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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儿童科学文艺在素质教育实施中的价值

杜春海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

四川 遂宁 62 900 0 )

摘要 : 儿童科学文艺是用艺术手法来描写科学
、

表现科学
、

普及科学的适合儿童阅读欣赏的文学作品
.

在中小学素质教

育实施过程中
,

它既可以促进少年儿童弘扬与科学精神相触合的人丈精神
,

又可以积极引导少年儿童的科学想象
,

提高少年

儿童的科学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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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学文艺的主要阅读对象是青少年和儿童
。

广大少

年儿童是未来世界的主人
,

尤其是未来攻克科学堡垒的主力

军
。

前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曾说
: “
培养科学家必须从儿

童时代
、

从少年开始
,

对科学的爱好不是天生的
,

而是多年

来逐渐养成的
,

童年时代读过的一本有趣的书
,

往往决定一

个人未来的一生
。 ” 1̀1 著名科学家

、

宇航事业先驱者之一齐奥

尔科夫斯基说
,

启发和推动他研究
、

制定星球航行理论的是

凡尔纳创作的 《从地球到月球》 等科学幻想小说
。

由此可见
,

科学文艺在引领少年儿童从小爱科学
、

学科学
、

用科学
,

树

立起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
,

真正成为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l 强化科学与文艺的胜合
,

促进少年儿宜弘扬胜科学精神

在内的人文精神

艺术地
、

正确地表达科学内容
,

将科学的内容与文学艺

术的表现形式有机地融合起来
,

使作品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

艺术性和思想性
,

这是科学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
。

广大少年

儿童阅读这类科学文艺作品
,

就能把科学文艺作品中张扬着

的科学精神与艺术精神
、

道德精神潜移软化到少年儿童的灵

魂深处
,

并接受其熏染
、

陶冶
,

对其未来一生成长发展产生

深刻的影响
.

1
.

1 激发少儿对科学的兴超

好的科学文艺作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
,

正确

地
、

客观地描述自然界
,

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
,

不仅使

少年儿童获得许多具体的知识
,

启迪他们的智葱
,

而且引导

他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
、

思考未来
,

帮助他们树立起科学

态度
、

科学精神
,

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
。

这既有助于向少年

儿童传播科学思想
,

提倡科学精神
,

又很好地满足了少年儿

童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心与极强的求知欲
,

通过艺术地表

现把少年儿童的幻想与好奇心引导到学习科学
、

探寻科学的

正确轨道上来
,

有效地激发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

培养他

们热爱科学
,

立志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

如冯振文的科学童话

《非洲魔术师》 就是通过
“
魔术师

”

避役先生和蝉大哥
、

凤

蝶
、

蜗牛等的活动
,

介绍了一些生物的形态和习性
,

阐述了

生物肌体
、

习性与生存环境相统一这一生物学的重要原理
.

避役所表演的
“
魔术

”
是变换皮肤的颜色和形体的大小

,

这

是因为它体内有一个彩色库
,

能根据外界环境冷
、

热
、

明
、

暗等因素的影响而随时调节肤色
。

另外
,

它肚子里还有许多

气囊
,

可胀大或缩小
。

作者还描写了其他森林居民— 喉咙

最响
、

能
“
高声广播

”
的蝉

,

总是打扮得最漂亮的风蝶
,

屁

股上藏着一把长枪的胡蜂
,

质童关灯笼的蜗牛
,

满身奥气的

臭娘等
,

尤其是嫂嫂的描写更精彩— 它外穿一件短马褂
、

里套丝织长袍子
,

这种生动形象的描写完全适合于它有着短

小
、

作截短状的革质前翅和长而大的膜质后翅的外形特征
。

以上这些生动形象的描写能充分激发富于形象思维
、

知识经

验不足而又求知欲极盛
、

普于幻想
、

喜欢探险的少儿读者的

阅读兴趣
,

既有助于扩大他们的视野
,

深化和补充课堂知识
,

又能培养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

1
.

2 促进少年儿童弘扬科学精神
、

艺术精神
、

道德精神相触

合的人丈精神

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
,

是整

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
,

它以追求真
、

善
、

美等崇高的

价值理想为核心
,

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 目的
。

科学

精神
、

艺术精神
、

道德精神等崇高的文化精神都是人文精神

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科学文艺创作要求把科学性
、

艺术性
、

思想性相统一
,

这就必然使科学文艺创作将科学梢神
、

艺术精神
、

道德精神

相融合的人文精神贯穿其中
。

这种三位一体的人文精神必将

深刻影响少年儿童读者
,

并成为引导他们未来成长的一条红

线
.

科学精神是科学文艺创作的首要追求目标
,

也是科学文

艺的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表现
,

而艺术精神
、

道德精神是通

过科学精神传达出来的
,

并为科学精神的表现服务
。

这种科

学精神的人文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

首先是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
。

这种科学精神

包括
:
一是 自由探索精神

。

自由探索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

它既体现了科学家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执著精神
,

又体现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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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在迫求真理和知识过程中所采取的自由开放和独立思考

的学术态度
.

也是科学家追求自由的过程
。

如高士其创作的

科学诗 《尼古劳斯
·

哥白尼》 就叙述了哥白尼因 《天体运行》

一书
“
打破

”
了神权强加于天文学的枷锁而成为开创科学的

巨人的科学事实
,

表现了哥白尼面对神权统治追求真理
、

独

立思考的自由探索精神
.

二是勇于批判精神
。

它要求人们对

任何科研成果都可以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

强调科学的方法

是批判的方法
,

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
.

如 《两个

铁球同时着地》 就表现了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对古希腊著名

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大胆怀疑
,

并通过科学分析和公开

的科学实验批判否定了亚氏理论
,

这种科学精神就是勇于批

判精神
。

三是大胆创新精神
。

约翰
·

齐曼说
: “
科学是未知的

发现
。

这就是说
,

科学研究成果总应该是新颖的
。 ” 冈 波普尔

也说
: “

知识通过批判和创造而增长
。 ” `习 在他看来

,

科学需

要一种有趣
、

大胆和内容丰富的理论
,

而不是一种平庸的理

论
,

这就豁要科学家们在理论上大胆创新
.

如高士其创作的

科学诗 《发动机的自述》 所讲述的就是人类如何根据科学原

理
,

经过反映试验而发明
、

创造了各种发动机的故事
.

发动

机从无到有的发明
、

创造过程就充满了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
.

四是严谨求实
,

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

它主要是指普遍性
、

公

有性
、

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
.

普遍性规范主要是指科学标准

的普遍性
,

强调任何科研成果的评价都应当以科学本身的价

值为标准
,

而与政治
、

人种
、

社会
、

文化
、

宗教信仰等其它

因素无关
。

公有性规范主要是指科学知识的公有性
,

强调研

究成果不属于科学家个人
,

而属于整个人类
。

无私利性规范

主要强调为科学而科学
,

即从事科学活动
、

创造科学知识的

人不应以科学而谋取私利
,

特别是在接受或排斥任何科学思

想时
,

应当不计个人利益
.

这种严谨求实的精神也在科学文

艺中得到了体现
.

如高士其创作的科学诗 《纪念居里夫人》

就叙述了由于居里夫人
“
不屈不挠的努力

” ,

才从铀矿石中

发现了镭
,

从而
“
揭穿了原子内部的秘密

”

的故事
,

诗人从

居里夫人发现
“
镭

”

这种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反复试验的科学

研究中表现了居里夫人严谨求实
、

顽强拼搏的科学精神
.

关

于这点
,

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 《悼念玛丽
·

居里》 一文

中进一步指出
: “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祟高人物结束她的

一生的时候
,

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

已经作出的贡献
.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
,

在其道德品质方面
,

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

她的坚强
,

她的意志的纯洁
,

她的律己之严
,

她的客观
,

她

的公正不阿的判断一 一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

身上
.

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
,

她的极端

的谦虚
,

永远不给 自满留下任何余地…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

科学功绩—
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

,

并把它们分离出来

— 所以能取得
,

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
,

而且也靠着在难

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
。

这样的困难
,

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

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
,

欧洲就会

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 ” “ , 由此可见

,

科学精神与道德

精神是如何交融在一起的
,

居里夫人身上表现出的道德修养

同那种狭隘的功利主义
、

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是根本不相容

的
。

其次是促进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向着
“

更快
、

更高
、

更

强
”
的方向迈进

。

这是科学作为一项智力活动所体现的最根

本的文化精神
。

现代科学活动体现了地地道道的现代奥林匹

克精神
,

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中的理想主义精神
、

爱国主义精

神
、

顽强拼搏精神
、

公正竞争精神都在现代科学活动中得以

体现
.

如凡尔纳创作的科幻小说曾幻想过的电报
、

电视
、

直

升飞机
、

潜水艇
、

霓虹灯
、

导弹
、

坦克等在当时就充满着理

想主义色彩
.

法国的利奥台元帅就说
: “
现代科学只不过是

将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现的过程而己
。 ”
由此可见

,

科幻小

说对人类现代科学活动迈向
“
更快

、

更高
、

更强
”

的理想境

界所起的引领作用
。

而高士其创作的 《森林之歌》
、

《空气》
、

《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
、

《纪念居里夫人》 等科学诗

则充分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精神
.

这些科学精神

既是推动现代科学活动蓬勃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

更是

促进社会进步和少年儿童乃至成人自身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

动力
。

当然
,

科学文艺表现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还必须用文艺

全副武装
.

前苏联科学文艺大师伊林说
,

科学文艺是
“
把科

学素材同诗意地感受世界结合在一起
”
而创作出来的

.

因此
,

艺术地表现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是科学文艺作品质量高低的

关键
。

科学童话
、

科学幻想小说的幻想
,

科学诗的丰富想象

与优美诗意
,

科学小品的新颖构思等都为科学文艺作品斌予

了内涵丰富的艺术精神
,

也为少年儿童读者带来了艺术享受
。

科学文艺离不开艺术表现与艺术氛围
,

否则
,

它只能是一般

的科学论著与科学论文
.

因此
,

科学文艺就为少年儿童儿童

读者接受科学精神
、

道德精神与文艺精神相交融的人文精神

的陶冶与熏染提供了蓝本
。

少年儿童读者长期阅读科学文艺作品
,

就能较完整而形

象地理解科学精神的人文意义
,

逐步认识到科学精神同艺术

精神
、

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不仅在追求真
、

善
、

美的最

高境界上是相通的
,

而且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
,

如创新精

神既是科学精神
,

又是艺术精神
,

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既是科

学精神又是道德精神
,

进而形成弘扬科学精神
、

艺术精神
、

道德精神三位一体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性
.

2 积极引导少儿的科学想象
,

提高少儿的科学创造力

创造力是指个体或群体在智力活动中进行求异
、

创新
、

创美的心理能力
,

它通常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创造
、

发明和艺

术活动中
。

它是指创造出某种新奇
、

新颖
、

独特的具有价值

的新理论
、

新产品或新作品的能力
.

它是由多种智力
、

多种

心理因素构成的一种合力
,

其核心因素是创造性思维
、

创造

性想象
、

直觉
、

灵感与美感等
。

在科学文艺创作中
,

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是创作者

必需的修养
。

创造性思维是创造力的实质与核心
,

它把各种

信息
、

知识
、

材料和概念
,

按照科学的思路
,

借助联想
、

想

象进行各种新的组合
、

综合
,

从而形成各种新信息
、

新知识
、

新资料
、

新概念
,

这种破旧立新
、

独树一帜
、

标新立异的思

维在科学幻想小说创作中是不可缺少的
.

如以创作科幻小说

饮誉世界的英国文学家威尔斯在他的科幻小说《摩若博士岛》

中就充满着创造性思维与想象
。

该作品写的是生物学家普兰

迪克在大洋中遇险获救
,

被送至一个小岛
.

岛上除了科学家

摩若和医生蒙哥马利以外
,

全部是一些介乎人兽之间的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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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虎人
、

豹人
、

猿人等被强迫遵守一定的法律
,

模仿人的

言行
,

供人役使
。

普兰迪克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恐怖遭遇之后
,

才发现科学家摩若为了在岛上建立一个以他 自己为中心的
“
人类

”

社会
,

对这些原本是兽类的动物们做 了器官移植和

变形手术而变成两足动物
,

让他们穿上衣服
,

学会人的语言
,

并且具备一些劳动技能
,

接受他的统治
。

由于摩若博士的这

种试验是违反动物天性的
,

最后
,

他惨死在豹人的爪下
,

兽

人们逐渐恢复原始的野蛮状态
.

全篇充满了奇异的幻想
,

尤

其是威尔斯在小说中所涉及的器官移植和变形手术在后来都

获得了成功
,

更是科学的幻想
,

表现了高度的科学预见性
,

诸如此类的描述离不开创造性思维
.

而创造性想象是借助不

同的手段和方法对己有的表象进行选择
、

加工和改造
,

创造

出前所未有的新形象
。

这种新形象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
。

创

造性想象是创造力的灵魂
,

没有创造性想象
,

就没有艺术创

造和科学发现
.

黑格尔说
: “
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

动
。 ” ”̀ 爱因斯坦也说

: “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

因为知识是

有限的
,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
,

推动着进步
,

并且

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

严格地说
,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

素
. ” .̀I 由此可见

,

想象力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

这种创造性

想象在科学诗
、

科学童话
、

科幻小说中最为常见
,

只是这一

切必须是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进行
。

比如高士其的科学诗

《我们的土壤妈妈》 把土壤称为
“
妈妈

” ,

把她比喻为
“
地球

工厂的女工
” 、 “

矿物商店的店员
” 、 “

植物的助产士
” 、 “

动物

的保姆
” 、 “

微生物的培养者
”

等
,

又说她
“
象地球的肺

” 、

“

像地球的胃
” , “
像地球的肝

”

等诸如此类生动形象的描述
,

无疑充满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
,

极具独创性与新颖性
,

对于

少儿的科学想象力的培养很有帮助
.

孙幼忱的科学童话 (’’ 小

伞兵
”

与
“

小刺渭
’ ,

》 中关于蒲公英与小苍耳的描写也是极

具想象力的
:

秋天
,

蒲公英妈妈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

他们每人头上长

着一摄蓬蓬松松的白绒毛
,

活象一群
“

小伞兵
” .

许多小伞

兵紧赞挤在一起
,

就成 了圈阅的白绒球 !

小伞兵有许多好朋友
,

那就是隔壁苍耳妈妈的孩子—,

J
、

苍耳
.

小苍耳长得真奇怪
,

身体小小的
,

象个枣核
,

全身长满

了尖尖的利
.

小伞兵亲热地把他们叫做
“

小刺报
” .

作者把
“
蒲公英

”

与
“
苍耳

”

分别描写成
“

小伞兵
”

与
“
小刺猜

” ,

整个描写情景交融
,

形象与知识浑然一体
,

充满

了创造性的想象力
,

把孩子们一下带进既现实又幻想的境界
。

当然
,

直觉
、

灵感
、

美感也在科学文艺的创造力展示中

起着重要作用
。

少年儿童读者在阅读这些洋滋着科学想象力的科学文艺

作品的过程中
,

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力都能得到

切实的培养
。

少儿读者在充分感受科学文艺文艺作品对科学

知识所作的艺术表现中
,

其感知能力
,

直觉能力也得到了具

体可感的培养
,

进而提高少年儿童的科学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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