 
城市 370 46% 
农村 436 54% 

3.2. 研究方法 

3.2.1. 问卷法 
本研究针对西部地区云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五个省份的 13 个城市发放调查问卷。

问卷主要内容包含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对于科学教育的认知、对于科学教育的情感以及科学教育的实

践情况。 

3.2.2. 访谈法 
为更深一步了解西部地区科学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原因分析，本研究辅之以访谈法，试图从更加微观

与深入的角度探析西部地区科学教育发展问题的深层原因。本研究的访谈提纲为结构化访谈提纲。  

3.2.3. 实地观察法 
在观察前的准备阶段，研究者初步制定《儿童科学教育活动观察记录表》以及具体的录像观察方案。

在充分做好准备后以文字形式记录儿童在学校中所进行的科学教育活动。 

3.3. 研究工具  

研究者结合《3~6 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的科学领域板块与《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等政策文件进行问卷的编制与访谈提纲的制定。问卷主要包含实践、认知、情感三个维度。实践维度主要

包括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频次、科学教育活动的时间、科学教育活动的材料三个方面；认知维度包括科学

教育的目的、科学教育的内容、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情感维度主要包括对科学教育的情绪、兴趣、价值观。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由表 2 可知，虽然实践维度、认识维度与情感维度的均值都高于理论中值 3，但均未超过 4，说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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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的整体发展现状仍然较大的提升空间。 
 

Table 2. The general states of science education 
表 2. 科学教育总体状况 

 M SD Min Max 
实践维度得分 3.543 0.809 1.250 5.000 
认知维度得分 3.755 0.746 1.750 5.000 
情感维度得分 3.633 0.765 1.450 5.000 

4.1. 认知维度、情感维度与实践维度具有正相相关性 

通过 Spearman 系数分析，认知维度与实践维度、情感维度与实践维度、认知维度与实践维度之间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0.041、0.038、0.048 (均小于 0.05)说明认识维度与实践维度、情感维度与实践维度、认

知与情感维度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维度与实践维度、情感维度与实

践维度、认识维度与实践维度之间的皮尔逊系数分别为 0.016、0.024、0.003 (均小于 0.05)三者之间呈现

正向相关性。 

4.2. 科学教育实践次数及总时长较少 

在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频次上，以一个月的时间为单位，开展次数 1 次及以下的占 47.4%，2~3 次的

占 36.8%，科学教育活动开展次数普遍较少；在问题“以一个月的时间为单位，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总

时长”两小时及以下的为 56.8%，两小时至四小时的为 29.6%，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时间集中于四个小时

以下；在问题“开展科学活动时有充足的活动材料”中，有 6.4%的选择了“符合”，“不符合”与“不

太符合”的占比为 36.1%与 47.1%，存在着因材料不足而影响科学教育活动开展的情况。据数据分析可得

西部地区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频次较低，且存在着活动材料不足的情况。同时结合对于儿童与教师的访

谈资料与实际观察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阻碍科学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4.3. 对于科学教育的认知呈现功利化倾向 

认知维度主要包含科学教育的目的、科学教育的内容、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三个方面。在问题“您认

为开展科学教育是为了提升孩子的学科成绩”中，十分符合与比较符合的占比共为 68.9%，可以看出调

研对象对于“科学的目的”的认识仍较偏向于“提升成绩”的功利主义倾向，较少关注儿童科学创新能

力与思维的培养；通过问卷数据收集与对教师与学生的访谈，科学教育的内容受到多方位因素的影响。

在有科学课程设置与专门教材的学段与地区较多以课本为中心进行科学教育；在没有专门教材的学段与

地区，科学教育内容的选择受相关设施设备与材料的限制较大；在问题“您认为科学教育对人终身的发

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有 34.1%的调研对象选择了十分符合，64.7%的调研对象选择了比较符

合，可以看出调研对象较为重视科学教育，认为科学教育在个人成长成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4. 对科学教育的情感较为积极与正向 

情感维度主要包含对包括对科学教育的情绪、对科学教育的兴趣、以及有关于科学教育的价值观。

在对于科学教育的情绪方面，“愉悦”“放松”“兴奋”等正向情绪的中选择符合的占比分别为 51.8%、

44.3%、48.6%，“紧张”“焦虑”“痛苦”等负向情绪的占比分别为 11.7%、7.6%、5.7%，调研对象对

于科学教育的情绪是较为正向和积极的。在这对科学教育的兴趣方面，问题“你对于科学教育的任务十

分感兴趣”中，认为符合的是 36.4%，较为符合的占比为 45.9%，说明调研对象对于科学是较为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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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奇心的；在有关科学教育的价值观方面，问题“我认为科学教育的作用是可以帮助其他学科的学习”

中，符合与十分符合的占比分别为 19.2%、53.7%，结合对于家长、儿童与教师的访谈资料，许多调研对

象对于科学教育的价值观更偏向于工具论导向，认为科学教育可以辅助其他学科教育的学习。 
结合数据分析与文字材料梳理发现，西部地区对于科学教育的认知与情感是较为积极与正向的，家

长、儿童、教师及其他社会成员基本可以认知到科学教育具有重要性，且对科学教育重视性与家长的受

教育程度与经济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但西部地区整体而言人们对于科学教育的认识的正确性与深刻

性还有待提升；在具体实施的科学教育实践维度，科学教育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与阻碍。 

5. 西部地区 3~9 岁儿童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5.1. 相关设施与材料不足 

经过问卷数据收集、访谈与现场观察，科学教育的相关设施和材料存在的不足的状况。在调研的 4
所幼儿园中，每所幼儿园均设有科学发现室，但其中的器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坏。同时，相应的科学

教育的器材存在设施设备难度较高，且设施数量和种类较少，结构化程度较高，不利于儿童进行对于科

学知识的探索。结合问卷收集数据与实地调研的 4 所小学的 1~3 年级中，6~9 岁儿童的科学课堂存在着

较为明显的缺位。科学课程的实际频率基本无法达到一周一节，存在着被占用、被改造成并非科学课程

的实施难度较低的课程。结合对于教师的访谈资料分析可知，教师实施科学教育的的一大阻碍因素为学

校中缺乏相应的设施设备，课程的开展需要教师自身更多的精力准备相应的材料，因而部分教师就选择

了直接占用或间接改造科学课程，降低上课难度。同时，部分学校存在着并未设置科学课程的情况，结

合教师访谈，科学教育的设施设备不足成为阻碍科学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已

经可以认识到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但科学教育并未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板块，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

语文、数学等所谓的主科。部分家长会寻找网络上科学教育的相关视频来进行科学相关的教育，但会因

为相关材料的不易寻找且需要花费较大的时间与精力，而选择语言、视频的方式进行学习。整体而言，

在西部地区 3~9 岁儿童科学教育中，材料与相关设备的不足成为阻碍科学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5.2. 教育主体科学素养的缺乏 

在儿童早期(3~9 岁)的教育主体主要分为教师与家长。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对科学教育的开展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经过调研，教师作为科学教育的主体存在着科学素养不足的情况，这也成为阻

碍科学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专业背景上，科学教师的专业背景往往不是与科学教育，而是与科

学教育相关的物理学专业、数学专业、化学专业等非科学教育专业的科学教育专业相关专业背景。同时，

科学教育的任课教师往往是身兼多职，部分教师是在担任数学等主科教师的同时，兼职科学教师；部分

科学教师还同时担任着其他行政岗位的职位，结合对于教师的访谈，身兼数职使得教师往往缺乏精力参

与科学教师职业的培训。同时，科学教师不仅仅需要掌握课程内容的现象、原理等，同时还需要精确掌

握科学仪器的使用，这也对科学教师的素养有更高的要求。作为儿童早期教育主体之一，家长的科学教

育素养是影响家庭教育中的科学教育的开展重要因素，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中科学教育频次呈现显

著正相关，部分家长在接受访谈时表示会因为无法向幼儿解释清楚相应的科学现象和科学原理而阻碍科

学教育活动的开展。科学素养的缺乏一方面会阻碍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部分家长和教师会因为自身科

学素养的缺乏而选择简化科学教育活动甚至减少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同时科学素养的缺乏也会影响科

学教育活动的开展质量与效果，影响儿童科学思维的培育与发展。  

5.3. 科学教育观念的错位 

教育行为深受教育观念的影响。受到社会中科学教育是一门副科或者说是边缘学科的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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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家长也会形成错位的教育思想[2]。在教师的教育观念方面，教师会受到来自主科教学与成

绩的压力，从而减轻对于科学教育的重视。科学教师是社会地位相较于主科教师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受重视程度较低，从而影响优秀师资进入到科学教育领域。同时，因来自其他学科变相带来压力、科学

教师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以及来自科学教育课程本身的复杂性的因素，科学教师在教育体系中的角色较为

尴尬，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科学教师在职业生涯过程中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认同感的提升，缺乏职业认同，

进而也会影响科学教育课程的实施效果，从而形成一个较为恶心的循环。 
科学教育同语数外等主科的重视度相比，家长对于科学教育的重视度与了解程度都差强人意，家庭

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围绕着语数外等课程的开展。家长对于科学教育的认知停留在类似于数理化的课程，

科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习等认知偏差，从而影响家庭科学教育的开展时间

与频次。家长对于科学教师的认识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认为科学教师就是简单带儿童了解自然现象，

但科学教师实际上是专业性非常强的职业，需要教师有足够全面的知识去回答儿童的问题。而家长对于

科学教育以及科学教师职业认识的偏差也会影响科学教育领域的家校合作，从而影响科学教育家校共育

协同育人的机制。 

6. 西部地区儿童科学教育可行提升策略 

6.1. 加大资源投入，提供后备保障 

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场所，例如学校、科技馆等，会因为科学教育相关资源的缺乏而阻碍科学教育

活动开展的情况。同时，家庭教育中家长也会因为科学教育中寻找相关材料的复杂性而影响科学教育的

开展。因此，对科学教育所需资源的合理关切是促进西部地区科学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政府需要

加大对于科教场馆、学校科学发现室等科学教育场所的资金投入，定期检查相应设施与材料的损耗情况，

及时添补相应的设备与材料，为科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西部部分地区受到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关科学教育的社会资源存在着不充足的情况，政府需要结合各地发展实际，充分利

用已有的科技馆等相关社会资源，同学校、家庭等主体开展资源共享，通过整合资源，减缓因资源不足

而影响科学教育开展的情况[3]。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与家长，可以充分发挥教育智慧，通过充分利用相

近物品、使用可循环材料等方法开展科学教育，降低科学教育门槛，使科学教育在实践中更加“接地气”。 

6.2. 完善教师培养体系，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 

科学学科教师同其他学科教师相比具有其特殊性。目前西部地区科学家存在着部分科学教师科学素

养不足，科学知识掌握度不够，无法高质量完成提升儿童科学素养，为祖国培养新一代创新型人才的目

标。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具有科学学科背景的高质量人才的进入制度，吸引优秀教师

进入科学教育领域。同时完善科学教师的职中培养体系，不断更新科学教育视野，提升科学教育水平，

从而促进科学教师科学素养长效提升机制的形成与落实。科学教育不仅仅需要学校一方发力，还需要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制度可以高效形成社会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

长效发展。学校需要引导家长形成争取的教育观，将儿童接受科学教育的目的由掌握知识慢慢转变为创

新能力的培养与思维的发展上来，减轻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更加注重儿童综合素养的发展，同时学校还

可以整合科学教育的各种社会资源，邀请相应科技工作者参与到科学教育的环节中来，共同助力西部地

区科学教育的发展。 

6.3. 加强宣传力度，形成科学的科学教育观念 

调研对象对于科学教育的重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的空间。当今世界，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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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而通过科学教育可以培养儿童对于科学的兴趣、儿童对于科技的好奇

心以及儿童的创新思维，从而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进步提供后续人才储备以及源源不断的动力。在社会上，

我们需要改变科学教育是不重要的“副科”的思想，改变科学教育的“功利化”倾向[4]。加强对于科学

教育重要性的宣传，促进社会形成对于儿童早期科学教育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可以发挥各地科技馆、博

物馆等的社会影响力，将科技馆、博物馆等场馆的内容与活动同科学教育相结合，帮助家长及儿童增强

科学意识，培养儿童的科学思维。对于科学教育的宣传离不开兴趣导向、文化导向与精神导向[5]。在网

络上对科学教育进行宣传的相关媒体需要把握好宣传的主体，尤其是受众为儿童的相关媒体需要把握儿

童的发展水平与认知特点，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从儿童本体性的角度思考，引发幼儿共鸣，从而产生对

于科学知识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在进行科学教育宣传时，我们不仅仅只是着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更重

要的是培养儿童的对于科学的兴趣、探究的思维方式与创新能力，使得科学教育具有更加深刻和久远的

影响。 

7. 小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儿童的探究思维与

创新能力培养，为此，西部地区儿童早期的科学教育在实践中需要克服错位的社会观念、不足的社会资

源以及教育主体科学素养的缺乏等阻碍，结合各地实际，整合科学教育资源，家校社多位教育主体协同

发力，为西部地区科学教育的长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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