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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科学启蒙》（第二版）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 12月
内容介绍：该系列图书为小学阶段的孩子编写，内
容涵盖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地球科学和 STEM 四
个领域的不同专题，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有趣
的图片、科学严谨的编排，带领孩子探索科学世界。

科学素养是个人素质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社会而言，培养大众的科学素养有
增强道德观念、选择理性的生活方式、在公
共或个人问题上作出明智决策、提高社会
质量等多方面的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培养
科学素养的意义就更多了，可以提高就业
竞争力，使个人对飞速发展的技术所提出
的新要求更加自信、能够识破并抵制形形
色色的迷信和伪科学现象、在某些影响个
人生活或经济的问题上作出更合理的决策
等。如何培养科学素养，引领读者从科学探
究到科学实践？这正是《科学启蒙》（第二
版）这套书想要回答的问题。
《科学启蒙》（第二版）原版引自麦格

劳—希尔出版集团的小学科学教材系列
，是麦格劳—希尔根

据美国《新一代科学教育标准（NGSS）》和
美国“21世纪技能”教育改革的要求而开发
的小学科学课程，体现了世界先进的小学
科学教育理念。原版书是大开本精装书，
1~6级，每级一本，一本约 600页左右。为便
于我国儿童的课外阅读和使用，浙江教育
出版社选择其中 5级，按照原书的五个单
元，将每级分成涵盖生命科学、物质科学、
地球科学和 STEM四个领域的五本，共 25
册。每册分两章，每章设置若干课时。

每一单元的编排框架如下：
第一部分———科学方法、科学技能、安

全提示
第二部分———领域引入、STEM实践
第三部分———课题、科学大概念、基本

问题、核心词汇
第四部分———课时内容
第五部分———复习和测试
每一课的编排框架如下：
第一部分“参与”（Engage）———课题、问

题引入
第二部分“探究”（Explore）———探究

活动（问题、活动步骤、进一步探究、材料）
第三部分“解释”（Explain）———非连续

文本阅读（基本问题、词汇、迷你实验、快速
检测、知识拓展、探究技能培养）

第四部分“评估”（Evaluate）———本课回
顾（摘要、折叠式学习卡、测试、探究技能培
养、跨学科链接）

第五部分“拓展”（Extend/Elaborate）———
科学阅读、科学写作、科学中的数学问题、
聚焦技能

我国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提
出：通过学生亲身经历的实践活动，了解
科学探究的具体方法和技能，理解基本
的科学知识……提高科学能力，培养科
学态度……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课
程。这无不体现了科学教育内容的基本构
成：系统化、结构化的学科知识体系，思维
方式与跨学科思维，科学方法与科学技能，
科学精神与科学价值观。《科学启蒙》（第二
版）采用 5E（Engage，Explore，Explain，Eval-
uate，Extend/Elaborate）研究型教学模式编
写，通过兼顾授受式学习内容和探究式调
查活动的内容、根据知识深度等级体系
（Depth of Knowledge，简称 DOK）设计的测
试与评价，试图给予读者全面的科学教育。
同时，《科学启蒙》（第二版）注重学科知识
的完整性、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的系统训
练以及科学价值观培养，融入跨学科内容，
引导读者思考、发现、开展探究活动，用个
性化的语言、生动形象的图片激发读者对
科学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鼓励读者去探
索和经历科学活动的过程，形成科学的认
知方式、掌握科学的各项技能、感受科学的
魅力。下面从四方面陈述《科学启蒙》（第二
版）的特点。

《科学启蒙》（第二版）并非零
散、简单地罗列知识点，而是依据儿
童认知发展的特点，围绕核心概念
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层层
递进、螺旋上升、步步深入地构建系

统化、结构化的学科知识体系。
同一科学概念随着难度的由浅

入深，解释也循序递进，系统地让读
者不断温故知新，更好地掌握相关
科学概念和原理。

如何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力
姻陈韵竹

在我国新一轮的高中地理课程改革中，为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部颁布了新版
的《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凝练了地理学科
核心素养，提出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
知和地理实践力是学生应该通过地理学科学习
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其中，地理实践力是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相
比，最特别的一项学科核心素养，也是本次地理
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生人地协调观、
综合思维与区域认知能力在地理实践中的综合
体现。同样，在国外的地理教学改革中，也开始
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新一轮的美国科学课程
改革中提到，实践强调科学研究不但需要技能，
而且需要有针对性的特定知识；不仅要求学生
学习知识，还要求他们通过实践去直接获得知
识、领会科学的本质，并应用具体知识去解决实
际问题。使用“实践”能更好地解释和拓展“探
究”在科学上的意义。在美国地理课程改革中，
也增加了“实践地理（Doing Geography）”的内
容，其目标就是使学生能够应用地理知识、地理
技能与观点来从事地理实践活动。

如何在教学中实现对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培
养，是地理教师在课程改革中需要思考的重要内
容。新出的人教版、湘教版、中图版高中地理教材
中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活动类和案例探究类内

容，但是整体而言，更多的还是属于“探究”类的
活动，需要学生“实践”的部分相对偏少。对于这
一方面的教学，《科学发现者 地球科学》（第二
版）（以下简称《地球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新的思路和参考。
《地球科学》一书对探究和实践内容的编写呈

现系统化、结构化的特点，书中内容的编排是根据
科学家发现知识的过程与方法来呈现的，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科学探究过程。特别是贯穿整
个章节的各类实验和活动，让学生在不断的“动
手”和“动脑”活动中，保持思维的高度活跃性。
《地球科学》的每个章节都有 4类实验，起

步实验位于章节开端，是一些简单有趣的小实
验，目的在于引入章节的主要教学内容；迷你实
验贯穿于章节之中，主要是结合教学要点，验证
知识内容，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技能
（或数据分析）实验同样贯穿在章节之中，主要
是对数据、图表的分析与解读，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的处理与应用数据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
等；每章末还有一个相关主题的地学实验，要求
学生综合运用地理知识，解决地理实际问题。

本书中的“实践”类活动的编排设计对国内
地理教学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以其中最
重要、最复杂的章末地学实验为例，这部分活动
对学生应如何利用地理观点、知识和技能，开展

地理探究，即如何实现“实践地理”进行了针对性
的设计。在实验背景和实验问题阶段，就利用了
地理视角的敏感性，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
些地理实际问题，特别符合目前地理教学改革中
强调的真实情境的设置；在实验步骤中，主要训
练学生获取地理信息的技能，对于“实践”的过程
和方法有科学的设计，强调可操作性；在实验分
析和拓展训练中，训练学生组织、分析地理信息
的技能和回答地理问题的技能。这些技能主要通
过知识目标的主要行为动词来体现，如识别、描
述、构建、分析、解释、比较、评价、组织、说明、提
议、排序等。这些对知识目标的考查方式，也是国

内地理新课程改革中，学业质量评价的一个重要
方面。本书旨在通过以上各种形式的训练，达到
提升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作为一名一线地理教师，除了认真学习和
研究国内课标精神及国标教材内容，也要了解
更多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地球科学》书中数
量众多、可操作性强的地理实验不仅能够极大
地丰富教学资源，为地理课堂带来更多的活力，
其科学的编排思路也为提升学生地理四大学科
素养、培养地理学科关键能力提供了有效的参
考方案。

（作者系上海市位育中学地理教师）

科技创新必将是社会未来进步发展的战略核心。科技
创新，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教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同
群体的读者都可以从《科学启蒙》（第二版）中获益，它为科
普图书提供了一个如何将内容与活动结合的范例，它给予

教育工作者教学活动设计的启迪，它为科学阅读和科学写
作提供了策略，就连出版社也可以从中获得排版方面的新
创意。除此以外，希冀《科学启蒙》（第二版）能引领读者从科
学探究到科学实践，真正开启科学启蒙之路。

循序渐进地构建学科知识体系

在每一课的“本课回顾”中设有“艺术
链接”“写作链接”“健康链接”“社会链接”
“数学链接”等，读者可以由此将书中学习
的内容扩展到其他领域，获得多方面的综
合训练。

全面综合地训练跨学科思维

每一单元的第一部分均设置了“做一名科学家”一栏，明确
而详细地介绍了科学探究的一般程序、具体的科学技能。

用生动有趣的故事告诉读者科学家是怎样运用科学方法
和科学技能来探究周围世界的。科学方法是科学家研究问题都
要遵循的一般程序，随着难度的提升，书中展示的科学方法也
是越加详细的。

设置多栏目训练科学技能，将科学技能训练融入“探究活
动”“快速检测”“读图”“迷你实验”“测试”等。例如，《生物③》第
一章第四课“动物的分类”中强调“分类”这项科学技能，故此书
中根据不同的介绍内容分别在“快速检测”中设问：“区分脊椎
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的特征是什么？”“说出一种生活在水里的无
脊椎动物和一种生活在陆地上的无脊椎动物。”“青蛙是哪种脊
椎动物？”“哪些特征可以帮你确认熊是哺乳动物？”让读者在多
次的运用中轻松习得科学技能。同时，书中还引入阅读技能，如
归纳总结、找出中心思想和梳理论据等，培养读者理解、提炼非
连续性文本内容的能力。

化繁为简地讲述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技能

成功的科学家都具有某些基本的科学观或科学素
养，它包括好奇心（求知欲）、诚实（客观）、虚心（思想开
放）、怀疑（敢于质疑）和创新（开拓精神）。书中通过时
刻关注学习知识的意义来培养读者的科学精神和正确
的价值观，如《力和能量④》第一章第四课“简单机械”中
写道：“斜面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方便，例如，斜面
可以使身体残疾的人更容易走动。”又如《生物④》第一
章第三课“植物界”中写道：“人类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利
用某些植物作为药物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许许
多多源自植物的药材。”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保护环境、关爱地球、尊重生
命的内容，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
和价值观。例如《生态系统③》第二章第一课“生物影
响环境”中阐述了人类是如何影响自己所处的环境
的，污染、外来入侵物种等所带来的危害，以及保护环
境的意义。

每一册书最后的“科学工作者”栏目介绍了电气工
程师、食品化学家、音乐家、电工、饲养员等各行各业的
工作者，从而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每一册所讲述的科学
内容与我们生活是如何息息相关的。

潜移默化地培养科学精神与正确的价值观

书名：《科学发现者地球科学》（第二版）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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