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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国家有关文件把“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两个重点以来，很多高校
提出创新教育的口号，安排名目甚多的创新评比、竞赛活动。应当说，这些口号和活动，的确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也或多或少收到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和创新能力的效果。但由于缺乏创新教
育理论的指导，目标不明或者不切实际，往往流于形式，或者收效甚微，学什么、怎样学⋯⋯一系列
问题，常常引起争论，也使许多教师畏葸不前。　　王力邦教授根据自己多年在高等师范院校从事科
学史和科学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凭借与师范院校理科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的交流所得，编
写了《高等师范理科创新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的理论篇讨论了创新教育的内涵，介绍了科
学研究的实践方法、逻辑方法、非逻辑思维与创新技法，这些内容正是我们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需要
了解和掌握的理论知识。该书的实践篇则从理科教师专业成长的角度，阐述了怎样做学生创新学习的
促进者、创新教育的研究者和创新教育课程的建设者。　　通读这本教材，我认为它有两大特色：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篇中，不仅在论点、论据和论证方式上联系理科教师所熟知的内容，而
且配以思考题，让读者能深入思考；实践篇中，提供典型案例并配以训练的练习与思考题，让读者结
合自己所学专业，对照提供的案例身体力行。　　第二，突出了师范性。整本书是从理科教师在创新
教育活动中应当知道些什么、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去设计课程内容的。教师首先是一个学习者，
因此，设计的思考题和训练题首先要求教师去思考、去动手做；教师在创新教育活动中又是学生学习
的促进者，是怎样施教的研究者，是为创新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添砖加瓦的建设者。从这个意义上讲
，该书体现了师范性这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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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师范理科创新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高等师范院校如何面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
课题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两篇，理论篇共四章，探讨创新与创新教育的内涵、科学研究的实践方法
和逻辑方法、科学研究中的非逻辑思维与创新技法，以期读者对创新教育相关的理论有一些了解；实
践篇共三章，围绕“高等师范的理科生——未来学校的理科教师应当怎么做才能成为学生创新学习的
促进者、创新教育教学的研究者以及创新教育课程的建设者”这一主题来展开，以期读者通过一些案
例的学习以及相应的练习与思考，能够在学校里实施创新教育教学。
《高等师范理科创新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专业
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供大、中学校理科教师和教育教学研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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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创新，从字面理解：创，即开始；新，即过去所没有的，而要深刻理解创新的内涵，需要我们从
历史的角度审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发展的历程，一、科学思想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科学新概念的
不断涌现、科学世界观的新概括、科学与社会关联的新观念、科学家思想行为规范几个方面来剖析科
学思想的发展。　　1.关于科学新概念　　近200多年间，科学家们通过一代又一代艰苦卓绝的探索，
建构起许多科学新概念，如转化、进化、演化、统计、对称、自组织、系统、反馈与控制、信息、远
离平衡态、耗散结构、混沌、协同、不可逆，等等.它们在各门学科的理论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
深刻地反映出科学思想的继往开来。仅以“转化”为例：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叶，人们在研究热
力学、生物学、化学、电磁学的过程中，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从而达成一种共识，即：自然界中各
种现象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亦即各种运动及相应的能量之间相互转化。这样，转化就成了当时科学
界关注的重要概念.转化概念的建立，既有英国科学家戴维的冰块摩擦实验对“热质说”的否定（1799
年），又有意大利科学家伏打发明电堆对“生物电”研究的拓展（1800年），还有德国科学家塞贝克
发现“温差电”现象（1821年）和法国科学家珀耳帖发现“温差电逆效应”现象（1834年）是对电与
热相互转化的验证；既有英国科学家焦耳十多年不懈地测定热功量（1837-1849年）和俄国科学家黑斯
（G.H.Hess，1802-1850）提出化学反应释放的总热量恒定（1840年）是对传统定性研究的超越，又有
德国科学家迈尔把“自然力的转化与守恒”推广到生物机体（1854年）和德国科学家亥姆霍兹发表《
论力的守恒》（1847年）是把“转化与守恒”研究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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