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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史(WHAT)

科学史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历史

科学史是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历史

科学史是科学、技术与科学家发展的历史





二、在科学教学中引入科学史的意义（Why）



1、科学史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科学史可以使科学教学变得更有趣



2、科学史的教学可以增进学生对科学方法的理解

科学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往往与他们运用了正确的研究方法
有密切关系。

如施莱登、施旺建立细胞学说是归纳法的应用；林耐更多
的使用分类的方法；伽利略开创性地运用了定量描述与实验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开普勒善于从大量观测事实中提炼出一般规律；
牛顿则主张科学应当杜绝缺乏事实根据的假说；梅契尼柯夫提出
免疫学吞噬理论更多的是猜想与迁移等等。



教科书向学生介绍的是经过提炼和纯化的科学成
果，略去了科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产生及演变过程，展示
的是一幅辉煌的、静态的科学画卷。这往往使学生对科
学持有一种非历史的眼光，以为科学的理论与生俱来的
正确、是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

3、科学史的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



4、科学史的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



科学课程要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科学课
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科学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
体现，包括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等方面。

-----《科学课程标准》2022版

良好的科学素养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科学本质的理解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要深刻理解科学的本质，必须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从
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学生领悟到科学的本质。”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McComas、Clough 及Almazroa（1998）依据McComas 与Clough（1998）针对八个国际

科学教育标准中，关于科学本质部分所分析、整合而成十四项具高度重迭性的科学本质观点，

以提供给K-12年级的学生：

（1）科学知识尽管具有经久性，但仍然具有暂时性的特征；

（2）科学知识的形成非常地（但不是全然地）依赖观察、实验证据、合理的论证以及怀

疑的态度；

（3）从事科学研究时，并不存在放诸四海皆准而必须步步遵循的科学方法；

（4）科学企图解释自然现象；

（5）定律和理论在科学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即使不断有新增加的证据支持，

理论仍然是不会变成定律的；

（6）来自各文化的人们共同为科学贡献心力；

（7）新的知识必须作清楚与公开的发表；

当前科学本质的主要观点



“我没有任何明确的循序渐进的步骤做研究…我将确定问题。为了解决问题，我

将用我可以获取的任何方法，包括阅读书本及其他科学家的文章，与人们交谈或者提

问，从其他领域获得洞察力等等…嗯…没有系统的程序。” （理论粒子物理学家）

“…并不全是假设驱动的，如获得人类或病毒的基因序列。” （医学遗传学家）

“我有时尽量减少我的假设… 在高光谱成像中… 是为了收集尽可能多的数据， 然

后，让计算机在没有事先“专业知识”的可能，提取出尽可能多的信息（材料科学家）

“ 科学家有不同程度的激情，情绪和情感，但他们不需要从一步到下一步的科学推

理。然而，当下一步不能逻辑地… 科学家利用猜测来进行过渡。但是由于这一步么有

进行逻辑的推理，在任何其他科学家开始接受它之前，他需要通过其他手段来进行检

查。”（实验粒子物理学家）



（8）科学家必须作正确的纪录，以及接受同行的评论和重新实验的考验；

（9）观察的进行是由观察者心中的理论所指引的；

（10）科学家常在研究过程中融入想象力与创造力，以发展出解释自然现象如何

运作的新理论；

（11）科学史显示出科学的发展兼具演化性与革命性的特征；

（12）科学属于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13）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会相互冲击、影响；

（14）科学知识受其社会与历史环境所影响。

---------McComas，W．F．，Clough，M．P．， & Almazroa，
H．．The nature of science in science eduation： Rationales and Strategies[J]．Science 
&Technology Education Library，1998（5）：3-39



鲁宾的面孔／花瓶幻觉

(如对于地心说与日心说；普里斯特利与拉瓦锡观点）

http://www.xinli365.com/Photo/UploadPhotos/200607/20060729173301729.jpg


5、科学史有助于全面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科学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
能够帮助学生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
形象，从而全面的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
关系。”——乔治•萨顿



三、在科学教学中融入科学史 （HOW)

1、作为科学故事，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学习“大气压强”时，也可以用“马德堡半球实验”
故事来引入。

学习“日食与月食”时，从泰勒斯阻止了米提亚和吕
底亚两大部落发生了历时5年的战争引入。

学习“牛一定律”时，以人们对运动与力的讨论引入



在学习“水的压强”时，教材的开头就是引用一段科学史：
“有一位名叫约翰•墨累的海洋学家曾经做了一个有趣的实
验。他将3支大小不同的玻璃管的两端烧熔封闭，用帆布包
紧后装进铜管里，铜管的上端开有小孔可以让水进入，再
把这根铜管沉到5000米的深海。当他把铜管提上来时，不
禁惊呆了：帆布里的玻璃全变成雪花状的玻璃粉!这是怎样
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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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阅读资料拓展教学的宽度

例如（1）讲到力的单位，就可讲述“力的单位是牛(N)，它是为了纪念英国
科学家伊萨克•牛顿而命名的”，接着可以让学生通过教材上的阅读材料“牛顿” 

了解他的生平及做出的伟大的成就。



（2）在学习“水的浮力”时，可以让学生了解阿基米德的故事，通过阅读材
料介绍阿基米德的生平及其他方面的科学成果。







3、设计融入科学史的科学教学



(1)孟克-奥斯本“融合模式”



课例1：八年级科学上《光合作用》

孟克——奥斯本下的光合作用教学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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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克——奥斯本下的光合作用教学设计.docx
孟克——奥斯本下的光合作用教学设计.docx


(2)“历史——探究——反思”模式



4.实验探究，再建模型（概念）

3.史料再现，初建模型（概念）

1. 创设情景，激发冲突

2.质疑追问，重回历史

5.史实递进，不断修正

(3)“质疑——重历——探究”模式



课例1：八年级科学上《光合作用》

孟克——奥斯本下的光合作用教学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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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克——奥斯本下的光合作用教学设计.docx
孟克——奥斯本下的光合作用教学设计.docx


课例2：七年级科学上《我们居住的地球》

3.1地球的形状与内部结构.pdf




生命科学

施莱登、施旺与细胞学说的建立。

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

哈维与血液循环的发现。

巴斯德与微生物学的建立。

人类认识植物感应性现象和发现植物生长素的简要历史线索。

沃森、克里克与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达尔文与进化论。

埃伊克曼、芬克与维生素 B1的发现。

弗莱明、钱恩、弗劳雷与青霉素的发明。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4、目前科学课程中的科学史



物质科学

气的发现与拉瓦锡的燃烧理论。

贝塞麦、西门子、托马斯。

道尔顿、卢瑟福、玻尔等。

门捷列夫。

伽利略的有关工作与生平；牛顿及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阿基米德：杠杆原理、浮力原理；帕斯卡对大气压强的测量。

欧姆、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

《墨经》中关于小孔成像的记述；朱载土育的声学研究成就；天坛。

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史。

居里夫妇。

奥本海默与曼哈顿工程。爱因斯坦与相对论。



地球、宇宙和空间

科学

古代的著名星图。

国际标准星座的由来；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

万户与中国古代火箭等；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以来在航天

事业上的成就；阿波罗登月。

托勒密、哥白尼、布鲁诺。

中国古代天文学历史，张衡创制地动仪。

李四光利用地质学理论寻找石油。从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到板块学说。



地球的形状与结构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地球表面的七巧板

水的浮力

大气的压强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电荷与电流

电生磁

原子结构的模型

组成物质的元素

5、基于科学史的科学教学经典课例:

空气与氧气

光合作用

金属的化学性质

能量转化的量度

体内物质的运输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太阳系的形成和恒星的演化

生物的进化

。。。。。。



境界1：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四、科学史教学三层境界：

——以《组成物质的元素》为例

境界2：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境界3：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1、科学史融入教学要以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为基础

42

五、科学史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2、科学史融入教学不是普适的教学模式

（1）不是所有的课都有科学史

（2）不是所有的教师的教学都适合渗透科学史

（3）融入科学史的教学是科学教学的另一选择，它
不是唯一选择，而是另一选择，这个选择其实是一
个理念；不是每一个部分都必须使用科学史。



“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这个词跟“历史”(History)

一样有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层次指的是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述
说，第二层次则是指对这种述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
释，后者有时也称“史学”或“编史学”（Historiography）、“科
学史学”或“科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我们

可以分别称之为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一阶的科学史和二阶的科
学史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总是那些被人“讲”
出来的东西。每一种“历史叙述”的背后，都隐含着叙述者的一套历
史“观念”。这套“观念”支配着历史叙述者和历史学家去选择讲什
么、不讲什么，支配着他们如何讲、如何编排形形色色的历史“事
实”。就科学史而言，这套观念首先和主要的是“科学”的观念，其
次还有“历史观”，不同的“科学观”和“历史观”决定了科学史叙
述的不同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方式，就将写出不同类型的科学史
来。——（百度百科）

3、科学史融入教学中需认识相对准确的科学史

http://baike.baidu.com/view/30310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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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亚里士多德

4、科学史融入教学应注意相对正确的评价科学史与科学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先哲，古希腊人，世界

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
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

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
代的黑格尔”。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的写
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
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法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构建了
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广泛系统，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科学、政治和玄学。
【百度】



著作

1．逻辑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
《辩谬篇》，以上六篇逻辑学著作总称《工具论》。

2．形而上学：《形而上学》。
3．自然哲学：《物理学》、《气象学》、《论天》、《论生灭》。
4．论动物：《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
物之生殖》、《尼各马克伦理学》、《158城邦制》。
5．论人：《论灵魂》、《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
《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
《论气息》。
6．伦理学和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优台谟伦理学》、《政治学》、《雅典
政制》、《大伦理学》、《欧代米亚伦理学》、《论美德和邪恶》《经济学》。
7．美学著作：《修辞学》、《诗学》、《亚历山大修辞学》。[4] 



（2）关于拉瓦锡

八年级下《空气》

科学史教育：教师介绍拉瓦锡对空气成分的研究史，并简介其生平和为人，

在充分肯定其杰出的科学贡献后，还指出后来拉瓦锡参加了反动政府，最终被革
命政府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年仅51岁的生命。

感悟：看待任何一个人，都要一分为二地去看待他；成才先成人，所谓人才，首
先是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是做一个杰出的人。

（评述：拉瓦锡之死尽管在教材中没有提到，但作为极少的几个被革命政府处死
的科学家，确实是一个既可以当正面教育又可以当反面教育的难得素材，通过拉
瓦锡之死，可以带给学生很多的思考，有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科学哲学将是科学教育
的终点与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