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改革与科学思维培养

课程目标：

新时代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进

而提升学生的创造力以及开创性科学探究的能力。本课程将对科学思

维的理论、评测和教学进行专门的介绍并开展互动学习项目。本课程

面向关注中国学生科学思维养成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大学、中小

学校教师和管理者，旨在引导学习者将科学思维系统地融合进中小学

以及大学的科学教育实践中。主讲教师在科学思维研究深耕多年，在

教学过程中将综合丰富的文献和国际前沿研究成果，为学习者提供从

理论到实践的完整学习体验。为同学们在科学教育领域的学习和发展

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

包雷，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系和教育学院双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等

教育研究所讲座讲授，全球华人物理及天文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包

括：科学思维模型和测评、科学教育的知识整合深度学习模型和测评、

中美教育比较、信息和复杂系统理论模型及社会过程演变模型、智能

学习机制、认知理论和教育模型、科学哲学及认识论模型等。包雷教

授驻车多项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 等国际著名期刊。

田凌晖，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政策、

教与学质量评价、教师专业胜任力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马世红，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上海市物理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获得上海市“曙



光学者”、复旦大学校长奖等荣誉。

1. 教学内容及授课安排

本课程授课时间为 7月 25-27 日，共 18 学时，具体授课内容涉

及循序渐进的三个部分：

7 月 25 日

科学思维的文献和理论学习：学习新的理论框架，建立关于科学

思维能力正确的定义和概念。

7 月 26 日

科学思维的评估：学习科学思维能力的评估方法和量表应用，并

学会使用量表进行研究和教学测评。

7 月 27 日

科学思维的教学：学习科学思维能力培养的探究教学方法，并实

践设计课件。

2. 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

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习者学

习成效进行考核。根据学习者的考勤、课堂参与表现和作业质量进行

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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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系方式（授课教师或助教联系方式均可）

课程负责人：田凌晖，65643186

课程助教：丁仲倩，15201935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