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科学实践论文(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小学科学实践论文篇一

我常常在想：生命是什么呢？随着我一天天的长大，我渐渐
懂得了生命看似渺小，但同样伟大。后来，从小动物身上，
我明白了生命是一种坚持，只有坚持，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一天晚上，我来到花店，里面有玫瑰、风信子……店员看我
犹豫不决，就给我推荐了水仙花，他说水仙只要放一点水就
能活很久，生命力很强。我就拿起一个像蒜头一样的东西，
带回家了。

到了家里，我就把水放在了一个瓶子里，再把水仙花放在瓶
子上。前几天，我对它细心照顾，过了几天我发现它的样子
一点也没有变，有些没有耐心了……因为上学，课外班把这
件事给忘了。

我差不多一个月没有浇水，我一觉醒来看见了水仙冒出了一
丢丢绿色的小尖，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水
仙花长出了很高的小绿叶，又过去了几天，绿色的小尖上长
了一朵朵美丽的白色小花朵，还有一点点淡淡的清香，我为
这朵倔强而坚强的水仙花而感到震撼。

这朵水仙花早已经谢了，但它的模样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一
朵花面对困难都能如此坚强、乐观面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像
它学习。生命中的任何困难我们都应该有花一般的坚强，花



一般的乐观，那么我们的人生会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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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实践论文篇二

以现代自然科学观点看道家之“道”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自然本源的认识越加困
惑，却找不到合适的哲学思想加以诠释。然而，道家思想却
是个特例，它不但没有随科学的发展而变得苍白，反而因科
学的发展而愈发生动。道家认为“道”是万物之本，而现代
自然科学正可予“道”一个很好的注解。以现代自然科学观
点来看“道”的本质、“道”的性质、“道”的运动和发展，
以及人所持之道，既是新的视角，又是新的发展。

关键词：道家;道;自然科学

很多自然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十分关注道家思想。他
们往往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或科学发现同老子的“道”相联系，
并称从道家思想处获益匪浅。例如，著名英国科学技术史家
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对道家思想不吝笔



墨，仅《道家与道家思想》这一章就约15万字。并在其引言
中说：“道家思想中属于科学和‘原始’科学的一面，在很
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949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
家汤川秀树也曾声言，“他正在对三十多种基本粒子背后的
基本物质到底是什么而为难”时，由于想到《庄子应帝王》
中关于“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寓言时才想到这基本
的物质可能就类似于混沌。“它可以分化为一切基本粒子，
但事实上还没有分化”。而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
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则指出：“中国古代对物质结构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最基本的结构是粒子，
粒子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另外一种看法是宇宙中最基本的结构
是连续性的。粒子的观念起源就是阳和阴。连续观念的起源
是公元前6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他认为最基本的东西是永远摸
不清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自然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
钟情于道家思想呢?以笔者之见，正如英国当代大物理学家史
蒂芬霍金所言：“哲学已经跟不上科学的发展。”[3]现代科
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的突飞猛进，一方面向人类揭示出更
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自然奇观，另一方面也让大多数原有的哲
学思想变得苍白无力。特别是现代物理学，过去100年间将原
有的理论大厦推倒又重盖，对“万物之理”的研究越深入，
对自然本源的困惑也越多，然而却找不到可将其加以诠释的
思想武器。但是，道家思想却是个特例，它对“道”的阐述
不但神奇地可以与科学前沿相挂搭，而且“道”的影子也随
着科学的发展而愈发清晰。这不得不令我们惊叹于古人对自
然哲学的伟大成就。以下笔者试着以自然科学的观点，对道
家的“道”进行阐述。

一、什么是道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庄子曰：“道者，万物之所
由也。”很明显，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



础。然而，纵有一万个人读《道德经》，恐怕也会有一万种对
“道”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道”就是老子抽象出来表示
产生万物的精神力;还有的学者认为“道”就是“道理”，类
似于朱熹的“理在事先”，即产生物质的是唯心
的“理”。“唯心论”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若以现代科学的
逻辑，“唯心论”却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呢?我们先从科学
之“理”来说起。

首先讲什么是科学。《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指发
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
公式化了的知识。”以霍金的解释，科学其实就是人企图通
过一系列规律及定律来解释世界。这与宗教有本质区别，因
为科学之理超脱于神而存在。说上帝创世“只是增加了上帝
由谁创造的问题而已”。在西方，一般认为最早企图为自然
立法的是爱奥尼亚人(属古希腊文明)[3]。而中国则早在5000
年前就有了阴阳八卦等朴素唯物主义学说。爱因斯坦曾经说
过：“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
自然科学的基础。”[5]而对于道家，至少有两个论点是贯穿
始终的：第一，对于“道”这一世界规律存在和可理解性的
坚信，否定宇宙由神权支配;第二，天地万物和人类虽然纷繁
万端，但皆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本源，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和一致性、统一性[9]。也就是说，道家与科学的观点一样，
都主张自然之本是通过客观规律对世界进行支配的。

那么，“道”是不是“理”呢?笔者认为不是。老子曰：“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注意，老子认为道是“物”，而
且“先天地生”。老子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既然生
万物的是道，有生于无，而不管“一”、“二”、还
是“三”，都是“有”，那么“道”只能是“无”。

在一些人看来，“无”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似乎与道
是“物”的观点相矛盾。但是，若以现代物理学观点来看，
则不难找到解答。第一，“无”本来就是个相对的概念。就



算我们能抽走一个密闭容器内的所有分子，那么容器中依然
会有各式各样的辐射和能量，还有无孔不入的中微子;就算我
们能抽走这个容器内的所有物质，那么这个容器内的空间依
然会不断地出现不停互相湮灭的正负粒子，即“真空涨落”。
另一个例子，我们在地球上能用天文望远镜望见色彩斑斓的
猎户座星云，但如果你真能实地探查一番的话，必定会发现
那里什么也没有，因为那里物质的密度比我们能在地球上制
造的最空的“真空”还要低。第二，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
物理学认为“无中生有”并非不可能。霍金认为，宇宙很可
能就是起源于一个膨胀超过临界点的混沌粒子[4]。以m理论
为例，宇宙的可能性不止一个，事实上有无限多种可能
性“合成”了现在的宇宙，宇宙起源于更高维“膜”
上，“膜”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物质[3]。多重的宇宙本来应该
是无限，然而它们却并不为实体所见，正是有无相生关系的
最好注解。由上，“道”虽然是“无”，但它依然是物质，
好比数字零表示“没有”，但作为一个字符，它依然
是“有”，不可忽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道”字，在老子生活的时代，道已
经有了“路”的意思。笔者认为，老子的“道”正是取
的“路”的意思。那么，“无”也会有“路”吗?以现代物理
观点，答案是肯定的。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很难解的效应，
即两个分出自同一粒子的粒子，对其中一个粒子施加作用会
影响到另一个粒子，而不论两者的距离dd即使是相距上百亿
光年也一样。这种“不可理喻”的效应被爱因斯坦称为“幽
灵”。现在来看，这种“幽灵”不正是一种无形的“路”吗?
而这种“路”存在于不确定性主导的量子领域，正如老子所
言：“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
象，是谓恍惚。”何况现代物理还认为万物的信息都储存在
超维“全息图”中，即使物体落入黑洞信息也不会丢
失[3](霍金为此打赌还输了一本百科全书)。如此，这样
的“全息图”还真是通往万物奥秘之“路”，正所谓“玄之
又玄，众妙之门”。



二、道的性质与运动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
令笔者想起了《易经》中的数理变化(二的零次方是一……二
的.三次方是八，即八卦)，如果没有“道生一”这句，确实
颇有毕达哥拉斯“数即万物”的意味。由上我们可以看出，
道家认为道是万物本源，然而要形成万物，还要经过一系列
的数理变化，也就是“道”通过“理”来实现自己的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道理”，应该是“道之理”，而不
是“道即是理”(事实上，《道德经》中将道的功能称
为“德”)。《道德经》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如果
我们将外在世界看作是“道”，也即“常道”，将科学看
作“可道”，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道=客观世界;可
道=科学。这个公式表明：一方面，科学是人对客观世界
的“可道”，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另一方面，这种同时包含
了客观与主观属性的“可道”又是人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的
必然方式，除此以外别无他途[10]。

道既“可道”，而又非“常道”。联系上文提到的公式，也
就是说科学可以认识世界却又不能订立普适稳恒的道理。老
子似乎认为人的认识有一个限度，科学也一样，它不是全能
的。相对于爱因斯坦毕生都致力于寻找可以解释万物的“大
统一理论”，量子力学领域则接受了微观世界的不确定原理。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指出：“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
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
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
确定程度就越大。”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告诉我们还不
曾被测量的量子系统处于一个真正不确定的状态，说它处于
一个特殊的未知状态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在量子力学
领域，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粒子的行为只能以概率描述。不
确定性原理正符合了道家“道法无常”理念。难怪曾在1957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博士说：“从哲学上
讲，‘测不准定律’和中国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



量子力学另一个颠覆性的理论是其主观性，也就是说，观测
者可以影响到客观实验的结果。用海森堡的话来概括就
是：“在我们与自然的科学关系中，当我们必须处理只有用
最精巧的工具才能深入进去的那部分自然时，我们本身的活
动就变得很重要了。”对此，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觉得无所
适从，甚至陷入到主观唯心的怪圈当中。事实上，中国传统
哲学自始至终都没有陷入物我两分的僵化境地，这点在道家
体现的尤为明显。因而在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道家往往可以给今人以深刻启示。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
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
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
也。”人类世界里存在美与不美、善与不善、难与易、长与
短、高与下等相对事物，对此我们都习以为常，但老子却认
识到这些现象的本质。假设有一座十层楼房与一座平房，无
论是否有人看到过它们，它们仍然会实实在在地矗立在地面
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认识不会对
外在世界或称作实在的客观性产生影响，然而当我们用高和
矮去认识它们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尽管“高楼房”与“矮
平房”仍然客观地存在于原来的处所，与它们被认识之前相
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高”与“矮”却是认识主体在认
识过程中附加其上的主观因素[10]。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
本来就在“道”之内，而且人本来就是一种“测量工具”，
何况我们观测时往往要借助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这就注定
我们不可能纯粹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这大概就是“名可名，
非常名”的真谛吧。

老子说“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即是，道不随任何
主客观事物而改变，它不断运动而永不停息。然而后面几
句“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
远，远曰反”，看起来晦涩难懂，而且随各人理解不同译法
不一。那么，这个“大”、“逝”、“远”、“反”又分别
代表什么意义呢?笔者认为，既然有“字之曰道”一句，那么
后一句必然是老子给“道”下的定义，也就是“强为之名曰
大”。上文说过，道虽是“无”却无所不包，独立于天地而



延展至无限，所以说“大”，一点都不为过。但是，道“无
状之状、无物之象”，用形容词来命名“物”，不太恰当，
实非不得已，故称：“强为之”。后面好几个“曰”字，应
该可以理解为逻辑递进，但不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考虑到
道是“天地母”“先天地生”，所以这句应该说的是道的本
质，道的逻辑衍生关系。“大”这个词，本来形容的是物质
与空间，从现代自然科学角度来理解，宇宙的本初基质就是
空间，上文提到空间貌似无物而实际上却也是一种无所不包
的物质，是无限的“大”。不过，光有空间却是无意义的。
自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以来，人们知道时空是不可分割
的一体。试想，如果没有空间事物的变化，时间又有什么意
义呢?子曰：“逝者如斯夫。”“逝”字明显指的是时间，有
了空间的变化，才会有时间的意义。时空一体，永恒发展，
延伸至无穷，故曰“远”(“远”字既可以形容空间也可形容
时间)。时空无限发展，于是我们遇到了“反”。

什么是“反”?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也就是
说，“反”是道的动力。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而这事物
的本质属性却滋生了事物演化的动力。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任何物质都会向从有序到无序、由低熵向高熵发展。现代宇
宙学也认为，宇宙初始阶段是低熵有序，而终结于高熵无序，
两者互为反面。这正是任何事物都会向其反面发展的例证之
一。同时，“反”在古文中有“返”的意思，也就是说，道
的运动是周而复始，再加上上面提到的正反“箭头”，道便
成了螺旋状行进的力量。纵观整部《道德经》，处处都体现
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

三、人之道

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肯定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也就是“四大”之一，但是这“四
大”却并非平级。其中，“四大”最高一级的是“道”，上
文说过，道是万物本源，所以万物必须循道而行，人自然也



不例外。老子曰：“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
德之贵也，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
为”，“尊道”而“不敢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
然规律，不强作妄为，以求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9]。
而尊重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正是科学的精神。回过头
来，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先要法地、法天，然后才能法道
呢?古人不比现在能掌握非常丰富的科学知识，他们不知道地
球外还有什么。但是，身处农耕社会的古人会更深刻地意识
到人对于土地的依赖，而且在低污染的环境下会体会到其它
生物对大地的依赖。笔者认为，老子的“地”，可以看成现
代名词“生物圈”，可以看成古人对生态系统的意像。现代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它主张生物与环
境是协同进化的关系;生物与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通过能量
流动与物质循环保持动态平衡;破环生态系统其中一环，就会
引起整个系统的响应。同样，身为生物圈一员的人类，如果
不尊重这些规律，随意破坏，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强烈反
弹。人改变不了自己的生物属性，那么人就必须依存于生物
圈，人就必须遵守生态学规律。所以“人法地”，人必须先
顺应自己所处的大地，然后才是“天”(气象、天文等)，因为
“天”的影响，是通过“地”(生物圈)引起的。近代出现的
全球变化问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人类未来应该怎样做，才是“顺天应道”呢?道家主张
人应当“返璞归真”。庄子曰：“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又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
勿失，是谓反其真。”也就是说，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守住自己的本真，不强求妄为。那么，人究竟应该怎样守
卫“本真”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莫里斯认为：“科技进步的
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人类进化的速度，以至于人类根本来不及
去适应它。”[8]莫里斯指出，人类的行为已经随现代环境而
改变，但这种改变并不适应于我们经过千百万年进化的机体。
于是，无怪乎现代人多半处于亚健康状态，因为我们的本性
并不适合坐办公室看电脑，并不适合坐在铁皮里开车……我
们的身体更适合山野间奔跑，丛林间采果……总之，我希望



人类未来的发展能更多照顾我们的自然属性，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作为个人，我们应该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自然
母亲，因为那里有我们的“本真”。

综上，以现代科学思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道家思想，道家这
个古老的思想体系就会以崭新的面貌展示出来。以现代自然
科学的观点来看道家之“道”，会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来理解
“道”之精髓，体味“道”之奥妙，并在当今科学大发展的
时代发扬“道”之精神。因为“道可道”正是科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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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实践论文篇三

摘要：

本文针对小学科学较重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这一关键性
论题展开分析，从反思以往中的不足出发，总结出小学科学
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本文希望可以结合实际提出
笔者的一些建议，以此来促进我国小学科学教学的效率。

关键词：

小学；科学教学；创新

引言

步入2015年以后，我国科学学习的要求发生了新的变化，科
学探究在《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被重新划定角色作用，变
更成为了科学学习的核心环节。加强科学探究，不仅仅能够
促进小学生对科学学习的好奇心，还能在一起程度上让学生
更好地了解科学的含义，科学辨认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除
此之外，在探究的过程中，学生从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分析
一直到问题的解决，这前后的过程基本上都是由学生在教师
的指引下完成的，而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学生往往能够锻炼
出独立思考以及具备创新特点的科学精神，而这两点极其重
要的思想观念将会有利于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开展。

1反思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不足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观察与实验是人类与自然接触的必要方



法，也是科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能够实现科
学教学的目标，绝大多数的科学教师都会利用实验教学方法，
让小学生通过直观的肉眼观察，体会科学实验的过程以及魅
力。不过，因为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很多科学教师对待实
验观察教学法的态度往往都是程式化的眼光：实验开始之前，
教师讲述一大堆与实验相关甚至是不相关的知识，然后叮嘱
学生在接下来的学习中要注意到一些什么；然后实验进行的
时候，教师通过手把手的教导，指着一些关键点告知学生，
实验结束后，也不要求学生做什么总结性的陈述。正是这种
程式化的教学方式，导致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已然失去了
发挥创新思维的动力，教师说什么，学生就想什么，做什么，
前后根本不需要进行独立思考。这样的教学方法，真的能够
提升小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思和动手能力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压抑学生自由发散的
天性思维，限制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只有真正放手的教学
方法，才能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只有这样，学生才
会主动选择创新学习。

2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方法

2．1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创新教学开始之前，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利用身边一切可
行的正确手段，有力促进小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只有具备
了创新意识，小学生对接下来开展的创新活动才能有创新的
意愿。在小学科学教学课堂上，以教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
已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
式教学。许多小学对创新的态度是认为其是神秘而又虚幻的，
而小学科学教师为了能够让学生感受到创新就在身边的道理，
可以借用历史的一些科学典故以及身边存在的小发明以言语
以及展览的形式，告诉学生科学就在生活的细节中，就在他
们的身边，只有充分展开启发式教学，才能让学生拥有愿意
去探索科学的动力和积极性。



2．2创造条件给学生动手的机会：

在小学科学课堂的开展过程中，小学生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主
体部分，所以，根据《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相关规定，小
学科学教师必须要想方设法，利用身边一切有利的条件，给
予学生亲身经历或者操作实验的机会。例如：《水能溶解一
些物质》这一课程教授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直观的肉眼
观察了解水溶解的过程与结果，只是针对水溶解的一些知识
仅仅是停留在表面上，简而言之，大多数学生只知道水能够
溶解一些物质，但是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力强弱却是不
甚明白。针对这个教学问题，教师如果仅仅用口头表达直接
性地解释出来的话，虽然能够教会学生这方面的知识，但是
却无法让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所以，教师可以采用一些引
导式发问的方法，比如询问学生：不同物质在水中的溶解能
力是同等的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一些学生就会产生疑问和
好奇心，那么接下来趁着这个机会，教师可以继续将问题的
深入进一步深化，逐一引导学生自己慢慢发现不同的物质在
水中的溶解能力是不一样的。

2．3给予适当的引导：

无论是科学实验又或者是科学问题的解答，教师如果仅仅是
传授答案的话，那么也仅仅是授之以鱼，这种方法显然没什
么根本的意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最根本的目的便是授之
以渔，对于这一点，教师就需要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不
能单单说出答案，而是要指出一条可以解决问题的线索，让
学生独立自主地去解决问题。例如：在《声音变化》这一课
程的教学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教会学生熟悉并且掌握声音
在不同环境下的变动情况，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可是适当
地引导学生展开几个方面的实验，例如：两个物体远近声音
的变化、在不同物质中声音传播的速度变化等等。通过这种
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实验进展的时候，慢慢指引学生进
行“声音远近变化”以及“声音环境变化”等实验，进而采
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切实让学生了解课程设置的目的以及方



法。或许在实验操作阶段，一些小学生因为第一次接触到陌
生事物有些不习惯，但是只要通过循循渐进的引导以及教学，
这种不习惯的观念才能被克服。要想锻炼小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味地告知学生结果显然是不适合的，这样虽然也是解决问
题的一种方法，但是起不到真正培养小学生独立自主的课程
目标。而引导教学方法则不一样，在给予学生一条可以顺延
的线索之后，让学生自主进行实验和学习，充分了解这个过
程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一些特殊的细节，在实验之后，
学生在潜意识中将会形成实验的记忆，这种记忆往往是非常
深刻的，对学生日后的成长将会非常大的作用。

3结论

小学科学教学的改革，一方面体现出了我国教育制度是伴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出当前我国
教育环境改革的必要性。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
非常清晰地看到，科学教学的改革路程是一条非常艰辛而又
漫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教育工作者必须要秉承坚持不
懈的信念，用于破除陈腐教育思想，用科学、可持续、创新
的眼光指导科学教学，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设计专业的教
育环境以及教育方法，只有这样，整个教学改革才能顺利展
开，只有这样，教学改革前进的道路才能实现新的突破。

作者：巩凤华单位：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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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买了一盒擦炮，想拼成一个字，我挤好之后把火药迅
速点燃，忽然我发现了它们都变成了石头！“咦？”这是怎
么回事，之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原来，火药里有种氧酸钾雄黄的成份，一但接触到火源就会



立刻变成石头，可喷的也有同样的成份，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带着同样的问题又查了一遍。

之后我发现原来氧酸钾雄黄在受到气流的时后成分会立即向
两边扩散，怪不得会四面八方的喷，原来是这样，一但扩散
之成份会快速消失变成黄色，在空中只能坚持几秒便消失，
落地后也同样变成石头但受到一点点的风就会变成了烟。但
这种烟及度的污染空气，所以我以后尽量少放。

通过这次实验，让我收获到了快了，也收获到了知识，真是
一举两得。

小学科学实践论文篇五

1、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定义

1.1、什么是科学

1.2、什么是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成长到一定历史阶段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对神明的尊奉与崇拜。一般而言，
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体系，是对客观存在的解释，一般包括仪
式的遵从与信仰两个方面。宗教主要特点是，相信有一种神
通的神秘力量或实体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这种神秘力量不
仅统摄万物而且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拥有绝对权
威，从而使人类对这种神秘力量产生敬畏和崇拜之感，并经
过不断的发展变化引申出信仰认知和仪式活动等内容。恩格
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解说宗教“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
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
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2、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2.1、科学与宗教共同生长

科学是一种认识活动，科学知识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古代文明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受人类社会实
践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在一段很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
的科学知识一直依赖于充满想象和猜测的自然哲学，甚至依
附于宗教神明。到了中世纪，科学逐渐发展成为神学的一个
分支，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科学与宗教从混合状态
走向解体，科学最终从自然哲学和宗教神话中分离出来，演
变成为实证科学。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第一次宣
布了近代科学与宗教神话的终极决裂。从此，科学的发展取
得巨大的进步，自然科学也从宗教神学中获得解脱，科学与
宗教走上了冲突对立的道路。

在人类文明刚刚开始之时，科学与宗教就各自的萌生起来。
只不过当时科学认识与宗教思想都处于初始时期，相互存在
于人类的原始思维形式之中，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很
难找到二者的差别。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文化形式出现
分化现象，不同的文化形式开始分离。在原始社会走向完结
前，不同文化的分化正处于低级阶段，科学知识与宗教神明
仍然共同存在，界限不分明，互相包含。正因如此，我们在
最初的科学中能够看到神秘的虚幻认识的影子，而在最初的
宗教中也能够发现人类经过实践积累的经验知识。

2.2、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科学不认可超自然的力量，
反对采用超自然的因素和力量去解释任何自然客观现象和自
然现象的发展过程。然而，从本质上说宗教就是对超自然力
量的敬仰与信封，认为世界是被超自然的上帝和神明创造的。
宗教由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仰与崇拜导致它否认客观存在的
必然性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这种科学对超自然力量的否
定与宗教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之间的对立，决定了科学与宗
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而且这种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科学与宗教的认识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自然科学从客观实
在的各种具体形式出发，从而发现客观实在之间的联系并用
经验的方法证明。而宗教认识所采用的方法是“信仰主义”，
借助的是非经验、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直觉。

科学与宗教的社会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以此推动了社会的不断
发展与进步，科学被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最有意义的革命力量。
虽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宗教曾经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
用，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宗教是一种含蓄的成分，因为宗教
常常把客观的社会制度作为神意的展现，因而对社会的发展
起到阻碍的作用。

2.3、科学与宗教的冲突

宗教和科学是一直存在着冲突的，但二者的关系并没有发展
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宗教领域同科学领
域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了的上帝这个概念。这种
象征性的内容，可能会同科学发生冲突。只要宗教的这套观
念包含着它对那些原来属于科学领域的论题所作的一成不变
的教条式陈述，这种冲突就一定会发生。[2]在整个历史进程
中，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并不罕见，依此可以看出宗教对科学
发展的干涉，比如，教会严厉反对伽利略和达尔文的革命斗
争并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就是这样。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向我们证明，宗教永远不会摒弃对威胁
其地位的科学理论发起挑战的，不仅这样，宗教还要打击科
学的教育。最典型的例子是，众所周知基督教一直没有停止对
“进化论”的`攻击，因为“进化论”击中了基督教信仰的根
基，这也就上演了宗教对科学的迫害。由此看来，科学与宗
教的冲突由来已久并且也很难调和。

3、科学家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虽然科学与宗教在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对立冲突的关系，但是
许多西方自然科学家都有宗教信仰，例如天文物理学的奠基
人开普勒曾说过：“既然天文学家是自然之书最高上帝的牧
师，适合我们思考的不是我们智慧的光荣，而是居于一切之
上的上帝的光荣。”;还有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者牛顿，他信
仰耶稣基督和救世主，而且牛顿在晚年写了大量关于宗教方
法的手稿，手稿内容涉及年代学和圣经研究又延伸到神学阐
释;更有发展了电学和磁学基础概念的法拉第，他也是一个虔
诚的基督教信徒，积极参与教堂活动;被称为是原子理论之父
的道尔顿，也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

笔者认为要坚持一个适度的原则，可以有信仰，要防止过犹
不及。例如伽利略，可以说他一直是一位忠实的天主教徒，
但是必须承认他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伽利略科因追求真理而
取得了科学成就，当他的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产生矛盾时，
他选择真理，具有崇高的科学精神，尊重科学事实，因此才
能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

如果科学家迷信过度，那么他们的科学之路将会充满崎岖，
宗教信条有可能引导他们走上与科学相反的道路，得出一些
违背科学的结论。这里我们以牛顿为典型来考察一下。牛顿
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所著的《自然哲学的数
学原理》被公认为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自然科学著作，无论
是在天文学还是在数学等领域他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这些
成就都归功于他崇高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因为他能够正
确面对科学事实，敢于破除宗教信仰的束缚。但是在晚年，
他的科学观逐渐屈服于神学观，他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进入
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在那之后牛顿就没有多少的科学成就
了。可见，科学家可以有信仰，但是要适度。

4、结论

科学与宗教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要承认科学与宗



教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始终存在冲突对
立的关系，宗教对科学进行迫害，导致科学的发展受到阻碍。
同时，我们要在看到科学与宗教的区别的基础上分析科学与
宗教之间的联系，宗教与科学既对立又统一，宗教离不开科
学，科学也需要宗教。在科学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我
们更不能摒弃宗教信仰，要发挥其有力一面，发展科学的同
时也发展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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