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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的价值意蕴 

与理念遵循——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 

陈广明 

 

【摘要】 科学精神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的重要精神内核。“双减”政策背景下，

将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也是对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人才培养新要求。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可知论，培育学生对于科学的笃定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培育学生探究科学的求真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培育学生敢为

人先的探索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培育学生的质疑批判精神。 

【关键词】 科学精神；基础教育；“双减”政策；人才培养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基础教育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基础，

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工作，出

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方向明确、成效显著。2021年 7月，中央颁布《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

策；2023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

“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0，开辟了基础教育发展“新赛道”，指明了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前进动力和方向。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0。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是一项长期、

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既要夯实学生的科学知识基础，更要加大气力“培养其探索

性、创新性思维品质”0，将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教育加法的重要“加数”，融入基

础教育全过程，是新形势下提升综合国力和竞争优势的人才教育培养的新要求。 

一、马克思教育观的科学精神实质 

在我国，“科学精神”一词最早由任鸿隽于 1916年发表的《科学精神论》提

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科学精神被视为“科学发生之源泉”，并附

有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和存疑的五项特征。此后学界针对科学精神的研究持

续深入，科学精神的概念体系、外延不断拓展，并且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关注焦

点。相对于科学本身而言，科学精神是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

态和思维方式 0，其实质是科学进步的精神动力，任何科学成就都离不开科学精

神的支撑 0。进入现代科学阶段，科学精神更多指向于科学主体在科学探索活动

中所具备的内在精神气质和求真创新的品质。在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科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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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宣言》中，科学精神被概括为四个要点：对真理的追求、对创新的尊重、严

谨缜密的方法和普遍性原则。在学界，科学精神有着多重定义，包括：求真、探

索、创新、献身 0；理性信念、实证方法、批判态度、试错模式 0；求真精神、创

新精神、批判精神、宽容精神等 0，但最核心要素无疑是求真、探索、创新和批

判。 

随着科学精神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在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推进下，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被赋予新的内涵。在《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科学精神是六大维度之一，涵盖理性思维、批判质疑、

勇于探究等基本要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明确规定，“学

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立思考能力、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以及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在新修订的思政课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我国公民的科学精神，就是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取向，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对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作出正确

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阶段的新理念，明确了基

础教育阶段的科学精神范畴。 

通过对马克思教育观和科学精神的对比分析，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蕴

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与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精神范畴相

互适应、互融互通，能够为科学精神更好地融入基础教育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直接提及“科学精神”的字眼，但这并不意味马克思

主义缺乏科学精神，相反，科学精神贯穿马克思“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

一生，正如其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

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具体而言，马克思教育观的科学精神实质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坚定相信科学的求真精神。这一信念主要体现在马

克思的可知论和真理观上，即在承认真理客观性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

理的精神，这既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0，也是马克思教育观的本质体现。第二，坚

定追求科学的探索精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该在

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

性”0，这是科学主体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第三，坚定开辟科学的创新精神。创

新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更是打在马克思科学精神“思想体系”身上的鲜明烙印，

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

值论“两大发现”的问世，深刻彰显出马克思打破教条、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第四，坚定面对科学的批判精神。科学并非神圣权威，科学进步离不开“批判正

义”，必须“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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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可以概括为科学性和革命

性的统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二、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

育作为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既实现了这一思想的核心传承，又实现了面

向未来的时代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以一种全

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0。与以往学说

不同，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条件置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中，

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条件和程度等都是由客观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是

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当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科学精神与基础教育相融合实现“一体两翼”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符合马

克思主义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同时与时代条件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

文化相结合，坚持了素质教育这一基础教育理念，激发了创造性思维这一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顺应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深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写道：“人，

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

的、‘单向度’的人。”教育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强调“更加重视科学精神、

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这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和使命，进

一步深化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 

（二）推动新时代基础教育体系改革纵深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出，增强思维能力必须加强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以求实和创新为核心 0，与基础教育相融合，目的是推

动教育领域理念和体制的整体性、创造性变革与发展，这既是对自身的突破，也

为基础教育开辟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基础教育处于国民教育的基础阶段，

对于身处“拔节孕穗期”的广大青年学子来说是最需要弘扬创新精神、营造创新

氛围的龙头环节。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一是推动了基础教育理念的守正创新，

在落实“双减”减法的基础上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以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为主线，

回归基础教育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培养“独立思考能

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实

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推进了基础教育体系改革的纵深化，完善以科学精神

为核心、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树立科学的教育政绩观和教育质量观，从根本上挥好教育评价指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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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合“双减”政策落实并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的斗争性在一定条件下要让步于矛盾的同一性，“同

一性使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各自得到发展”0，科

学精神与基础教育的内在同一性促使双方共同进步。“双减”政策的颁布，是政

府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协调育人与应试之间矛盾的纾困之策，办好“双减”背景

下的基础教育，不仅要在“减”上使劲，更要在“加”上创新。科学教育加法下

推动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是实现从“知识导向”到“素质导向”、从“知识补

课”到“价值引领”转向的重要举措，两者彼此契合且同向发力。一方面，“双

减”减法是做好科学精神之加法的必要前提和政策保障，减去了学生身上冗余的

沉重负担，为青少年好奇心的激发、想象力的培养、探求欲的催生开辟了广阔的

空间，为科学精神充分融入基础教育建构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科学精神之加

法是“双减”减法的价值旨归和前进动力，扭转了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思维”“唯

分数主义”等错误理念，顺应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时代方针，目的是更好地推动高质量的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 

如果从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而言，基础教育侧重于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但逻

辑思维、认知方式、价值观念等意识层面的培养也是重要内容，相比之下，科学

精神倡导的求真探索的创造性思维、质疑批判的理性认识是主要构成部分，这似

乎造成了基础教育目标维度上的“二律背反”现象1。但是事实却并未如此，从科

学精神对于基础教育的推动作用来看，科学精神所蕴含的创造思维、批评思维、

问题意识和实践探究能力是传统基础教育亟须增强的重要领域，是开拓青少年科

学思维，培养其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科学“志气”的重要推力，能够实现

知识学习与实践探究的统一、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另外，科学精神是办好基础教

育的重要部分，基础教育是科学精神融入教育发展全过程的关键阶段 0。这是因

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要遵循青少年成长特点和规律，扎实

做好基础的文章 0。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中，“突

出科学精神引领”被列为基本原则，并在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中首先强调要

“将弘扬科学精神贯穿于育人全链条”0，这充分彰显了基础教育阶段对于弘扬科

学精神的基本性、引领性、关键性作用，同时也说明了科学精神与基础教育是相

互依存、共同进步的统一体。 

（四）以高水平创新人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石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

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

 
1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 18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

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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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科技强国，离不开人才支撑，离不开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培养，这实际上反映了

科技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因而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水平、

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是关系全局、关乎长远的“头等大事”。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

育，是走好高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最先一公里”的关键一步，能够为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源源不断地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科技“后备军”。 

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成长成才的黄金期，这一阶段与科学精神相融合，加强

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的培育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无比深刻的影响。科学精神

保护好奇心，驱动学生自觉能动地走进世界、认识世界，学上知识、爱上学习、

爱上科学，激发学习的内生动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科学精神重视实

践能力，通过科学实践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组织能力和探究能力，提高学

习效率和学习效果。科学精神重视求真精神，强调实践的第一性，这一精神赋予

学生理性的思考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理性、明晰、辩证地看

待事物，追求真理、勇于探究、敢于质疑。科学精神重视探索精神，这一精神赋

予学生追求真理的毅力和直面挫折的勇气，淬炼内心的品质与心境，使得他们能

够在科学的探索中不断实现人生的成长与蜕变。此外，通过营造尊重科学、崇尚

创新的校园氛围，让更多的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通过弘扬“科

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的科学家精神，实现爱国精神与创新精神的高度融合，

个人理想与国家事业的高度统一，促使青年一代既拥有科学精神，又拥有科学家

精神，能够把自己的科学理想融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

投入到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下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的实践遵循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可知论，培育学生相信科学的求真精神 

世上只有尚未认识之物，没有不可认识之物。科学精神融入基础教育，首先

要培育学生对于相信科学、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这是提升科学素养的基本前提

和思想保证。这一精神信念，坚信人可以凭借自身力量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

观世界，“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

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0，这既是对世界客体可知性的深刻揭示，也是对

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深度的正确肯定，不仅如此，它还是人们摆脱愚昧、拓展视

野、明晰认知的精神动力，能够激发人们的求实精神、探究精神和批判精神。处

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正是认识世界、探索科学的初始阶段，是可塑造性最强

的阶段。这一信念，首先体现在学生对于科学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上，要尊重和保

护他们对于自然和科学现象的浓厚兴趣，培养他们对于知识和科学的热爱之情；

其次体现在学生对于理智的崇尚，要强调审慎思考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独立思考

的能力，通过大胆假设、提出问题、自我求证感受获取知识的乐趣；最后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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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对于科学的理性认知上，既要营造尊崇科学、相信科学的氛围，也要保持

理性的判断能力，不能绝对迷信权威、迷信书本，而要敢于质疑，敢于提出新的

观点。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培育学生追求科学的探索精神 

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最终来源，一切真知都源自实践。科学是一个过程，是需

要经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实践探索、以获取事物内在本质的规律性认识的过

程。马克思认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

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0，处于基础教育

阶段的学生，不仅要有对于科学的理性信念，更要付诸探究实践，形成坚持不懈

追求客观真理、研学实践的探索精神，“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

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0。其一，要重视青少年创新实践教育。

实践活动是培育学生科学精神的必由之路，要善于借助各种方式，引导学生深度

参与科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科学兴趣，做到学思结合、寓教于乐，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养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求真态度，锻炼“打破砂

锅问到底”的实践毅力，让青少年在探索中不断实践、在实践中获得真理。其二，

正确认识科学探究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磨砺试错心态。科学本就是一门不断试错

的学问，要正确看待追求科学过程中的暂时性困难。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

心态脆弱，抗打击能力较弱，要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失败”的客观存在和“成功”

的光明前景，激发他们探究科学的积极性和奋斗精神。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创新观，培育学生开辟科学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鲜明特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

富有创新精神、革命精神，他们倾其一生致力于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理论

上如此，实践上亦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对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

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0。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赓续这一创新精神，

融入我们的精神命脉，特别是要融入我国教育发展全过程，培养学生敢为人先的

创新精神。培育青少年的创新精神，第一，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是创新的起

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0，要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开辟新思路、寻找新办法。第二，要发扬自由精神。保护青少年的

好奇心和想象力，使得他们能够在思想高度开放、想象力高度活跃的良好状态下

培养创新思维。第三，要培育探索精神。创新的过程亦是探索过程，这个过程绝

非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能办成的，特别是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更要

磨炼他们这种探索精神，鼓励他们接触新事物、迈向新领域、采用新方法，在探

索中获得创新成就。第四，要具备质疑精神。敢于善于发现他人的不足，敢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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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从而增强自身的创新精神。

第五，要坚持求是精神。创新要突破旧有束缚，但是，创新不是随意无边，不是

违背客观规律的鲁莽行为，既要鼓励他们天马行空、敢为人先，又要使其学会脚

踏实地、实事求是。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培育学生面对科学的批判精神 

批判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

马克思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的同时坚持真理的相对性，“在对现存事物的

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

解”0，他始终坚持辩证地、发展地看待一切事物，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批

判精神。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培育批判精神是领悟科学精神的必要所

在。第一，培养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

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0。真理面前一

律平等，要鼓励学生敢于向不同于自身的观点展开辩论，敢于向已有结论、主流

观点或知识体系质疑、挑战。第二，必须基于逻辑和证据进行理性批判。“研究

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0——这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始终贯彻的原则。青少年思

想往往不够成熟，在激发他们批判思维的同时，也注重引导他们循着正确的轨道，

善于分析、判断和检验，有理有据地进行科学批判。第三，必须学会“扬弃”的

思维。“扬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的实质，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

承，既克服又保留。这对于青少年来说，就是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会

辩证地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培育科学精神。 

四、结语 

科学精神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测评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维度。“基

础教育阶段是‘孵化’学生科学精神、创新素质的决定性阶段”0，将科学精神全

面融入基础教育，契合“双减”政策的初衷，符合基础教育阶段的人才成长规律，

是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创新活力、实践动力，培育具有科学家潜质的青年科技人才

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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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Conceptual Adherence of Scientific Spirit into Basic Education 

—— Based on the Marxis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spirit of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spiritual core of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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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decrease" policy,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to basic educat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idea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well a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building a wor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to basic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intelligibility to 

cultivate students' firm belief in science; adhere to the Marxist concept of 

practice to cultivate students' truth-seeking spirit of scientific inquiry; 

adhere to the Marxist theory of innova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 exploratory 

spirit of daring to be the first; and adhere to the Marxist concept of dialectical 

denial to cultivate students' questioning and criticizing spirit. 

Key words: scientific spirit，basic education，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alent culti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