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特级教师、杭州市钱江外国

语实验学校原校长刘晋斌常会讲起一

个故事。

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一

位科学教师为了让学生认识“神奇的小

电动机”，拿走了三岁儿子的玩具遥控

车。她在课堂上，拿着小螺丝刀和学生

一起一点点拆开它，展示里面的电池、

磁铁、线圈。

她的孩子，因为心爱的玩具被拿

走，在家里又哭又闹，眼泪糊了一脸。

这是一位身处我国西部县城的科

学教师两年前真实的经历。

5 月 29 日，教育部等十八部门正式

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

部署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支撑服务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

才高质量发展。

刘晋斌注意到，《意见》明确，要确

保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在科学教育中

“一个都不能少”。

“教育发展肯定存在地区差异，好

在大家没有漠视和否认这种差异，也一

直在努力弥合差异。”投身教育扶贫工

作多年，刘晋斌知道，在经济欠发达地

区，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需要突破更多

困境。

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没有人应该

掉队。在中西部，在乡村，一线教师正

通过各种方法，编织起孩子的科学梦。

缺教师，缺器材，也缺
实质重视

小学科学教育是基础科学教育的

最前端。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于 2021 年下半年

组织了全国小学科学教师队伍调查。

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31134 份，

覆盖了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调查结果显示，整体看来，小学科

学教师的专兼任失衡现象较为突出，仅

有不足三成为专任教师。具体来看，兼

任教师在村小(含教学点)的占比最高，

达 84.66%。

在中西部县城和农村，专任教师更

是捉襟见肘。

湖北省某县的科学教研员曾对全

县的科学教师情况做过一次摸底——

专任教师 10 人，兼任教师 90 人，科学老

师平均年龄 46 岁。有的学校还形成了

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出于对快要退休老

师的“照顾”，让他们去教考核压力不大

的科学。

“ 专 任 科 学 教 师 缺 口 还 是 很 大 。

现 在 科 学 课 从 小 学 一 年 级 就 开 始 开

设，人手更显不足。”湖南省株洲市荷

塘区小学科学教研员、荷塘区文化路

小学原校长孙江波至今还在一线上科

学课。他的课堂上，总会有几名年轻

老师旁听——学习这位特级教师怎么

讲课。

即使已有高校开设了科学教育专

业，但放眼整个株洲的小学科学教师队

伍，科班出身的寥寥无几；甚至，有理科

背景的都不多。没有办法，只能调整存

量结构，让老师“半路出家”，转岗教科

学。“但要真正成长起来，肯定需要三五

年的磨砺。”孙江波说，“没有优秀的老

师，就谈不上优秀的科学教育，这是根

源。我们需要师资逐步专业化。”

兼任老师对科学课能投入的精力

有限。不过，就算是专任老师，也难有

足够动力琢磨如何上好课。

有 科 学 教 研 员 坦 诚 描 述 了 不 同

课程的地位：语文、数学、外语不需要

强调就会被重视，因为要“考”；体育、

美术、音乐也会被重视，因为从教育

部到省市教育行政机构都有“体艺”

专门管理部门；科学就不一样了，说

起来重要，做起来依然是“可要可不

要”。“所谓重要，只是在课程标准里

强调其重要。”他说，“小学科学教学

在 我 们 县 处 于 无 人 监 管 的 真 空 地

带。科学课被认为上起来没有压力，

但 科 学 老 师 的 晋 升 和 评 优 机 会 比 语

数外老师少得多。”

其 实 ，小 学 科 学 课 是 一 门 多 学

科、多内容的综合性课程，想要上好

它，颇费心思。刘晋斌每年观摩课堂

教学不下百节，常常为青年教师进行

课堂教学复盘，也会做公开教学。他

向 记 者 描 述 了 一 节 好 课 的 模 样 ——

它有趣、生动，层层递进，抽丝剥茧；

它 要 符 合 学 生 所 处 年 龄 段 的 认 知 特

点，也要关注学生在课堂上思维的发

展；它要让学生观察、提问、探索、动

手、讨论，要调动和满足他们的好奇

心；整堂课的历程，要曲径通幽，最终

也要柳暗花明。

因此，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小学科

学课是最难上的课程。“现在强调探究

式学习，强调在课堂中不仅要传授科学

知识，更要重视科学素养的培养。”刘

晋斌说，但具体怎么做，师资力量薄弱

地区更需要指导。

受限于专业技能，也因为干多干

少一个样，有些老师干脆“躺平”，“教

成啥样是啥样”，并没有创新和钻研的

动力。

除了教学理念的偏差，实验材料的

缺乏，也是一种现实阻碍。

这是孙江波的切身体验。学校已

有的实验材料与新科学课程标准下的

新教材基本上不匹配，再加上没有专业

的科学教师，在农村地区，许多学校的

科学课基本上是以讲为主，谈不上有科

学实验，以演示代替分组实验，以课件

播放代替演示实验。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致力于提升

中 西 部 乡 村 地 区 科 学 教 育 已 经 十 余

年。该基金会秘书长樊英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从她了解的情况来看，东部经

济发达地区学校，除了有教材配套的科

学实验工具箱，学生自己还有课后使用

的科学实验工具包。但在基金会开展

科学教师培训项目的 8个中西部省份的

42个县里，绝大部分学校连和教材配套

的科学工具箱都无法配齐。

就像让刘晋斌印象深刻的那位西

部女老师，拿了儿子的玩具，才为学生

折腾出实验材料。

有热情，有共识，也有
地位的提升

其实，不管是哪里的孩子，心中都

有对科学的渴求和热爱。

早在四月份，就已经有六七所小学

向魏明贵打听——今年市里的科学夏

令营啥时候办？

魏明贵是四川省绵竹市教师培训

中心小学科学教研员。大家关心的科

学夏令营，是绵竹和北京桂馨慈善基金

会长期合作的项目，已经连续办了九

届。

因为疫情，夏令营一度转为线上；

去年恢复线下举办，预计招收 100 名三

到六年级学生。“报名通知发出去半天，

就有 200多人报名。我们赶忙把报名通

道给关了。”魏明贵说，最后营里扩容进

来了 230多名学生。

参加科学夏令营，确实得不到什么

功利性好处，它和升学也挂不上钩。魏

明贵看到的，是孩子对科学那种纯粹的

热情。

虽然还存在种种问题，但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已在

原有基础上全面加强。最新一次国家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中小学生科学

学业表现整体良好，约八成学生达到中

等及以上水平。

随着教育优质均衡的推进，中西部

及农村地区学生科学学业水平也在加

快提升。

现在，魏明贵最常思索的问题就

是怎么带动绵竹市老师教好科学，怎

么让绵竹的孩子爱上科学 。“科学教

育 对 学 生 的 发 展 至 关 重 要 ，往 大 了

说，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对我

们 国 家 国 民 素 质 的 提 升 能 起 到 奠 基

作用。”

和魏明贵相比，湖南妹子彭小慧是

科学教育的新兵。不过，她也已感受到

科学课的魅力。

出生于 1996 年的彭小慧读的是中

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村级小

学——湘西永顺县石堤镇麻岔完全小

学（以下简称麻岔小学）任教。

起初，彭小慧教语文。后来，学校

实在缺科学老师，几个年轻人就转了

行，成为这所村级小学科学课的中坚

力量。

建设专门的科学教师队伍，这源于

校长的坚持，也源于科学课地位的提

升。

2017 年，《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

标准》发布，要求从一年级开始开设科

学课；2019 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

学实验教学的意见》发布，鼓励科学课

强化探究式实验教学；2022 年，《义务

教 育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2022 年

版）》发布，对一至九年级的科学课进

行了整体布局，增加了科学类课程学

习的课时。

“现在已经不是‘死读书’的年代

了，就算考试，也不能靠死记硬背。培

养动手操作能力和探究能力，对孩子走

上社会有很大帮助。”麻岔小学校长蔡

一猛说，以前科学课、道德与法治课老

师常由班主任兼任。“但不管是教育主

管部门还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课要重视

起来，我们就安排专人来教。”他很坚

决，“我常常在大会上跟老师们讲，现在

没有主科、副科之分，至少在我们学校，

科学老师在职称评聘和晋升上的机会

和语数外老师一样。”

这所村级学校里有多功能教学楼，

还有一间科学实验室。可能不那么够

用，有些设备也不那么灵光，但至少能

支撑科学课“开齐开足”。

对彭小慧来说，教科学的挑战显

而易见——她没念过高中，那些需要

给孩子们演示的实验，在学生阶段，没

有人教她做过。彭小慧要先自学，在

课下做上两三遍，心里有底了，再教给

孩子。

让彭小慧欣慰的是，孩子们喜欢科

学课，有节课的主题是设计制作“过山

车”，了解物体的运动。教材上要求制

作的“过山车”轨道长度在 2 米以上，但

课上时间有限，彭小慧就让学生先做了

80厘米的轨道。午休时，孩子们还是想

挑战 2 米轨道，他们就自发到科学实验

室鼓捣。“平常那些我们认为比较‘皮’

的孩子，这次还做得非常漂亮！”在科学

课上，彭小慧也看到了孩子不一样的闪

光点。

有时，彭小慧会问学生，长大了想

不想当科学家。他们大声回答：想！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个幸福的科

学老师。”

她给记者发来孩子做的“科学手账

本”。一个学期的课程已经结束，孩子

们手绘出他们总结的知识点。他们画

出月相变化的规律，记下影子产生的条

件，还为手账本精心设计了封面，画上

星球、树木、太阳……有个孩子还在封

面写下了“爱科学”“幸福”。

多方合力，托举起孩
子的科学梦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和不

少科学老师面对面接触过，樊英总能想

到这句诗。常打动她的，是他们要把高

质量科学教育带给学生的那种决心和

渴望。

尽管有客观条件限制，但愿意上

好 科 学 课 的 老 师 还 是 会 抓 住 各 种 机

会向专家请教：如何调动学生的课堂

积极性，如何把理念转化为可落地的

实践……

“对老师的培训要解渴，要拿实践

性的东西跟他们聊。让他们看到课是

怎么上的，再讨论课为什么要这么上。

教师培训不新鲜，但重在落到实处。”刘

晋斌建议，教研人员和教师要在实践和

研究中构建科学教育的典型课例库，推

动大家对“何为好的科学课教学方法”

形成共识。

在寻求外界帮助之外，中西部科

学 老 师 们 也 在 摸 索 适 合 当 地 的 发 展

模式。

一所学校的老师太少，那就以区、

以县甚至以市为单位，把有志科学教

育的人团结起来。2014 年，湖南省株

洲 市 荷 塘 区 的 科 学 骨 干 教 师 创 办 了

“科学松鼠社”。孙江波说，有了这样

的组织，科学老师就有了团队，也有了

后盾。

在四川省绵竹市，类似的故事也

在上演。“我们要打破学校之间的壁

垒。整个市的科学老师，都属于绵竹

科学教育这个大家庭。”魏明贵说，哪

所学校要办科技节，其他学校的科学

老师就去“支援”；哪个老师不知道课

怎 么 上 ，大 家 就 一 块 出 谋 划 策 研 究

透。

作为科学教研员，魏明贵计划着

要 给 绵 竹 的 老 师 带 去 更 系 统 和 专 业

的培训，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培训。要

有专家介入，组织系统学习，最好领

域内的科学家、课程标准的制定者也

能 参 与 。 他 还 想 在 绵 竹 开 展 市 级 层

面 常 态 化 的 科 技 创 新 比 赛 ，不 为 别

的，就是想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推着

老师钻研教材。

孙江波结合地区特点，提出了科学

教育的“三个加”。

第一个“加”是“科学课加其他学

科”。科学教育不必局限在科学课课

堂，语文、数学里都有科学，老师将课程

内容和科学结合，就是很好的跨学科主

题教学。第二个“加”是“科学课加社

团”。“双减”之后，课后服务的内容越发

丰富，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鼓励学生参加

各种兴趣社团，做机器人，做科学实

验。第三个“加”是“科学课加校外资

源”。如果城市这个大课堂的资源能被

调动起来，在提升孩子科学素养上也能

大有作为。

社会资源，也是刘晋斌关心的内

容。做好科学教育，光靠教育系统单打

独斗还不够。

“我希望更多有志于推动中国科

学教育的科技工作者能到学校里来，

到课堂上去，帮助学生和老师。”刘晋

斌呼吁，科研人员可以和当地中小学

建立常态化联系。他们能带去最先进

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师资的不

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让学生有崇

拜的对象”。

此次《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

教育工作的意见》由十八个部门推出，

大家各司其职，将形成“大科学教育”格

局。文件也强调，要做宽校外科学教育

资源，全面动员相关单位，强化供需双

方对接，实现校外科学教育与学校的

“双向奔赴”。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

人强调，《意见》高度重视科学教育的帮

扶托底工作，将各类项目和有形资源向

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

地区、边疆地区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倾斜，对薄弱学校及特殊儿童群体

进行关心帮扶指导。

孩子们的科学梦，将在多方托举

下，飞得更高、更远。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提供

科学教育的加法题科学教育的加法题，，中西部学校怎么答中西部学校怎么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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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月月 2929日日，，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发布文件，，系统部署在教育系统部署在教育

““双减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文件强调文件强调，，要确保薄弱地区要确保薄弱地区、、薄弱学薄弱学

校在科学教育中校在科学教育中““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没有人没有人

应该掉队应该掉队。。在中西部在中西部，，在乡村在乡村，，一线教师正通过各种方法一线教师正通过各种方法，，编织起孩编织起孩

子的科学梦子的科学梦。。

图①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
区小学科学教研员、荷塘区文
化路小学原校长孙江波在上
科学课。

图②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
县扎西宗乡完全小学的学生在
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大气与环
境综合观测研究站参观科学观
测仪器，零距离感受“第二次青
藏科考”，在重点实验室听了一
堂生动的科学课。

新华社记者 孙非摄

③③

①①

图 ④ ⑤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湟 中 区 学 生 在 科 学
夏 令 营 上 开 展 科 学探究
活动。

④④

⑤⑤

图③ 四川什邡的学生
在科学课上搭廊桥。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