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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1_8907_E5_B9_c64_251533.htm 近日，武汉市教育部门向

初三年级学生下发《科学读本》，引起老师、家长、高中学

校等各方的高度关注。此前两年间，《科学》课已先后经历

了开停之争、分合之争。明年，武汉中考将首考《科学》，

已备受争议的《科学》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004年9月

，武汉市在初一新生中推行《科学》综合课程，原来的物理

、化学、生物、地理四门课被合成为一门新课《科学》，教

材采用本地版本。 作为一门全新课程，《科学》遭遇到教材

、师资、实验器材等几方面的尴尬。 目前，各初中的《科学

》教师都是原来分科教学时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老师

，上大学时学的是本专业知识，对于课程中涉及的多学科知

识点，这些未参加过任何《科学》课培训的老师们感到力不

从心。 在教学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现行的教材在编

排、结构和知识体系上都存在一些缺陷，没有形成教学体系

。“教起来很吃力！”一些《科学》课老师反映，手里至少

有5套相关教材和教辅资料，备课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比以

前多3至4倍。 此外，实验器材也一直困扰着《科学》课教学

。各校原来的实验室都是按照分科教学的各科目设置，没有

专门的科学科实验室。《科学》教材中出现了很多新知识、

新概念，介绍了很多近代科技知识。但在实际教学中，可供

教师参考的资料很少，实验仪器不全。 2005年初，在政协武

汉十届三次会议上，有委员提出应立即停止科学课。他们认

为，科学课的设立让大部分学校措手不及，师资力量跟不上



、教学设备与课程要求极不配套、教材适用及研究不到位，

如不及时弥补，会对初中教育造成伤害。 随后，武汉市教育

部门负责人表示，《科学》课不会停，将在解决师资、配套

实验设备等问题的同时，稳步推进这一课程改革。 两年间，

武汉市、区教育部门和各学校都采取多种措施对教师进行培

训、举办教科研活动、建立《科学》课实验器材示范校，《

科学》课逐渐成为初中的主要科目。 与此同时，一些校外培

优机构也开设《科学》课，聘请物理、化学老师，采用分科

教学，为学生补习科学课。 为让孩子更好地掌握知识点，知

识体系更加完备。一些家长把原来分科时的各科教材搜集起

来，孩子在学校学《科学》，放学回家再分科学习。 一些学

校也“不甘落后”，课堂上组织学生综合教学，课后组织学

生分科教学，这一做法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更有甚者，有远

城区教育部门还下发通知，要求辖区内初中学校按照分科教

学计划对《科学》课实行分科教学。 汉口一位科学课教师表

示，他所在的学校一直在尝试综合教学，一些学校进行分科

教学，无形中给实行综合教学的学校带来压力。他担心，在

明年的中考中，自己的学生可能会在分数上吃亏。“从长远

来看，分科教学不宜提倡。”专家表示，《科学》课注重培

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探究精神，改变了分科教学人为割裂科

学现象、只重知识的做法。 对于家长普遍关心的考试评价问

题，武汉市教科院有关人士说，《科学》课考试将重点考查

学生的科学素养，不再单纯考查知识技能。 为了弥补《科学

》教材的不足，并重点解决初、高中部分知识点衔接的问题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专家编写了《科学读本》，本

月初下发到初三学生手中，并将其纳入明年中考学业考试备



考范围。 武汉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科学读本》不是教

材，也不是教辅材料，它是一种课程资源。”“《科学读本

》分科编写，对教材涉及的相关学科的知识进行了归纳、梳

理。”一位《科学》课教研员认为，教育部门短时间内无法

改变教材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中考，

解决综合课程部分内容与高中课程脱节的矛盾，《科学读本

》无疑是一个权宜之计。采访中，不少学生与家长反映，《

科学读本》的作用，其实就相当于“教辅”。 现在，初三年

级学生和老师最期待的就是《科学》课中考考试说明，希望

依照《说明》指导复习备考。“毕竟是中考第一次考《科学

》，一点经验都没有。” 武汉市教科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科学》课中考命题将突出基础性、综合性和探究性，考查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他建议，学校根据教材、《科学

读本》和课程标准，理性地组织复习备考，不要随意拔高试

题难度，以免增加学生学业负担。 [记者手记]教育改革：三

思而后行 以推进素质教育名义，各地近年来进行了不少教育

改革。武汉也是这样。 其中，许多改革措施一经推出，便受

到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效果卓著。 但不得不承认

，也有不少改革急于求成，未经充分论证、研究和实验，便

贸然在学校推行，结果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尴尴尬尬、弃守

两难。 比如，前几年武汉市在中小学大力推行“创新素质实

践行”活动，评奖不说还加分。本是素质教育，最终还是沦

为应试教育的一种工具。尤其是在实际中，小小年纪为了“

实践”出高素质的创新成果，有多少孩子是靠家长帮忙，才

完成那一份份厚重的研究作品。记者身边的“适龄家长”们

，或帮孩子下载资料，撰写论文，或帮孩子摘各种树叶制成



标本，不胜枚举。创新学会没有不得而知，造假倒是比比皆

是。再比如，这令人着急的《科学》课。本来，从设计者的

初衷看，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探究精神和掌握完全的科学

探究方法，没错。 但是，缺乏合适教师、教材、实验器材，

却一下子在全市初中普及，孩子们的基础打牢没有、素质提

高没有，令人忧心。许多老师和家长不禁要问，既然有如此

多的不足之处，《科学》课为什么不能等到准备得更充分些

再开设？毕竟，首届学习《科学》课的学生有10万之众。一

门课改，涉及多个重要学科，万一有闪失，谁来负责？据悉

，吉林、上海因种种原因，《科学》课开设之后又停止。 综

观目前教育界的种种改革，各种新名词层出不穷。记者曾听

到一位国家级课改实验区教育局负责人抱怨，现在的教育改

革，常常是今天改，明年就要写总结经验，教育人的事业又

不是盖房子，怎么会那么快就见成效？！ 任何改革都会有风

险，教育也一样。不同的是，教育改革的对象是青少年，是

祖国的未来，一旦失败，耽误的将是一代人。因此，教育改

革的决策者们更应该慎之，再慎之。我们真诚希望，有关方

面尽量吸收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尽快健全和完善《科学》课

的不足之处，令此项改革顺利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