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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民族理科教育质量整体比较薄弱，民族理科人才 缺 乏，影 响 了 民 族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考虑到民族地区发展进程和目标定 位，民 族 理 科 教 育 改 革 需 以 培 养 学 生 的 科 学 素 养 为 核 心 目 标，落 实 于 理 科 课

程，一方面要注重将地方性科技文化融入理科课堂教学中，结合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技能的培养，发展有利于养护自然

生态资源，服务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理科教育内容。同时，要变革教学方式，综合运用以实验探究为主的多种教学

方式，使民族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激发学习科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另外，要积极研究

与民族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等，探索开展以研究性学习为主的综合实践活动，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重视学生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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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由于历 史 的 原 因，多 年 来，民 族 学 校 偏 重 对

学生进行民族文化等 基 础 知 识 的 传 授，而 忽 视 对 学 生 进 行

科学素养的训练、科 普 知 识 的 传 播 和 科 学 思 维 方 法、认 识

方法等各种能力的 培 养，理 科 教 育 整 体 比 较 薄 弱，影 响 了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少 数 民 族 学 生 是 民 族 地 区 未 来 的 建

设者和开拓者，他们 的 综 合 素 养，包 括 科 学 素 养 如 何，直

接关系到民族地区的 社 会 发 展 水 平。目 前 我 国 民 族 地 区 的

发展迫切需要大批理 科 人 才，这 就 要 求 我 们 重 视 民 族 学 生

科学素养的提高，大力推动民族理科教育的进程。

一、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是民族理科教育目标的核心

新世纪初，国家启动 的 新 一 轮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把

“提高２１世纪公民的 科 学 素 养”作 为 理 科 课 程 改 革 的 基 本

理念，并在国家颁布 的 理 科 课 程 标 准 中，确 立 了 “以 培 养

学生的科学素养为 主 旨”的 理 科 课 程 总 目 标。科 学 素 养 是

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 基 本 素 质，是 基 础 阶 段 理 科 教 育 改 革

的出发点和重要归宿。“世界变化已使得科学素养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成为每 个 人 的 需 要，而 不 为 少 数 人 所 持 有。为

此，必须改变 科 学 教 育 方 法 以 适 应 这 种 变 化。”［１］ （Ｐ１４）

这段在 《面向全体 美 国 人 的 科 学》一 书 前 言 中 的 话，表 明

科学素养从仅仅为科学家所有转向为合格公民的必备素养，

很多国家均以培养学 生 科 学 素 养 为 核 心 开 展 中 学 理 科 教 育

改革。我国民族地区的 理 科 教 育 改 革 与 国 际 理 科 教 育 改 革

接轨，同时应兼顾民族 地 区 社 会 经 济 与 自 然 生 态 的 特 殊 发

展需求，一方面体现 基 础 性 和 职 业 性 的 教 育 功 能，同 时 在

更广泛的意义上，体 现 “培 养 少 数 民 族 青 年 一 代 严 肃 认 真

的责任意识和果断更新旧观念迎接新挑战的实干精 神”。［２］

因此，民族理 科 教 育 需 定 位 于 培 养 学 生 的 基 本 科 学 素 养，

以提升学生解 决 生 产 生 活 问 题 的 能 力 以 及 塑 造 思 维 严 谨、

勇于创新的科学品格。

什么是科学素养？在 社 会 发 展 的 不 同 年 代，人 们 对 科

学素养有不同的 认 识。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是 一 个 讴 歌 科 学 技

术的年代，以科学家为 中 心 的 理 科 教 育 改 革 强 调 科 学 的 统

一性与自主性，把学生 作 为 脱 离 日 常 生 活 的 新 一 代 科 学 家

来培养。理科教育所 要 实 现 的 科 学 素 养，是 注 重 “概 念 性

的知识”、“科学的本质”和 “科学的伦理”，而脱离 “科学

与人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是 把 科 学 素 养 的 内 涵 理

解为科学知识 的 掌 握。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后，科 技 对 社 会 生

活的影响愈来愈大，人 们 对 科 学 素 养 内 涵 的 理 解 有 了 变 化

和发展。理科教育开 始 关 注 科 学 与 人 文、科 学 与 社 会 以 及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及差异。１９９６年 美 国 公 布 的 “国 家

科学 教 育 标 准” （ＮＳ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将科 学 素 养 叙 述 为 “了 解 和 深 谙 进 行 个 人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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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参与公民事务和 文 化 事 务、从 事 经 济 生 产 所 需 的 科 学

概念和科学过 程”［３］ （Ｐ２９）。由 此，从 “科 学 知 识”、 “科

学过程和科学方法”、“科学的本质和价值”等 三 个 方 面 建

构了一个以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目标的国家理科课程体系。

我国７－９年级科学课程标准对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提出

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学生必须逐步领会科学的本质，崇尚

科学，破除迷信；必须 初 步 养 成 关 注 科 学、技 术 与 社 会 问

题的习惯，形成科学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树立社会责任感；

必须更多地学习终身必备的科学知识，以顺应时代的要求，

必须体验科学探究 的 过 程，学 会 一 定 的 科 学 思 维 方 法，以

解决自身学习、生活、工 作 和 社 会 决 策 中 遇 到 的 问 题，为

学生的终 身 发 展 奠 定 基 础，为 社 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支

撑。”由此可以看出，具有科学素养的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科

学知识和科学的思 维 方 法，并 具 备 科 学 的 情 感、态 度 和 价

值观。科学素养不仅 仅 是 所 受 教 育 程 度 高 低 的 象 征，而 是

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 文 明 的 标 志，这 种 文 明 不 再 局 限 于 书

本上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态度，

在实践中运用科学方 法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以 及 人 们 运 用 科

学技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民族学生作为国家 和 民 族 地 区 未 来 建 设 者，其 科 学 素

养的高低将影响地区 经 济 发 展 和 社 会 进 步，为 力 求 培 养 更

多适应民族地区发展 需 要 的 高 素 质 民 族 人 才，民 族 理 科 教

育必须承担起培养学 生 科 学 素 养 的 重 任。民 族 理 科 教 育 以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为核心，旨在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知识，

开拓新的 科 学 领 域，创 造 新 的 科 学 方 法，树 立 科 学 精 神。

同时，由于民族地区地 域、文 化、民 族、宗 教 信 仰 等 的 特

殊性，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 的 公 众 用 自 己 的 文 化 处 理 生 活 与

生产问题，有其自己 的 知 识 体 系，因 此，民 族 学 生 的 科 学

素养包含着对地方科 技 知 识 的 了 解 和 体 验。落 实 到 理 科 课

程，科学素养的培养 一 般 从 知 识 与 技 能、过 程 与 方 法、情

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 度 来 实 现。在 科 学 知 识 和 科 学 能 力 方

面，需建构适合各民 族 文 化 传 统、生 态 环 境、生 产 方 式 的

理科教育内容体系，以 培 养 能 适 应 民 族 地 区 社 会 发 展 和 未

来建设的理科人才。科 学 过 程 与 科 学 方 法 体 现 的 是 人 类 知

识体系不断拓展的探 索 历 程，蕴 含 着 科 学 知 识 在 产 生 和 应

用过程中 丰 富 的 科 学 思 想 和 科 学 价 值 观，即 理 科 教 育 在

“满足开发智力资源 内 在 要 求 的 同 时，提 供 一 种 求 实 创 新、

严谨科学的作风和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２］因 此，理 科 教

学中对科学过程和科 学 方 法 的 关 注，可 以 引 导 学 生 在 掌 握

科学知识，提升科学 能 力 的 同 时，培 养 崇 尚 理 性、崇 尚 实

践、追求真理的 科 学 精 神。情 感 态 度 价 值观是学生 科 学 素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学生对科学的追求，对科学在人

类文明进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从科学与技术、社会相互关

系的理解等多个方面加以体现。科学素养的培养在科学知识

建构的过程中，需要人的情感的调动和意志的坚持，清晰认

识到科学、社会和技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以及所赋予学习

者的责任与价值。这正是理科教育新的内涵，将 “科学、技

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科学为大众的理念纳入理科课程

范畴，理科教育从培养少数人成为科学家转向面对所有的学

生，培养可持续的学习能力和未来的职业发展。

二、加强理科教学内容与地方科技

文化的联系，增强民族学生对

科学知识价值的理解

现代学校教 育 的 课 程 设 置 呈 现 出 一 定 的 城 市 化 倾 向，

民族地区的学生对这 样 的 课 程 内 容 感 到 陌 生。如 目 前 藏 族

地区中小学理科课程 是 由 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由 人 民 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教 材 翻 译，这 些 教 材 中 的 例 子、生 活 常 识

与藏族人民的生活有 较 大 的 差 距，而 在 知 识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上也与藏族学生的思 维 发 展 水 平 有 很 大 的 差 异。教 材 中 纯

理论的讨论、推理、逻 辑 证 明 偏 多，贴 近 藏 族 学 生 实 际 生

活的例子几乎 没 有，给 学 生 造 成 了 学 习 上 的 困 难。［４］由 于

教材内容和阅读材料 中 缺 乏 与 本 民 族 相 关 联 的 内 容，在 具

体使用时，出现 “‘文化不兼容’与 ‘思 维 不 贯 通’”［５］的

情形，不适应民族地 区 学 生 的 生 活 经 验 和 成 长 环 境。理 科

知识的科学属性决定 了 在 理 科 课 程 内 容 里 面 有 很 多 科 学 术

语，这些科学的专用 术 语，在 理 科 教 学 过 程 中，学 生 很 难

理解，学习起来比较 困 难，进 而 失 去 学 习 的 兴 趣，造 成 学

业成绩的失败，甚至影响到就学意愿。

现代理科教育的理念 在 于 要 重 视 科 学 知 识 与 生 产 生 活

的联系，在我国各学 科 理 科 课 程 标 准 中 也 明 确 提 出，理 科

课程内容的选择，“要关注学生的经验，增强课程内容与社

会生活的联系，要注 意 从 学 生 的 已 有 经 验 出 发，有 的 放 矢

的介绍日常生活和社 会 建 设 中 所 用 到 的 科 学 知 识，让 他 们

在熟悉的生活情景中 学 习 科 学，了 解 科 学 与 日 常 生 活 的 密

切关系，逐步学会分析 和 解 决 生 活 中 与 科 学 有 关 的 一 些 简

单的实际问题，因此 激 发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和 求 知 欲，使 学

生感到学有所得、学 有 所 用。”因 此，在 民 族 理 科 教 学 中，

教师可以适当地联系 当 地 的 地 方 性 知 识，将 地 方 性 知 识 中

的科技文化融入到课 堂 教 学 中，可 以 极 大 地 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习兴趣。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来源于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吉尔茨，是指 “一 种 固 有 的、来 自 于 当 地 文 化 的 自 然 而

然的东西，即是一种具有本土地位的知 识”。［６］可 见，地 方

性知识是一种在长期 的 历 史 发 展、文 化 变 迁 和 独 特 的 生 态

地理环境中，各民族积 淀 并 传 承 下 来 的 独 特 而 深 厚 的 本 土

知识。地方性知识的传 承 和 发 展 不 仅 有 利 于 保 持 文 化 的 多

样性，其中很多知识也是现代人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源泉。

民族地区的群众在长 期 的 生 产 生 活 实 践 过 程 中，形 成 了 丰

富灿烂的 文 化，积 累 了 大 量 的 生 产 生 活 经 验，这 些 生 产、

生活经验与其自身 的 生 产、生 活 实 践 密 切 相 关，其 独 有 的

逻辑经验体系可以反 映 当 地 的 历 史 与 社 会 面 貌，合 理 地 解

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 此，民 族 地 区 的 传 统 文 化 不 仅 包 括

丰富的物质文化、精 神 文 化，还 包 括 绚 丽 的 科 技 文 化。这

些科技文化是民族地 区 的 群 众 在 生 产 生 活 实 践 过 程 中 与 大

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绚 丽 的 科 技 文 化 是 地 方 性 知 识 的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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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在理科 教 学 过 程 中，选 择 一 些 与 理 科 教 学 相

关的地方性科技知识作为内容，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传 承 这 些 优 秀 的 地 方 科 技 文 化，提 高

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应用和价值的理解。

我国由于民族多样 性 的 特 点，不 同 的 民 族 与 地 区 在 长

期的实践中根据各自 的 环 境 特 点 创 造 的 地 方 性 科 技 知 识 非

常丰富，包括生物多 样 性 的 发 展 和 保 护 体 系；独 具 一 格 的

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大 量 独 特 的 关 于 疾 病 诊 断 与 治 疗 的 民

族医药知识，如蒙族 医 学、藏 族 医 学 等；还 有 少 数 民 族 传

统工艺，如印染、纺织、酿酒、酿醋等，以及狩猎和采集、

初级农业、畜牧业、精 耕 农 业、工 业 化 谋 食 方 式 等 等 不 一

而足。以藏族地区的 理 科 教 育 为 例，在 理 科 教 学 内 容 中 可

以融入的地方性科 技 知 识 非 常 丰 富，比 如 化 学 教 学 中，有

大量的有关藏族生产 生 活 的 化 学 知 识 可 以 和 课 堂 教 学 内 容

产生联系。比如，生活在 雪 域 高 原 的 藏 族 同 胞 有 一 种 赖 以

生存的重要的生活 饮 品———藏 茶，其 制 作 和 养 生 价 值 中 就

蕴含着丰富的化学知识。藏茶是采摘于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高

山，经过五大工序三 十 二 道 工 艺 精 制 而 成 的 全 发 酵 茶，为

藏族同胞的民生之茶，藏族谚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

日无茶”。经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通过特殊工艺持久发酵制

作而成的藏茶包含 近５００种 对 人 体 有 益 的 有 机 化 合 物，约

７００种香气化合物，无机 物 也 相 当 丰 富，包 含 磷、钾、镁、

硒等不少于１５种矿物质。藏茶具有抗氧化、抗辐射、抗突

变、抗病毒、抗自由基 的 作 用；能 调 理 胃 肠 功 能 和 改 善 机

体新陈代谢；降低三高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预防

和消除 肥 胖 症；利 咽 喉、通 宿 便；增 加 血 红 蛋 白 载 氧 量。

优质藏茶外形表面平整、紧实、色泽棕红、内质香气纯正，

藏茶缓慢的发酵过程 会 随 着 存 放 期 的 加 长 而 越 发 淳 厚，价

值也越高。在化学课 堂 教 学 中，教 师 结 合 元 素 化 合 物 以 及

有机物的教学，可以 引 导 学 生 分 析 藏 茶 的 化 学 成 分，探 讨

制作原理，分析藏茶的制作工艺和组成与养生功效的关系，

促进学生对化 学 知 识 的 理 解 和 化 学 规 律 以 及 原 理 的 掌 握，

增强学生对科学知识 服 务 于 生 活 的 价 值 的 理 解，提 高 学 习

科学的兴趣。另外，在 金 属 与 金 属 化 合 物 的 教 学 中，可 以

引导学生了解唐卡制 作 的 矿 物 质 原 料，分 析 这 些 矿 物 质 原

料的颜色、状态等性 质 与 化 学 结 构、组 织 关 系，体 会 藏 民

族独特的文化和智 慧。在 有 机 物 教 学 中，可 以 带 领 学 生 查

阅资料，了解藏族服 饰 的 布 料 制 作、印 染 的 工 艺，体 会 布

料的质地、颜色、悬重 感、弹 性 和 轻 盈 度 等 与 布 料 的 制 作

工艺之间的 关 系，既 有 助 于 学 生 对 化 学 反 应 原 理 的 理 解，

同时又有效地传承了民族文化，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总之，加强理科教学 内 容 与 民 族 地 区 文 化 传 统 和 生 产

生活的联系，将为学 生 呈 现 生 动 鲜 活、丰 富 多 样 的 科 技 文

化视野，可以激发学 生 学 习 科 学 知 识 的 兴 趣，在 一 定 程 度

上减弱学生对科学术 语 所 表 征 的 科 学 概 念 的 陌 生 感，增 强

学生对科学原理和规律的深入理解，提高理科教学的质量。

与理科教学有关的地 方 性 知 识 融 入 课 堂，是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对民族理科教育的要 求，不 仅 丰 富 和 拓 展 了 民 族 学 校 的 理

科课程内容，增强学 生 对 科 学 知 识 本 质 和 价 值 的 理 解，提

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感受本民族科技文化的独特性，

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家乡和族群认同感。

三、变革理科教学方式，增强民族

学生对科学方法和过程的体验

新一轮课程改革以 变 革 学 生 的 学 习 方 式 为 主 旨，倡 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育部２００１年颁发的 《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改变课程实施过于

强调接受学习、死记 硬 背、机 械 训 练 的 现 状，倡 导 学 生 主

动参与、乐于探究、勤 于 动 手，培 养 学 生 搜 集 和 处 理 信 息

的能力、获取新知识 的 能 力、分 析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以 及

交流和合作的能力”。为此，国家在学科课程标准中对适合

于各学科特点的学习 方 式 进 行 了 说 明，理 科 教 育 以 培 养 学

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强 调 开 展 以 探 究 式 教 学 为 主 的 多 种

教学活动，让学生在 学 习 科 学 知 识 的 过 程 中，经 历 科 学 探

究过程，获得科学方法，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民族地区的理科教 育，尤 其 是 以 本 民 族 语 言 文 字 为 主

要教学用语及日常用 语 的 少 数 民 族 聚 居 区 的 基 础 教 育 与 内

地差距较大。一方面，课 程 标 准 倡 导 的 教 学 理 念 与 教 学 方

法，与少数民族地区 教 育 教 学 的 实 际 水 平 相 差 甚 远，民 族

学生在理解科学知识的抽象性、逻辑性和专业性的问题上，

遭遇语言经验与实 践 经 验 的 双 重 难 度。第 二 方 面，教 师 的

双语能力较低，教材 难 度 大，教 师 教 学 语 言 和 学 生 母 语 不

一致，使教师对实施 课 程 标 准 的 理 念 普 遍 感 觉 较 困 难，难

以达成国家课程标准 的 要 求，从 而 影 响 了 民 族 地 区 理 科 教

育质量。第三方面，从 教 学 方 式 来 看，大 部 分 民 族 地 区 教

师教学仍主要依赖讲授式，依赖语言输出———记忆学习的教

学方式，难以适应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需要。这种教学方法

直接造成了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机 械 记 忆、不 求 甚 解 的 局 面。以

２０１２年高考 为 例，高 考 各 学 科 主 要 考 察 识 记、理 解、简 单

应用和综合应用四项能力，从分析报告可以看出，藏族考生

识记得分率 最 高，而 综 合 运 用 得 分 率 最 低 。［７］基 于 这 种 现

状，民族地区应结合文化传统、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方式的特

点，探索有助于提升本民族理科教育质量的教学方式。

民族理科教育的课 堂 教 学 方 式 变 革，首 先 要 深 入 开 展

基于本民族理科教学 实 践 的 探 究 式 教 学 活 动，在 理 科 课 程

目标中增加实践应用 及 技 能 目 标，增 强 民 族 学 生 对 科 学 方

法和过程的体验。开展 探 究 式 教 学 需 构 建 以 学 生 为 中 心 的

课堂教学，开发与学生生活相联结的本民族理科教学资源，

适当降低理科知识难度，减少理论内容比例，以此为基础，

引导学生对科学知识 的 本 质 和 科 学 规 律 进 行 探 究。科 学 教

育改革的实践表明：“围绕着让学生仔细考察真实现象，探

究由老师和学生提出 的 有 意 义 的 问 题 来 设 计 课 堂 教 学，能

促进 学 生 情 感 的 投 入、记 忆 的 保 持 和 知 识 的 理 解。”［１］

（Ｐ２１２）探究式教学要使学生的学习基于他们的直接经验并

发展他们的 好 奇 求 知 的 天 性，以 这 样 的 方 式 来 组 织 学 习，

将会使老师和学生通 过 科 学 思 维 习 惯 的 培 养 达 到 知 识 的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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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贯通，还会使学习活 动 的 开 展 顾 及 到 学 生 个 体 的 智 力 发

展和学生所处的某一 特 定 年 龄 段 的 特 点，有 利 于 培 养 终 身

学习能力。

其次，要加强实验教 学。在 理 科 教 学 中，实 验 对 实 现

理科教学目标，培养学 生 的 科 学 素 养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地 位

和作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指 出，“要 通 过 以 化 学

实验为主的 多 种 探 究 活 动，使 学 生 体 验 科 学 研 究 的 过 程，

激发学习化学的兴 趣，强 化 科 学 探 究 的 意 识，促 进 学 习 方

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尽管少数民

族学生理科学业水 平 不 理 想，但 在 理 科 学 习 热 情 和 动 机 方

面却并不低。近期的研 究 都 显 示 少 数 民 族 学 生 对 于 理 科 学

习的热情与意愿、投 入 的 程 度、重 视 的 态 度 都 是 非 常 积 极

的，研究也显示，少数民族学生理科学习中缺少学习榜样、

缺少动手操作与实验 的 机 会，无 法 理 解 理 科 教 师 的 教 学 语

言成为被迫放弃 理 科 学 习 的 主 要 原 因。［５］由 于 民 族 学 校 学

生的理科是在两种语 言 转 换 中 学 习 的，不 同 民 族 间 的 思 维

方式及语言表达存在 较 大 的 差 异，这 种 学 习 中 语 言 的 来 回

转换，加大了 民 族 学 生 在 理 解 和 表 达 方 面 的 难 度。因 此，

对于民族学生的理科 学 习，只 有 通 过 参 与 真 切 丰 富 的 实 验

活动，才能较深入地 感 知 理 解 抽 象 的 科 学 知 识、认 识 科 学

规律。实验也是民族 学 生 观 察 生 活，观 察 社 会，获 得 知 识

信息的重要来源。然 而，长 期 以 来，由 于 实 验 条 件 的 限 制

和老师的实验教学能 力 薄 弱，严 重 影 响 了 实 验 教 学 的 有 效

开展。很多民族学校 虽 然 有 理 科 实 验 室，但 是 多 数 未 能 很

好地发挥作用，实验仪 器、装 置、药 品 缺 少，没 有 专 门 的

实验员，使学生的科 学 探 究 变 成 教 师 讲 授 探 究 过 程，学 生

观看实验视频。实验条 件 不 足 严 重 制 约 理 科 教 学 质 量 的 提

高，因此，各 级 政 府 和 教 育 行 政 部 门，要 增 加 经 费 投 入，

改善民族地区的办 学 条 件，加 强 实 验 室 建 设。根 据 理 科 课

程标准要求，配置必需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化学药品、

音像资料、模型标本 以 及 微 型 化 学 实 验 工 具 箱 等，确 保 实

验教学的 顺 利 开 展。同 时，重 视 理 科 实 验 室 的 管 理 工 作，

加强实验员业务能力 的 培 训，充 分 发 挥 实 验 室 在 课 程 改 革

中的地位和作用。理 科 教 师 还 要 联 系 生 产 和 生 活 实 际，指

导学生利用生活中常 见 用 品 和 废 弃 物 制 成 简 易 仪 器，替 代

实验用的 仪 器 和 材 料。如 利 用 医 用 药 瓶、一 次 性 输 液 管、

注射器、废弃的圆珠 笔 心、眼 药 水 瓶 等 改 制 成 微 型 实 验 仪

器，用贝壳或蛋壳代 替 碳 酸 钙 等 进 行 实 验，以 培 养 学 生 的

创新意识、节约意识 和 探 究 能 力，使 学 生 初 步 具 备 利 用 日

常生活用品替代实 验 仪 器、设 计 微 型 实 验 的 技 能，提 高 学

生的科学素养。民族 理 科 教 学 只 有 用 观 察、实 验、比 较 的

方法，才能唤醒学生 的 理 性 思 维，激 发 学 生 探 索 自 然 奥 秘

的科学精神。

四、积极开展以研究性学习为主的

理科综合实践活动，提升民族学生

综合应用科学知识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是指 “学 生 在 教 师 的 指 导 下，从 自 然、社

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 定 专 题 进 行 研 究，并 在 研 究 过 程 中 主

动地获 取 知 识、应 用 知 识、解 决 问 题 的 学 习 活 动”。２０００
年１月，国家教育部 颁 布 《全 日 制 普 通 高 级 中 学 课 程 计 划

（实验修订稿）》，首次将综合实践活 动 课 列 为 必 修 课，“研

究性学习”被列为综 合 实 践 活 动 板 块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同

时，教育部 （２００１）６号 文 件 印 发 的 《普 通 高 中 “研 究 性

学习”实施指南 （试行）》明确指 出， “实 施 以 培 养 创 新 精

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的 素 质 教 育，关 键 是 改 变 教 师 的 教 学

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 式，设 置 研 究 性 学 习 的 目 的 在 于 改 变

学生以单纯地接受教 师 传 授 知 识 为 主 的 学 习 方 式，为 学 生

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 供 多 渠 道 获 取 知 识 并 将 学 到 的 知

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 践 的 机 会，促 进 他 们 形 成 积 极 的 学 习

态度和良 好 的 学 习 策 略，培 养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可

见，研究性学习在基础 教 育 课 程 结 构 中 的 设 置 不 仅 能 充 分

挖掘学生的巨大潜能，更 有 利 于 培 养 学 生 的 自 主 能 力 和 创

造能力。在民族地区，由 于 缺 乏 对 教 师 进 行 有 效 的 新 课 程

培训，教师对包括研究 性 学 习 在 内 的 多 元 的 学 习 方 式 缺 乏

指导能力，致使研究 性 学 习 活 动 未 能 有 效 开 展，影 响 了 新

课程实施的效果，也制约了理科教学质量的提高。事实上，

研究性学习是一门生 成 性 的 课 程，以 获 取 关 于 探 究 学 习 的

直接经验，发展创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为 直 接 目 的，以 个 性

健全和发展为根本，没 有 统 一 的 模 式 或 内 容 要 求，特 别 注

重学生的实践和体验。由 于 研 究 性 学 习 强 调 的 是 结 合 学 生

的生活和社会实际 来 选 题，充 分 利 用 本 地、本 校 的 各 种 资

源，如社区环境资源、人 力 资 源、文 化 资 源 等，使 其 成 为

学生的学习 资 源，所 以 民 族 地 区 的 学 校 开 展 研 究 性 学 习，

其实比城市中学的学 生 更 具 备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环 境 和 文

化资源条件。如以化 学 教 学 为 例，可 以 结 合 我 们 一 些 少 数

民族源远流长的饮酒 文 化，组 织 学 生 开 展 生 动 丰 富 的 化 学

研究性学习活动。我国 少 数 民 族 大 多 数 自 古 就 有 酿 酒 的 习

俗，在长期的酿酒、用酒过程中，发展了少数民族的智慧，

并形成了别具一格 的 饮 酒 文 化。在 中 学 化 学 教 学 中，配 合

化学课程标准中相 应 的 教 学 内 容，如 醇 类、淀 粉 和 纤 维 素

等，开展与酒文化有 关 的 研 究 性 学 习 活 动，引 导 学 生 查 阅

资料，观看视频和参 观 酒 厂。学 生 通 过 实 地 调 查，了 解 酿

酒工艺，经历酿酒过 程，加 强 对 化 学 物 质 性 质 和 化 学 反 应

原理的理解。在理科 教 学 中 开 展 研 究 性 学 习 活 动，有 助 于

帮助学生体会科 学 与 社 会、文 化、生 活 之 间 的 关 系，提 高

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学 校 和 教 师 要 积 极 开 发 并 合 理 利 用

校内外各种课程 资 源，发 挥 图 书 馆、实 验 室、专 用 教 室 及

各类教学设施的作用，广 泛 利 用 校 外 的 展 览 馆 以 及 其 他 各

种丰富的民族文化 环 境 资 源，拓 宽 学 生 的 知 识 面，提 升 学

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锻炼实践能力。

考虑到民族地区发 展 进 程 和 目 标 定 位，以 提 升 民 族 学

生科学素养为核心的 民 族 理 科 教 育 改 革，一 方 面 要 注 重 将

地方性科技知识融入 理 科 课 堂 教 学 中，结 合 生 产 生 活 技 能

的培养，发展有利于 养 护 自 然 生 态 资 源，服 务 于 当 地 社 会

经济发展的理科 教 育 内 容。同 时，要 变 革 教 学 方 式，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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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以实验探究为主 的 多 种 教 学 方 式，使 学 生 体 验 科 学 研

究的过程，激发学习 科 学 的 兴 趣，强 化 科 学 探 究 意 识，促

进学习方式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另外，

要积极研究与民族学 生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文 化 需 求 和 社 会

发展趋势等，探索开展以研究性学习为主的综合实践活动，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重 视 学 生 的 情 感 和 价 值 取 向，培 养 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将培 养 学 生 科 学 素 养 为 核 心 的 民 族 理 科

教育改革，落实于理科课程，强调科学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科学探究过程的体验 和 科 学 方 法 的 学 习，以 及 情 感 态 度 价

值观的形成，由三者的 统 一 与 融 合 体 现 理 科 教 育 目 标 的 达

成，反映科学发展崇 尚 理 性、崇 尚 实 践、追 求 真 理 的 精 神

实质对学生发展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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