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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在植物园科普教学中的应用 

——以北京教学植物园为例 

李朝霞 

 

【摘 要】刘默耕先生作为新中国小学科学教育的第一人，一生致力于科学

教育事业，他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在科学教育

领域内，他倡导的科学教育思想在小学科学教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出的科

学教育思想核心内容为科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

新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植物园科普教学中应用刘默耕的科学教育思想，

促进科普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以北京教学植物园科普教学实践为例，探讨刘默耕

先生科学教育思想在科普教学中的启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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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默耕主要科学教育思想 

（一）科学不仅仅是系统的科学知识和成果，还是探索自然的程序和经历。 

刘默耕先生把科学视为一种过程和经历，认为科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究活

动。科学始于问题，经过提出问题、假设、验证而得出结论，新的结论又引出新

的问题，由此循环往复、步步深入、以致无穷。科学非一种永恒不变的知识真理，

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寻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任何有意义的探索都是有价值，

学生在探索过程中允许错误或失败的发生，积极正确地处理失败的教训也是通向

科学真理一个必要的合理的组成部分。 

（二）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式教学 

刘默耕先生反对灌输式教学，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教学，强调探究性学

习。他提出改变教师指挥学生学习的灌输式教学，提倡注重教师的引导、注重教

师的启发、注重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科学活动来获取知识。刘默耕先生强调探究式

教学，倡导的“引导学生像科学家那样自己去探索大自然的秘密”这一“指导思

想”或称“核心”命名为“引导一探索”教学法，并将这一教学法应用于科学教

师的培养及培训中的教学，这一教学法用于科学教学效果也很好。 

刘默耕先生对于科学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给予崭新的论述。教学中学生

是主体，教师是学生科学学习过程中的指导者或引导者，不能指挥学生或向学生

灌输知识，要创设情境启发和引导学生进行积极主动的学习。学生也不能完全脱

离教师的指导或引导作用，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小学生而言他们还缺乏自主学习的

能力。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善于激发儿童的探索动机，善于为儿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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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探索情境，使他们比较容易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减少他们探索的历程和

难度，使他们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的喜悦和创造的愉快；善于启迪诱导儿童的集体

研讨，集中集体的智慧，适时引入相应的科学概念，并对儿童提出他们的年龄所

能接受的严格要求，帮助他们在不加重负担的情况下乐于接受从难从严的科学训

练。 

（三）强调科学教育的实践性 

刘默耕先生认为科学教育不应仅局限于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

实践中学到探究科学规律的本领。他提出了小学自然课要培养三大能力：知识、

动手能力（操作技能）和动脑能力（思维能力），并将其细化为观察能力、实验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培养都需要通过实践

活动来实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

养。他在《小学自然学科的哲学基础》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即自然学科

要按科学的本性来办事。要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要让学

生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让学生“真刀真枪地搞科学”,学生在

真实情境中探索，让“他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在“玩”中去感知客观事物，

去发现问题、去收集材料、并整理分析材料，最后通过“归纳”形成合乎小学生

自己认识  水平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可能是粗糙的、幼稚的，但是很真实而且

是孩子们自己创造性价值的体现，是孩子们自己创新精神的萌芽。 

（四）注重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刘默耕先生科学教育思想中，认为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他认

为，科学思维是科学教育的核心，它包括了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等多个方面。通过科学教育，孩子们应该学会如何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究，如何

根据证据进行推理和解释，如何提出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并作出个人决定。这些

科学思维的培养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二、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在植物园科普教学中的作用 

植物园科普教学是中小学生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教学植物园是中

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活动的主要实践场所，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以中小学生为对象

开展教育、教学、科普工作的专类植物园。在北京教学植物园科普教学中，以刘

默耕科学教育思想为指导，营造开放和探索的学习环境，通过多项科普活动引导

来园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并进行实践操作和体验提升科学素养，保护和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一）促进学生去探究，在探究的过程中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 

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强调探究式学习，科学是探索自然的历程和经历。在植

物园科普教学中，设计一系列探究式学习活动，如植物四季观察、植物的生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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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探究种子生命力，探究温度对发面的影响等。活动中利用植物园资源中的真

实情境或者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做出假设，

用观察或者实验验证假设并得出结论。在科普活动中鼓励学生动脑想、动手做，

而非一味地灌输科学知识，是学生在探究实验或者亲身观察中探索科学的奥秘。 

（二）强化学生的实践技能 

 实践操作是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植物园科普教学中，

设计的植物栽培、传统农耕以及园艺植物的繁殖等系列活动，学生可以在真实情

境下进行实践操作环节，通过活动亲身体验并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以及传统农耕

和园艺实践等。设计的大树测量、测土施肥等利用实验设备和器材，引导学生进

行科学实验和测量活动，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数据分析等科学实践能力。 

（三）鼓励提问与讨论，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刘默耕认为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生学习科学的内在动力。在植物园科普教学

中，设计和实施活动中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和发表见解，并引导他们通过讨论和探

究来解答疑问。活动中学生分小组进行小组讨论或全班讨论，分享自己的发现和

见解，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刘默耕的科学教育思想强调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植物园的青少年科普活动

中学生需要观察、思考、分析、总结，这些过程有助于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批

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例如，在“生物多多 快乐多多”科普活动中，学生通过

观察叶片的形态、颜色、气味等特征，思考植物对环境的重要作用，在“花已盛

开 蝴蝶自来？”活动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等，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

力。 

三、应用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花已盛开 蝴蝶自来”植物园科普活动 

（一）活动思路 

 “花已盛开 蝴蝶自来”科普活动中学生在植物园和实验室中观察植物的花，

探究花利用不同媒介进行传粉，进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探究式教学。学生利用批判

性思维对“花已盛开蝴蝶自来”这句话进行质疑并提出问题，活动中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能力。学生在活动中亲历探究花的传粉过程，分小组进行探究，进行“引

导--探索”，“像科学家一样搞科学”。 

（二）活动方案和活动准备 

1.制订活动计划 

在活动前，活动策划者依据学生年龄以及园区植物现实情况策划活动方案，

制订详细活动计划。选择活动方式，确定活动达成的目标，选择适合活动的教学

方法等。应用探究式教学制订活动计划，根据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制订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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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活动材料 

实践教学不只是提着教案带张嘴去灌输，还要准备动手实践需要的材料。准

备在园区学生观察的材料以及观察比较时用到的工具等。在实验室观察需要的仪

器如显微镜和观察材料等。 

（三）活动过程 

1.活动中以学生为主体，学生自主探究 

活动过程中，教师以桃花为例进行必要的科学知识如花的结构以及植物传粉

受精进行短暂的讲解，引导学生对桃花进行解剖观察花的结构并观察园区中的其

他花，如核桃花等，学生观察并讨论进行分析总结。引导并鼓励学生提出“花已

盛开蝴蝶自来？”问题，在园区和实验室进行观察并搜集证据，在实验室内进行

实验，进行讨论，进一步对园区的观察结果进行证明。然后分析得到的证据得出

结论并进行分享。整个活动学生设计探究方案，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教师只

是进行必要的引导以及材料和实验器材供应。 

2.活动中学生分组，分工合作并交流探讨 

活动中把学生分成四组，每组 4人，小组内合作分工进行活动，小组内进行

交流探讨设计探究方案，教师提供活动中需要的工具和材料，并进行必要的指导

和启发引导。因为园区活动，人太多教师指导不到，小组中人太少探讨不充分，

很难在活动时间内完成探究任务。活动中小组内学生进行分工合作、交流探讨等，

小组间学生进行分享交流，促进彼此间的合作交流。 

3.学生实践，“像科学家一样搞科学” 

整个活动过程中，学生亲身体验观察，动手进行解剖，动脑进行分析，体验

亲历性和实践性。学生在园区利用五感观察解剖桃花、杏花、核桃的花、洋白蜡

的花等，并进行比较。观察花间传粉昆虫以及核桃花的花粉散飞过程，小组间进

行事实证据搜集并进行记录，在实验室对搜集到的花粉利用显微镜进一步观察实

践。活动中学生“像科学家一样”进行科学观察、搜集材料、记录并得出结论。

每一步学生都是直观亲身去实践，得到自己观察或者动手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而

非间接知识或者数据。通过这样的实践探究，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思维

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等。 

 

在植物园青少年科普活动中，将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应用于植物园科普教学，

有效提高学生对大自然观察和探究的兴趣，提升学生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培养

其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在实际的植物园科普教学中，首先，科普活动策划者应

关注探究的问题以及园区活动是否匹配，内容是否适合中小学生。 其次，在活

动中，科普活动实施者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提问题，积极动手实践探索，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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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探究提升科学能力。最后，由于植物园中四季不一样，依据不同的园区实际，

合理选择教学方法和策略，以充分发挥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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