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2001年第12期

探究式学习： 含义、 特征及核心要素

● “科学探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课题组●

  提要 本文从探究式学习的基本特征出发，得出探究式学习并不强求学生活动
的全方位探究性，从而避免对它的神化；通过论述假说的提出在科学探究和学生探
究式学习中的核心地位，表明了科学探究式学习活动设计应该努力的方向，以避免
在教学实际中对它的泛化。

  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
而具体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至今仍普遍存在的
学生被动接受、大运动量反复操练的学习方式，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探究式学习。 在理科各科
国家课程标准中，科学探究的意义以及如何通
过国家标准促进探究式学习实施的问题，得到
了普遍的重视。 科学探究不仅被作为重要的理
念强调、 作为教学建议提出，而且被列入了课
程目标和内容标准之中，作为必须实施的内容
要求。 这势必对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产生重大
影响。 然而，探究式学习在我国毕竟尚处于探
索阶段，它所需要的教育环境条件，特别对教
师观念转变、 理解水平的要求等等，不是课程
标准本身就能解决得了的。 由此引发一系列困
惑、 疑虑、 担忧也都是很正常的。 当前，急需
的工作就是要对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梳
理，对一些牵涉教学实施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作出回答，以保证课程改革的实效。 下面就探
究式学习的含义、 特征和核心要素谈谈本课题
组的一些学习心得和研究体会。

一、 探究式学习的含义

在当今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热潮中，
inquiry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之一。英
文 inquiry 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 in 或 inward
（在…之中） 和 quaerere （质询、 寻找） ，按照
《牛津英语词典》 中的定义，探究是 “求索知识
或信息特别是求真的活动；是搜寻、 研究、 调
查、 检验的活动；是提问和质疑的活动。” 其相
应的中文翻译有 “探问”、 “质疑”、 “调查” 及
“探究” 等多种译法。 与 “研究” 比较，在科学
领域人们普遍接受的 “探究” 一词和英文原意
更为贴切。 就语义而言，据 《辞海》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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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的解释，“研究” 指 “用科学的方法探求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探究”则指 “深入探讨，反
复研究”。 从语感来说，“研究” 一词似乎多了
几分严谨、 稳重，而 “探究” 则更有生气，更
有动感，也更符合青少年学生的身心特点。 因
此，现在使用的科学探究具有双重含义。 如美
国 《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中对科学探究就是这
样表述的：“科学探究指的是科学家们用来研究
自然界并根据研究所获事实证据做出解释的各
种方式。 科学探究也指的是学生构建知识、 形
成科学观念、 领悟科学研究方法的各种活
动。”①之所以这样表述，乃是由于学生的科学
探究式学习活动在本质上与科学家的科学探究
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讨论科学教育的文献
中，不管是使用探究 （ inquiry） 还是科学探究
（ scientific inquiry） 这个词，除特别注明外都是
指探究式的学习活动而非科学家的探究。

二、 探究式学习的特征

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在理解和实施探究式
教学中容易出现两方面的偏差。 一是对探究的
泛化，另一是对探究的神化。 前者就是随意地
给一些人们早已熟知的教与学的形式贴上探究
的标签，如一个从目的到内容再到方法、步骤，
甚至连表格都画好了的实验活动设计，却不仅
被冠以探究而且是自由探究的名称；后者则只
把从问题的提出、 证据收集主案的制订和实施
到解释的形成、 检验和结论的得出等等都是由
学生自主发现、 由学生独立完成的活动才归为
探究。 这两种理解都背离了探究式学习的本质
意义，如不加以澄清和纠正，将极大地影响探
究式教学的实施。

区别事物的基本方法就是把握它们的特
征。 要正确实施科学探究式的教与学，必须把
握其基本特征。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2000年组
织编写出版了一本专著，对科学探究式教与学
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 比较有说服力的
阐述，其中，将探究式教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
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②

1.学习者围绕科学性问题展开探究活动
所谓科学性问题是针对客观世界中的物

体、 生物体和事件提出的，问题要与学生必学

的科学概念相联系，并且能够引发他们进行实
验研究，导致收集数据和利用数据对科学现象
做出解释的活动。 在课堂上，一个有难度但又
让人能尝到果实、 足以引发探究的问题，能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能引出另一些问题。 比
如，对于低年级学生，符合上述标准的一个问
题可以是大黄粉虫幼体是如何对光做出反应
的？对高年级学生，可以问： 基因如何影响人
的眼睛的颜色？而即使对高年级学生，提出今
后一百年间全球气候将会如何变化这样的问题
也是不合适的。 这个问题虽具有科学性，但过
于复杂，学生回答这个问题决不可能全面考虑
预测范围内有关的证据和论据。 学生可能只会
考虑个别因素，如云量的增多对气候变化将产
生怎样的影响；或者可能考虑一些因果关系，如
气温升高 （或降低） 对植物、 气流、 天气将有
怎样的影响。

2.学习者获取可以帮助他们解释和评价
科学性问题的证据

与其他认知方式不同的是，科学是以实验
证据为基础来解释客观世界的运行机制。 科学
家在实验中通过观察测量获得实验证据，而实
验的环境可以是自然环境如海洋，也可以是人
工环境如实验室。 在观察与测量中，科学家利
用感官感知，或借助于仪器如望远镜延伸感官
功能进行观察，甚至用仪器测量人的感官所不
能感知的物质特性，如测量磁场。 有时，科学
家能控制条件进行实验；而另一些时候则无法
控制，或者实行控制将破坏实验现象。 这种情
况下，科学家只有对自然界中发生的现象进行
大范围、 长时间的观测以便推断出不同因素的
影响。 可以通过改进测量、 反复观察，或者就
相同的现象收集不同类型的实验数据的方法提
高所收集到的证据的可靠性。 证据是可以被质
疑和进一步调查研究的。

在课堂探究活动中，学生也需要运用证据
对科学现象做出解释。 学生对动植物、 岩石进
行观察并详细记录它们的特征；对温度、距离、
时间进行测量并仔细记录数据；对化学反应和
月相进行观测并绘制图表说明它们的变化情
况。 同时，学生也可以从教师、 教材、 网络或
其他地方获取证据对他们的探究进行补充。

3.学习者要根据事实证据形成解释，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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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问题做出回答
科学解释借助于推理提出现象或结果产生

的原因，并在证据和逻辑论证的基础上建立各
种各样的联系。 科学解释须同自然观察或实验
所得的证据一致，并遵循证据规则。 科学解释
还须接受公开的批评质疑，并要求运用各种与
科学有关的一般认知方法 （如分类、 分析、 推
论、 预测） 以及一般的认知过程 （如批判性推
理和逻辑推理） 。

解释是将所观察到的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
学习新知识的方法。 因此，解释要超越现有知
识，提出新的见解。 对于科学界，这意味着知
识的增长；对于学生，这意味着对现有理解的
更新。 两种情况的结果都能产生新的认识。 例
如，学生可根据观察或其他的证据解释月相的
变化、 不同条件下植物的生长状况不同的原因
以及饮食与健康的关系等问题。

4.学习者通过比较其他可能的解释，特别
是那些体现出科学性理解的解释，来评价他们
自己的解释

评价解释，并且对解释进行修正，甚至是
抛弃，是科学探究有别于其他探究形式及其解
释的一个特征。 评价解释时，可以提出这样的
问题： 有关的证据是否支持提出的解释？这个
解释是否足以回答提出的问题？从证据到解释
的推理过程是否明显存在某些偏见或缺陷？从
相关的证据中是否还能推论出其他合理的解
释？

核查不同的解释就要学生参与讨论，比较
各自的结果，或者与教师、 教材提供的结论相
比较以检查学生自己提出的结论是否正确。 这
一特征的一个根本要素是保证学生在他自己的
结论与适合他们发展水平的科学知识之间建立
联系。 也就是说，学生的解释最后应与当前广
泛为人们所承认的科学知识相一致。

5.学习者要交流和论证他们所提出的解
释

科学家以结果能够重复验证的方式交流他
们的解释。 这就要求科学家清楚地阐述研究的
问题、 程序、 证据、 提出的解释以及对不同解
释的核查，以便疑问者进一步地核实或者其他
科学家将这一解释用于新问题的研究。 而课堂
上，学生公布他们的解释，使别的学生有机会

就这些解释提出疑问、 审查证据、 挑出逻辑错
误、 指出解释中有悖于事实证据的地方，或者
就相同的观察提出不同的解释。 学生间相互讨
论各自对问题的解释，能够引发新的问题，有
助于学生将实验证据、 已有的科学知识和他们
所提出的解释这三者之间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最终，学生能解决彼此观点中的矛盾，巩固以
实验为基础的论证。

本课题组认为，上述关于科学探究基本特
征的阐述，揭示了科学的最重要、 最基本的特
征，反映了现代科学观。 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
的探究式教学过程有助于学生对科学概念和方
法形成更明晰、 更深刻的认识。 因此，探究式
教学和教学资源要尽可能包含所有的上述五个
基本特征，以充分发挥和利用探究的教育功能。
然而，一项科学学习活动是否必须包含上述全
部五个基本特征才能称得上是探究式的学习
呢？对于探究式学习活动所具有的每一项特征，
是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程度？

如果理想化和绝对化地理解探究，我们可
能会认为只有包含上述全部五个基本特征、 且
每一类学生的活动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探索
性才能称得上是探究式的学习。 然而，这样的
看法既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实际，也不符合学生
科学学习的现实。探究无疑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真正的科学家也往往以探究为乐，但这并不妨
碍他们积极学习和利用已有的、现成的知识。事
实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最善于吸收前人已
有的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科学的高峰。
学生的学习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基于直接经验
的、探究式的学习最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但
间接学习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毕竟是大量存在
的，要组织起有效的探究式学习活动，除了受
教师、学生和教学设施条件等因素制约以外，还
与所学习的科学知识内容有关，有些知识内容，
由于各种原因，不易于设计成通过探究式的学
习活动去获取。因此，对于特定的学生来说，一
些内容的学习，用探究的方式，不仅效率太低，
而且效果往往不如直接学习。 在前面提到的美
国国家研究理事会2000年组织编写出版的科
学探究专著中，不仅对科学探究式学习活动进
行了概括，而且对每一类活动中学生自主探究
的程度分别进行了如下的划分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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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探究的基本特征和不同程度

基本特征 探究的不同程度

1.问题
学习者探究科学性问

题

学习者自己提出一个

问题

学习者从所提供的问

题中选择，据此提出新
的问题

学习者探究的问题来

自教师、学习材料或其
他途径，但问题不那么
直接，需要有所改变或
自己体会其含义

学习者探究直接来自

教师、学习材料或其他
途径的问题

2.证据
学习者针对问题收集

事实证据

学习者自己确定什么

可作为证据并进行收

集

学习者在他人的指导

下收集某些数据

数据直接给出，学习者
进行分析

数据和分析方法都给

了学习者

3.解释
学习者从证据出发形

成解释

学习者总结事实证据

之后做出解释

学习者在得到指导的

情况下收集证据形成

解释

使用证据形成解释的

可能途径已知

证据已知

4.评价
学习者使解释与科学

知识相联系

学习者独立地考察其

他事实来源，建立事实
与已有解释的联系

学习者被引导到科学

知识的领域和来源

可能的联系被给出

5.发表
学习者阐述和论证自

己的解释

学习者用合理的、合乎
逻辑的论据表达自己

的解释

学习者阐述自己解释

的过程得到他人指导

学习者阐述自己解释

的过程得到了广泛的

指导

表达的步骤和程序都

被给出

多←—— —— ———学习者自主探究的程度—— —— ———→少
少←—— —— ———教师和学习材料指导的程度—— —— ———→多

  根据这样的划分，教师在活动中起组织作
用的程度和学生自主设计进行探究的程度可以
各有不同。 例如，每一个探究都会有学生对科
学性问题的研究，但是，在一些探究中问题直
接来源于学生，另一些探究中问题可能是学生
从可选问题中选择其一或是对给出的问题提炼
的结果；还有一些探究中，则是学生根据所提
供的问题展开研究。 即使在问题由教师、 学习
材料或其他途径完全给出的情况下，只要学生
学习的过程是围绕科学性的并能激发学生思维
的问题展开，学生的学习仍然可以组织成具有
高度探究性的活动。

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在对学生掌握知识
内容有明确目标要求的学科教学中，要组织起
在问题、 证据、 解释、 评价和交流五个方面都
具有高度探究性的活动是不容易的，也没有必
要刻意追求这样的境界。如对探究的问题来说，
要是探究的问题完全是由学生自己提出来的，
那当然很好，而且在科学教学中也必须有意识
地重视培养学生提问、 质疑的能力。 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等到学生能够自己提出好
的探究问题之后才能组织探究式学习活动。 相
反地，在学科课堂教学中，切实可行而且效果
良好的方法是教师设置问题情境，并通过引导

优化和集中学生的问题，使得后续的探究有明
确的目标和内容，这样的教学过程也可以培养
学生提出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如果这样的程度
也不容易达到，就完全可以由教师直接提出探
究的问题，根据别人提出的问题，学生也完全
可以进行有高度探究性的学习活动。 而且只要
学生真正深入到探究知识的过程，他们就会提
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实际上，真正的学生探究
活动整个地就是由问题引导的，学生提出问题
能力的培养可以贯穿于学习活动的始终自然地
进行，而不必刻意追求一开始问题就是由学生
自己提出来的。

三、 探究式学习的核心要素

对科学研究活动和学生探究式学习活动特
征的考察，使我们完全可以把探究式学习请下
神坛，不至于使人望而却步。 但是，设计一个
探究式学习活动，我们虽然不强求活动在每一
个方面都具有高度的探究性，但毕竟要有具有
一定探究性的活动内容，而且尤其不能缺少能
起着核心要素作用的探究性活动内容。否则，就
难免泛化，探究式学习就会成为装满旧酒的新
瓶上的时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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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探究式学习活动中，什么是核心
的要素呢？探究式学习有时也被人们称为 “问
题导向式” 的学习，因此 “问题” 往往被视为
探究式学习的核心。 然而，“问题” 在探究式学
习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对学生合适与否而
不在于它是否一定是由学生探究得来的。 如前
所述，即使探究的问题直接来自教师或其他途
径，学生也完全可以进行高度探究性的学习活
动。 实际上，考察科学教学的现实，我们看到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对证据收集、 解释形成和求
证的处理方式上。 在一般的科学课堂上，学生
可能没少忙碌于证据的收集，也要进行解释和
求证的活动，但如何根据有限的线索确定证据
收集的方向，如何在不止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
面前做出决策呢？这些对于探究至关重要的内
容则多由教科书或教师所包办，留给学生探究
的空间很小。 例如，浸入液体中的物体所受浮
力的大小与其排开液体的多少是有关的，如果
把物体排挤开的液体收集起来称量一下，就会
发现它的重量刚好等于浮力的大小，这样的结
果无疑可以作为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的实验事
实基础。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人们一开始怎么
会想到要设法去收集那一部分由于物体的浸入
而被排挤开的液体呢？在科学发现的故事中，这
才是最具奥妙、 最有魅力的一段。 这种最终能
得到实验证据支持的假说就是通向发现的护
照。 而在谜底揭开之前，人们能够想到的、 能
够选择的假说肯定不止那一个 （事实上由于导
致一个好的假说的线索往往深藏在事实的迷雾
之中而常常使人与它擦肩而过却无缘相会） ，在
向科学进军的道路上，大多数的人和大多数的
时间实际上是耗费在那些最终没能得到实验证
据支持的假说上。 但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科学上
的探究，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会否定这种探索
的价值。英国化学家戴维说： “我的那些最重要
的发现是受到失败的启示而做出的。”③美国教
育家和哲学家杜威也认为：“使一个不惯于思考
的人只能感到沮丧烦忙的事，……对于有训练
的探究者来说，是动力和指针……。 它或是能
披露新问题，或是有助于解释和阐明新问
题。”④然而，这样的内容在科学家最后发表的
研究论文、 报告中是很难找到的。 实际上，与

科学研究和科学精神的本质不相符的情况即使
在号称科学探究式的教学中也不难找到。例如，
求证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科
学知识的探究式教学中，由于学生探究的是人
类早已发现的、 成熟的知识内容，学生的学习
活动不易设计成真正具有探究性的过程。 在较
极端的情况下，往往成为目标和路线都明摆着
的形式化的探究，提出假说的环节即使有也只
是走走过场，而对假说求证的过程则更是被误
导为纯粹的证实 （而且往往一二个事实就给人
以得到证实的印象） ，而更能反映科学研究活动
真实的证伪则不见踪影。 这样的教学，不仅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更严重的是会误导
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不正确
的科学形象。因此，要实施真正的探究式学习，
就不能省掉假说这一环节以及为催生假说而精
心设计的活动。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从基本特征上去把握
探究式学习，就可以分辨并避免对它的神化。同
时，如果充分认识到假说的提出在科学家的探
究和学生的探究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也就十分
明确在科学探究式学习活动的设计中功夫应该
花在什么地方并能分辨和避免对它的泛化。 当
然，要使探究式学习真正成为科学课堂的现实，
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还不少，本课题组已经并
继续在做出努力，希望能推动探究式学习研究
和教学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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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② Center for Science，Mathematics，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 nquiry and the
N ational S cience Education S tandards—A Guide f or T eaching
and L earning，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D．C．P．
24—27．

③④转引自 W．I．B．贝弗里奇著，陈捷译： 《科学研究
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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