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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此类食品的危害，从而关注食品

安全，树立健康饮食习惯。再如，在讲到血液的组成和尿液的

形成时，让学生扮演“小医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简单的血常

规化验和尿检数据，学生所学得到所用，能够激发学生求知欲

和自信心，从而更加热爱科学。

（五）丰富教学形式

新课程背景下课堂已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多媒体技

术、模拟演示、实验、实践等多种形式融入课堂，能够更加高

效地实现德育目标。例如，在讲胚胎发育时，为触动学生的

心灵，我以歌曲《母亲》为背景音乐开启新课，讲完整个胚胎

发育过程后，以歌曲《母爱》为背景音乐请学生进行诗朗诵

《母爱》。看到学生的眼睛湿润后，号召学生热爱生命、赞颂

母爱的伟大，让学生回家后拥抱母亲表达感激。再如，在讲

到濒危动物保护时，播放《可可西里》电影片段，猎人枪响，

藏羚羊倒下的一幕震撼着学生，保护濒危动物的情感油然

而生。

总之，将 STSE 理念植入生物课堂德育教育对教师而言

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教育工作者关注学科发展，善于捕捉生

成性资源并进行巧妙设计，找准生物课堂德育契机，真正做到

“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果，适应学生的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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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 年 2 月《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小学科学课程正式由探索的实验阶

段迈入全面提升阶段。这不仅是我国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也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变革。为全面理解和深

入落实新课程理念，从颁布背景、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对新旧版课标进行对比尤为重要。不仅有利于明晰

两版课标之间的差异、把握科学教育发展的方向，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师实施新课标的能力，并为教科书编者提供修

订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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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 年级）课程标准（实

验稿）》颁布，标志着我国小学科学课程开始探索的新阶段。

国际科学教育发展观的传播与拓展，科学课程面临着改革的

新起点。2017 年 2 月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

准》，标志着小学科学课程进入二次飞跃的全面提升阶段。作

为占据重要节点的纲领性文件，对两版课标进行对比研究，

有利于引导教师依据课程标准组织教学、落实科学教育改革

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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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颁布背景的差异性

（一）2001 版课程标准的研制背景

世纪之交，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随之而来的

问题却日益突出：原有开设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适应和满

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势在必

行。面对课程改革的大环境，小学科学课程也开始了新一轮

变革。如何编制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兼顾国际科学教育发展

的课程标准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2000 年我国小学科学课标

研制组对现行小学自然教学现状、社会发展对公众科学素养

的具体要求等展开大范围调查，结合各国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的分析与借鉴，2001 年成功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日制

义务教育科学（3~6 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由此，我国正

式将《自然》课改为《科学》课，小学科学课程开始走向探索的

实验阶段。

（二）2017 版课程标准的出台背景

2014 年 4 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颁布，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由稳步

推进逐渐走向全面深化。十余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在实践

中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初步建立起系统有序的科学课程

体系。然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可操作性弱等问题。

同时，国际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迫切要

求，我国科学课程面临完善的需求和挑战。为进一步提升国

民科学素养，深化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2017 年颁布了《义务

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由此，我国科学课程正式迈入二次

飞跃的提升阶段。

二、课程性质的差异性

课程性质是指某门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本质属性，是

对课程的基本定位。介于时代背景不同，两版课标对课程性

质的定位也有差异。世纪之交，由于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尚

在起步阶段，理论体系和实际改革经验尚未成熟。2001 版将

科学课程定位为以培养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其

关键词可归纳为“科学素养”与“启蒙”。十六年的探索实践，

我国科学教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国民的科学素养也有了

大幅度的提高。然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对我们提出了更为严

峻的挑战。2017 版课程标准将科学课程定位为基础性课程、

实践性课程、综合性课程的有机统一，其关键词可概括为“提

升”“综合”。

为进一步了解课程性质的具体变化，对两版课标展开了

详细的文本对比。经过分析发现，两版课标对科学课程的基

础性定位较为一致，差异性则突出表现为课程的实践性和综

合性。课程的实践性意味着学生通过活动的方式学习课程，

让学生能够通过自身的体验、操作发现科学现象并对其进行

推理论证。同时要贴合学生生活经验、具有情境性。综合性则

体现了科学课程的本质属性。第一，课程内容的综合性。以大

概念方式统领课程内容，横跨并联结四大领域，推动了课程内

容的整合。第二，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注重培养学生整体思

维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手脑结合以及课堂协作能力等。第

三，跨学科化倾向。强调科学课程与并行开设的语文、数学等

课程相互渗透，并提出具体的学科关联建议。新形势下颁布的

课程标准在保留两者共性之外，对科学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和定位。

三、课程目标的差异性

课程目标是学生学完课程后，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最终要

求和规定，制约着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的开展与实施。2001 版

课程目标包括总目标、分目标、各部分目标的相互关系等。

2017 版课程目标包括科学知识目标、科学探究目标、科学态

度目标、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一）课程总目标的差异性

2001 版以三维目标维度对课程目标进行规划和设计，具

体描述了科学知识与习惯、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价值观三个方面的目标。2017 版首先从整体角度出发，指出

小学科学课程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并为他们继续

学习，成为合格公民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然后分别

从科学知识、科学探究、学生能力、科学态度等方面叙述。相

比较而言，首先，2017 版课程的总目标表现了终极性特征，

即通过对课程总目标的定义聚焦和指向学生学习课程之后

所要达到的终极结果。而 2001 版没有明确定义课程总目标，

而是以三维度方式描述，呈现出一定的分散性。其次，2001 版

没有提出学生能力发展的目标，2017 版则将其作为重点达成

目标。

（二）课程分目标的差异性

2001 版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探究、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

分目标，2017 版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探究、科学态度、科学技

术、社会与环境四个分目标。具体差异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调整

2001 版以三维目标为基准，独立划分了“情感态度价值

观”目标。而 2017 版则将其拆分为“科学态度”目标与“科学、

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然而将三个课程分目标逐条对比之

后发现：2001 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第 1、3、5 条内容与

2017 版科学态度总目标的内容相对应；而第 2、4、6 条则与科

学、技术、社会与环境总目标的内容相对应，只是 2017 版叙述

更为具体和详细。虽然模块的划分发生了变化，但构成相应模

块的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技术工程目标的增加

技术工程领域的进步与突破必然会促进经济的繁荣。21

世纪人工智能的开发、无人工厂的诞生等都说明了只有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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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001 版围绕

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地球与宇宙世界对科学知识目标进行描

述，2017 版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技术工程目标。一方面对技

术工程领域的重视，说明我国开始关注学生技术素养和工程

素养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

供了有效的保障和途径。

3.课程学段目标的划分

受国际科学教育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小学科学课程从

一年级设置，课程目标开始划分为三个学段。在学习进阶成

果的支撑下，2017 版将课程目标划分为 1-2 年级、3-4 年级、

5-6 年级三个学段，具体规定了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内容和

学习目标。2001 版课程目标则没有划分学段，仅笼统地概括

学生需要达到的总体目标。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课程目标落空

的风险，从而降低了课程目标的达成度。2017 版对学段目标

的科学划分，加强了有效教学的操作性，为小学科学教师顺利

实施教学目标提供了参照依据。

4.科学探究目标的深入

倡导以科学探究为核心要素组织教学是两版课程标准的

重要思想，也是实施科学课程的关键性因素。差异首先表现

为 2001 版未明确指出科学探究的主要活动和基本特征是什

么，以致对科学探究的理解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难度。2017 版

则明确定义了科学探究的概念，使科学探究的过程和特征清

晰明了、易于理解。其次，2001 版中的科学探究多停留在科学

探究步骤和科学技能层面，缺乏对学生思维和能力发展的关

注。这一点在 2017 版则得到了重视，突出强调科学探究过程

中学生多种能力的发展和多种思维方法的培养，对科学探究

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

四、课程内容的差异性

课程内容和课程目标是构成课程标准的两大要素。一方

面，课程目标的变化影响着课程内容的选取；另一方面，课程

内容为课程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撑。2001 版课

程内容包括科学探究、情感态度价值观、生命世界、物质世界、

地球与宇宙世界，2017 版课程内容包括物质科学领域、生命

科学领域、地球与宇宙科学领域、技术与工程领域。

（一）科学探究、情感态度价值观模块的删除

从课程内容的划分模块发现，2001 版中科学探究与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作为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双向呈现，而 2017 版

则将其整合，仅作为课程目标呈现。虽然 2017 版课程内容删

除了两大模块，但模块的内容并没有实质删除，而是整合到

2017 版相对应的课程学段目标中。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究课程

内容调整到 2017 版的科学探究学段目标之中、情感态度价值

观课程内容调整到 2017 版的科学态度学段目标以及科学、技

术、社会与环境学段目标之中。两大模块的课程内容构成了

2017 版相应课程的学段目标。通过对模块内容的整合，不仅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容的重复性，而且使之系统化并富有逻

辑性。

（二）水和空气划分领域的变化

两版课程内容的细节调整还表现为水和空气划分领域的

变化。2001 版主要是在地球与宇宙领域呈现，2017 版则主要

是在物质科学领域表述。领域的不同划分导致水和空气的具

体学习内容也发生了改变。2001 版主要是作为构成地球的物

质来表述。而在 2017 版首先表现为水和空气本身性质与特

征，如水是一种常见的单一物质、空气是一种常见的混合物

质。然后在地球与宇宙领域进一步对内容进行扩展和提升，

如地球表面有各种水体组成的水圈、地球被一层大气圈包围

着等。使学生对水和空气内容的学习呈螺旋式上升，呈现出

微观化和递进化的特征。

（三）STEM 教育理念下技术与工程领域课程内容的增加

近 年 来 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

matics）教育理念受到广泛的认可和关注，成为国际教育发展

推崇和倡导主要形式之一。2017 版课程内容变化最重要的部

分即技术与工程领域课程内容的增加，凸显了技术与工程核

心要素的培养与 STEM 教育理念的渗透。首先，技术与工程领

域课程内容通过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学科之间的交叉渗

透，打破学科界限，有利于课程之间的整合。其次技术与工程

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亲身体验科学技术带来的改变、亲自动

手制作，帮助学生利用已有知识进行设计、发明、改进和创造，

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科学探究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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