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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地位及养成
蔡铁权

摘要　 弘扬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是科学教育的核心
内容。通过学术界对科学精神内涵阐释的介绍，又对处于历史文化境脉中的西方科学精神源
流的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精神的论辩，从而对科学精神具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和正确
的定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基础科学教育中实践科学精神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希
冀科学精神的养成从课程到教学、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策略都能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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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教育的核心应该是什么，这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不少学者将科学教育
的核心目标指向科学精神的养成。尤其是当我国今天的基础教育，已不是当年
的精英教育，科学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科学家，而是要使受教
育者具有科学素养，成为具有科学精神的一代新人。［１］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高度充分
肯定了科学精神及其哲学和文化意蕴的巨大价值。“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
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它是一种只有在特
殊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发展的非常晚而又非常精致的成果。……在我们现代世界
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
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
题。”“对于科学，我们可以用阿基米德（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的话来说：给我一个支点，我
就能推动宇宙。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
的支柱。”［２］卡西尔的这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刻的关注。一方面我们鲜于亲身
经受过科学革命的洗礼，另一方面，科学和科学精神中的不少成分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异质因素。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科学教育中对科学精神的重视是
不言而喻的。

科学精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因为科学处于急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
科学与科学精神所反映的是人类在理解自然方面的实践和精神发展的水平，势
必彰显其特定的时代特征，这种历时性正反映了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历史语境
把握的重要和必要。我们要理解科学精神，首先要回归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语
境，而且只有在这种历史的视域中，我们也才能获取科学教育中培养科学精神的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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