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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从事科学教育研究的学者为我国历

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是，他／她们却 正 面 临 着 缺 乏 开 展 科 学 教 育

研究经费 的 窘 境。这 一 局 面 有 悖 于 国 际 科 学

教育学术 领 域 的 发 展 态 势。科 学 教 育 研 究 的

持续发展，有赖于足够而持续的研究基金的投

入。

目前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结构体系的薄弱，与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化学、

生物、地球科学等）的快速发展是极不相称的，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必将

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根基———后继人才的培养和输送。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ＮＲＣ，２００２）指 出：“如 果 不 以 科 学 研 究 为 基 础，

如果不以来自科学研究的知识为指导，教育改革要想取得显著的效果是不

可能的。”事实上，美国 的 科 学 教 育 改 革 正 是 建 立 在 科 学 研 究 的 基 础 之 上，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的制定就是以科学教育研究的文献为依据的。同

时，美国是最早将“科学教育”发展为一个学术性领域的国家，其起源可追溯

到１９２８年美国科学教学研究协会的成立。目前，科学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

际公认的独立学术研究领域，因为它已经满足一个学术领域所具备的基本

结构要素：（１）在大学里有相应的教授职位；（２）具有发表高质量研究成果的

学术期刊，例如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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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３）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 团 体，例 如 美 国 科 学 教 学 研

究协会（ＮＡＲＳＴ），东亚科学教育学会（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ＡＳＥ），欧洲科学教育学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ＳＥＲＡ）等；（４）有定期举办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５）

形成了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研究中心；（６）建 立 起 了 硕 士 和 博 士 的 培 养 体

系。

相较之下，虽然我国同样有一群学者从事着科学教育研究工作，并且为

我国历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的

结构体系还很薄弱，在每个科学教育研究方向中（物理教育＼化学教育＼生物

教育和地学教育，以及综合科学教育），虽然对应的学术机构是中国教育学

会下设各专业教学委员会，中国科协所属各学会下面也设有相应的专业委

员会，但在国务院学科体系中都不是相应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学术刊物

目前只有各分科领域的刊物，如化学教育、生物学通报等，但都不被ＳＣＩ和

ＣＳＳＣＩ认可，且没有综合的科学教育研究期刊。概括而言，结构体系薄弱主

要体现在：（１）人才队伍小，教授职位少；（２）学术期刊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和

支持，没有被纳入ＳＣＩ、ＣＳＣＩ、ＳＳＣＩ、ＣＳＳＣＩ的评价体系，使得研究人员发表

的学术成果得不到工作考核评价的承认；（３）虽然有跨学科的科学教育学术

团体组织，也有分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但是都相对松散；（４）学术会议的规模

相对较小；（５）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数量较少；（６）博士点相对较少；（７）在国

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还很少。

毋庸讳言，造成我国科学教育领域如此落后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

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缺乏足够的、持续的研究基金的资助。从事科

学研究的人都明白基金资助的重要性及其对人才队伍和研究工作的促进作

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世界

前列，与我国高瞻远瞩地投入大量而持续的科学研究基金是分不开的。遗

憾的是，我国的科学研究基金却忽视了“科学教育”这个极为重要的学术领

域。我国自然科学基金根本没有资助科学教育研究的门类，而社会科学基

金和教育科学基金也极少关注基于学科的教育研究，例如２０１４年社会科学

基金和教育科学基金资助的所有项目标题里没有一项含有“化学”或“化学

教育”。而美国联邦基金却对其科学教育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其科学研

究基金也是支持科学教育研究项目的。另外，值得关注和学习的是我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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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其科学教育研究状况在２０年前与我国大陆是很相似的，但如今已

经迅速发展到了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科学委员会下设立的科学教

育处专门负责资助科学教育研究项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虽然美国科学教育研究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在２０１２年

仍然提出了发展基于学科的教育研究的举措：（１）确立研究者的地位和相应

的职位期待；（２）对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给予足够而持续的基金资助；（３）支

持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的发展；（４）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基金资助机构、研

究机构等要共同协作等。

从当今科学研究发展需要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大的趋势来看，以及国际

科学教育学术领域的发展经验来看，我国科学教育领域要想得到长足的进

步和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获得足够而持续的研究基金的投入。在此，强烈

呼吁并建议在我国的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或教育科学基金里设立

“科学教育研究基金”，像美国等国家一样给予科学教育研究（含物理教育、

化学教育、生物教育、地学教育等）纵向的、足够的、持续的基金资助，以稳固

当前的研究队伍、吸引更多人才、加快国际化步伐、匹配自然科学研究的地

位，从而为我国未来的教育改革和科技发展提供基于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和实证保障。

（责任编辑　张岩）

２２ 《科学与社会》（Ｓ＆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