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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9日至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
基本路径，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本报特约请相关专家、学
者，围绕“科学教育”和会议强调的“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等内容撰文，以飨读者。

近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建
成教育强国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
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必须朝着既
定目标扎实迈进。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复兴伟业依
赖于人才。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
末以来，持续强化科学教育。如美国
通过了《STEM 教育法》等国策，英国、
日本、德国等国也将科学教育作为国
家优先发展战略。科学教育不仅是国
家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体现。

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
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
要基础，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关键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
略全局中统筹谋划、一体部署，强调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科学教育是培育国民科学素
养的基石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知识更
新的速度前所未有。相应的，当今科
学研究也正呈现出新的特征：更加注
重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并涉及广
泛的学科交叉；同时，计算机和数字技
术 正 驱 动 着 科 研 与 技 术 创 新 的 新
篇章。

近百年来，电力革命、互联网革
命、人工智能革命接踵而至，科学教育
作为培育国民科学素养的基石，其价
值得到充分彰显，并不断被时代发展
赋予新的内涵。

因此，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不在于
传递给学习者确定性的知识，而在于
让他们学会将科学作为认知世界的方
式，以应对不确定世界中的动态变化

与复杂挑战。
新时代的科学教育应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探索欲，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一方面需要通过课程设
计、转化和实践应用等方式，为学习者
构建系统性、进阶性的知识基础，从而
促进学生深入理解科学的内在逻辑和
规律，培养学生迁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

另一方面，科学教育应模糊学科间
的内容边界，打破学科壁垒，对不同领
域的科学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倡导用跨
学科思维去发现、解决及反思现实问
题，通过实验、探究、启发式学习、项目
式学习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培养他们的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这是未来科技创新人才
最宝贵的素质。

科学教育是提升国家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

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科技人才
的竞争已经成为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
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作
为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科学教育对于
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教育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
持。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科学教育正
是为我国科技创新输送人才的摇篮。
通过科学教育，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
家、工程师和技术人才，为科技创新提
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

科学教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
学教育不仅传授知识，还关注科技成果
的应用。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科学教育
有助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容忽视的是，科
学教育还承担着传承科学精神的使命，
包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等
精神内涵。具备科学精神的国民，能够
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和民族的
发展贡献力量。

科学教育是推动教育现代化
的核心动力

时代背景下，教育现代化已成为国
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作为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教育在推进教育现
代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科学教育强调以人为本，关
注学生个性发展。在教育过程中，教师
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积极思考，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有
助于推动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现
代化。

其次，科学教育鼓励终身学习的态
度和习惯，这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长期发
展至关重要。通过科学教育，人们能够
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提高自身竞
争力。

另外，科学教育在推动教育公平上
也具备潜力。科学教育有助于打破性别
壁垒，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科学学习和从
事科学职业。通过在农村地区推广科学
教育，可以提高农村学生的科学素养，为
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总之，科学教育在建成教育强国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必须从
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科学教
育的意义，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我国科
学教育的发展，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宏伟
目标贡献力量。

（作者金晓婉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博士生，作者丁邦平系首都师范大
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科学教育：建成教育强国的关键力量
□□ 金晓婉 丁邦平

近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
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何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指国家规定使用的语言
和文字。国家专门为此出台了法律，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该法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修订通
过，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的
第二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的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作为国家通用口头交流的标准语
言，普通话具有语音标准、词汇规范和语
法规范的特点。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
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的推广
始于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
动。1955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推广普
通话，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逐步加大推
广力度。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有利于增
进各民族、各地区群众之间的交流和理
解，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

普通话是针对口头交流的，规范汉

字则用于书面交流。作为国家通用书
面交流的文字系统，规范汉字强调文字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具体而言，规范汉
字指经过整理简化并由国家以字表形
式正式公布的正体字、简化字和未经整
理简化的传承字。

“正体字”指的是形体合乎规范的
字，是相对于“异体字”而言的。一个汉
字可能有多种写法，其中一个为“正体
字”，其他写法是“异体字”。“简化字”是
相对“繁体字”而言的，1956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审定通过了《汉字简化方
案》，旨在简化汉字书写，提高文本的阅
读和书写效率。“传承字”指的是历史上
传承下来、字形没有什么变化的字，比
如“女”，在古代是这样写，现在也是这
样写，没有什么变化。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推广工作意
义重大，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例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大力推行汉
字的规范书写，促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全
面实施；教师要经过普通话等级考试，
才能任教；对出版物加强监督，强调出

版规范，等等。教育部原副部长田学军
曾经指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和一个民族
的凝聚力，主要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和
传递。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
和睦之魂。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对文化认同有
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有助于加强各
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各民族之
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它有助于提高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水平，促进
教育公平。它有助于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的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人民人心归
聚、精神相依。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推广不仅是语言文字统一的问题，
更是一项涉及文化认同、民族团结和社
会发展的重大工程。

那么，推广普通话是否意味着消灭
其他民族的语言呢？各民族都有使用
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在推广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我国尊重和
保护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促进语言多样
性与主体性的和谐共存。

推广规范汉字是否意味着不需要
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呢？并不是，汉字
也是有传承的。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
3000 多年，3000 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
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甲骨
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
好传承发展。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科普工
作有用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科学知
识同样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一方面，科
普工作者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普传播的输出效
果；另一方面，科普工作的受众对语言文
字的理解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普
传播的输入效果。因此，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是科普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
艺专业委员会委员、文学博士）

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递民族凝聚力
□□ 李 英

图为6月14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学习创想智造课
程，感受科学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