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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协同精神是现代科学合作精神的升华,
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育具备科学

家潜质的青少年的重要目标。化学作为一门经过数

百年发展的学科,蕴含了丰富的科学家协同精神。
在化学课程和教学过程中,突出科学家协同精神有

利于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
1 研究的框架、对象和方法

结合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

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中对科学

家协同精神的阐述以及相关文献对科学家协同精神

的论述,进一步建立研究科学家协同精神的分析框

架。首先从时间维度考虑,确定了科学家协同精神

的2个二级维度,即 “与前辈科学家协同”和 “与
同辈科学家协同”;对于 “与前辈科学家协同”而

言,协同的目的在于基于前人的已有研究进行传承

和改良,因此将其划分为 “了解前辈成果并改良”
和 “了解前辈工作并传承”2个三级维度;对于

“与同辈科学家协同”而言,为了突出 《意见》中

强调的 “团队” “跨界” “国际化”,将其划分为

“同领域合作交流”“跨界合作交流”“跨国合作交

流”等3个三级维度。
研究选取了人教版不同时期的高中化学教科书

(以下简称 “2002人教版” “2004人教版” “2019
人教版”)以及不同现行版本的 (以下简称 “2019
人教版”“2019苏教版”“2019鲁科版”)高中化

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阐明高中化学教

科书中科学家协同精神的呈现特点。另外,为了聚

焦于科学家的协同过程,研究选择话语分析法作为

研究方法,从而实现基于特定的话语展现科学家之

间社会化的过程,并借助其探究编者是如何展现科

学家的故事以及如何运用话语去展现故事中精神层

面的意识形态问题。

通过话语分析法找出高中化学教科书中蕴含科

学家协同精神的片段,基于片段中体现时间顺序的

话语确定该片段的二级维度编码;接着关注片段中

体现 “改良”“传承”“团队”“跨界”“国际化”的

话语,确定该片段的三级维度编码。此时还需要关

注片段中的程度副词等,进一步探究科学家协同精

神的呈现特点。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选择

2名研究者共同开展化学教科书话语分析,通过协

商达成一致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编码数量统计,2002人

教版不涉及 “同领域合作交流” “跨界合作交流”
“跨国合作交流”的编码,2019鲁科版和2019苏

教版均不涉及 “跨界合作交流”的编码,故后续不

对其进行相关分析。
2 科学家协同精神在人教版不同时期高中化学教

科书中的呈现特点

在数量上,3个版本教科书更关注 “与前辈科

学家协同”这一维度的体现,强调了 “前辈”在科

学家协同精神中的重要作用;2004人教版和2019人

教版均增加了编码至 “与同辈科学家协同”的内容,
说明人教版教科书对科学家协同精神在教科书话语

片段中的关注面逐渐拓宽,且逐渐重视 “共同体”
这一概念并凸显当代科学研究的集体性和社会性。

在 “了解前辈成果并改良”维度上,除2019
人教版化学选择性必修2直接用 “改进版”一词概

括,3个版本教科书主要用 “不足/缺点……科学

家……改进/解决”的形式。
在 “了解前辈工作并传承”维度上,3个版本

教科书主要采用 “多位科学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研

究对象/同一研究领域”的形式进行呈现,而在 “多
位科学家”的表述上,一类是通过展现多位在该研

究上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及其研究工作或使用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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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位”“几代”等词来体现,另一类是在话语

成分上用 “科学家在……的基础上/指导下……”或

“读到”“应用”“启发”等词体现 “传承”。
在 “同领域合作交流”维度上,除2004人教

版化学选修6运用 “众多”一词描述同领域科学

家,2004人教版和2019人教版主要用 “研究组”
或 “相同领域科学家或相同领域单位合成/证实/筛
选/发明……”的形式。

在 “跨界合作交流”维度上,2004人教版和

2019人教版主要采用 “不同领域科学家或不同领

域单位合成/解开/发现/发明……”的形式。
在 “跨国合作交流”维度上,2004人教版和

2019人教版主要采用 “不同国家科学家发现……”
的形式。
3 科学家协同精神在不同现行版本高中化学教科

书中的呈现特点

在数量上,3个版本教科书话语更关注 “了解

前辈工作并传承”这一维度的体现;相对而言,较

少关注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协同;另

外,2019人教版教科书涉及科学家协同精神的内

容数量为最多。
在 “了解前辈成果并改良”维度上,2019人

教版主要以 “改进”一词体现对已有成果的完善;
2019鲁科版选用 “雏形”等词说明已有成果的不

足,而用 “新的”体现科学家对其的改革;2019
苏教版则选择在话语内容上用 “不足”“矛盾”等

词直接说明前辈研究成果的不足。
在 “了解前辈工作并传承”维度上,2019人

教版增加了 “几代”“从……到”等表示阶段性的

词语塑造了诸多科学家历经漫长岁月对同一研究对

象努力工作的形象,2019鲁科版和2019苏教版强

调了科学家在传承过程中体现的批判性思维,增加

了诸如 “吸收……合理成分”“批判性继承”等体

现科学家批判性思维的话语成分。
在 “同领域合作交流”维度上,2019人教版

与2019苏教版主要采用 “相同领域科学家或相同

领域单位合成/筛选/开展……”的形式,2019鲁

科版更关注团队内部合作,并选择 “团队”或 “研
究小组”等词来体现。

在 “跨国合作交流”维度上,3个版本教科书主

要采用 “不同国家科学家发现/合成……”的形式。
4 中学化学课程与教学中培育科学家协同精神的

启示

(1)增加对化学史中的群体性和过程性特征描

述。化学史是承载经典科学家工作的重要载体之

一,充分利用化学史揭示、剖析科学发展历程背后

所体现的科学家精神是科学史教育的重要方向。现

如今对化学史的介绍,更多聚焦于单一科学家的具

体贡献,对于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群体性特征以

及具体过程的描述相对较少,这不利于教科书全面

展现科学家协同精神。因此,在编写化学教科书的

过程中,要进一步突出科学家的主体间关系,将他

们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开展交流、合作、评价、
争论、批评、传承的生动故事展现出来,突出这些

主体间关系对于科学工作者完整开展科学研究的作

用和价值。
(2)凸显当代科学家集智攻关的事迹突出时代

性。现如今,没有一项重大科学成果的产出是靠科

学家个体 “单打独斗”完成的,集智攻关是科学家

科研工作鲜明的底色。教科书的编写要具备时代

性,就要突出科学家之间共享资源、汇聚智慧、攻

克时代难题的典型事迹,就要将当代科学家之间相

互借鉴、批判和挑战的特征全面呈现。因此,教科

书不仅要突出跨领域、跨学科集智攻关的特点,也

要彰显中国科学家在攻克科学难关时的包容姿态和

大局意识,并凸显各国科学家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

的科学问题时唯有同舟共济、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的基本原则。
(3)融入科学家协同过程改进科学实践教学样

态。科学家精神的涵养最终指向培育具备科学家潜

质的青少年群体。因此,重视培育科学家协同精

神,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设计上有意识地学会对教

科书承载的科学家协同精神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并

将其转化成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基于社会性交往的科

学实践的出发点,为课堂营造出学生之间共同开展

科学实践的氛围。教师只有帮助学生在开展科学实

践时,尝试以集体的组织形式对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收集证据并论证观点,从而达成共识,才能将

科学家协同精神最终转化成科学实践的行动方式,
实现对科学家科研工作的高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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