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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子

首先,我们对物理教学这个名词短语做一个分

解,它是由两个名词构成的名词短语,前面的“物理”

是一个名词作定语,用来修饰另一个名词“教学”.在

此,笔者对“物理教学”做一个简单的理解,“物理教

学”=“物理”+“教学”.那么,要讨论物理教学也就

变成了先要讨论“物理”和“教学”.

其次,对于“物理”来说,我们特指物理学本身,

是人类对探索、研究大自然的结果的一种人为学科

划分.物理学中所蕴含的对大自然的研究结果是经

历了几代人的积累和修正的,相对来说是较为稳定

的.对于“教学”,由于它是为了顺应人类文化的再生

产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涉及到了“人”,而且不

止是一个人,因此它有两个核心的理论基础:心理学

和社会学.心理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然导致教

学观念的更新.
最后,我们做个有意思的算术,如果说物理是科

学,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话,那么“物理教学”,

科学占四分之三,艺术占四分之一(张氏定量法).科

学具有规范性,而艺术讲求的更多的是个性化的东

西.因此,笔者认为,物理教学,四分之三有规律可

循,需要向先贤学习;四分之一属于艺术,需要教师

自己创造,以此体现自己的个性化.

2 物理的“旧”与教学的“新”

教学理论是关于人的学问,随着人们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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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教材插图资源进行多维度开发,加强学科之间

的交融性能够激发学生思维,提高学习能力.任何学

科之间均有交互性,现代社会需要多技能人才.所以

对教材插图资源进行多维度开发,给出不同的学习

模式和引申话题,实施创新性教学模式.这样能够引

导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不同学生选择不同领域

的引申话题,对其进一步深入了解,有利于学生了解

不同学科及行业,提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为将来的

发展奠定基础.

3.3 对教材插图进行开发利用探究 秉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 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传统的物理课堂主要以教师讲授学生听为主,

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比较被动,教条化的教学模式

埋没了学生活跃的思维和天赋,扼杀了学生对事物

的好奇心.所以教师在对教材插图资源进行开发的

同时更重要的是带领学生“读图”,让学生自己学会

“读图”,起初教师可带领学生深入分析挖掘教材插

图蕴藏的信息,随后将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

对教材插图进行开发探究.这样不仅提高学生的解

题能力,也培养学生自主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与能

力.教师要勇于创新,翻转课堂,将课堂中心转为以

学生为主,大胆将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在交流互动

中学习,体现现代教育的人文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从而提高学生自身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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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不断地变化而变化.从赫尔巴特到赞可夫再到

皮亚杰、布鲁纳,我们的教育教学理论可谓日新月

异.所有这些教学理论都是人们在特定时期对教学

现象最为深入的研究结果,都有其可取之处,在当时

具有先进性,我们无法避让.相应地,对于学生的学

习方式来说,从接受学习到了探究学习,从被动接受

到了主动建构;对于我们的教学方式来说,也从单一

的传授式到了传授、探究并存的多元时代.在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我们所倡导的“教学”可谓是

“新”的.它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

习.深层次的讲,是建构主义教学观引领时代.
教学在变革,但课改前后物理学本身并没有革

命.确切地说,物理学的革命,也并非不存在,比如从

“牛顿”到“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范式”(库恩语)就

发生了改变,可以说是一次“革命”.但就目前物理学

本身来说,课改前后物理学的范式没有改变,物理学

本身没有革命,物理学的知识框架、基本概念、基本

规律和研究方法是没有多大变化的,我们要教给学

生的物理总的来说是“旧”的.当然,在这些年中,由

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我们对科

学精神和科学本质的认识是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了,

比如说,科学知识本身会发生改变,但科学精神却代

代相传.随着对科学本质认识的加深,现在我们重视

科学精神,强调科学本质教育.可是,科学精神这些

东西,笔者个人觉得,都是“物理”的附带产品.虽然

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内涵说法不尽

相同,但基本的东西还是相同的,课改前后变化也不

大.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物理教学”是一

个物理的“旧”与教学的“新”的组合体.这在某种意

义上也预示了新课程背景下的物理教学需要左手持

“新”右手带“旧”,在这两兄弟的陪伴下前行.

3 物理教学的“新”与“旧”

基础教育物理课程改革开始以来,对于物理教

学来说,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教学目标中的“负载内

容”的增加,现在的教学目标变成了三维: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我们过去只注重

学生的学习结果,现在我们不但要重视学生的学习

结果也要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我们以前不大重视

学生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物理教学中的目标

实现,现在由于我们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加深,我们开

始关注并强调这一内容在物理教学中的“负载”.
教学目标变了,但是承载这些目标的载体(教学

内容)———“物理”本身并没有多少变化,虽然,在高

中物理新课程中,我们的课程内容也选入了相对论、

量子论以及一些高新科技的内容,但总的来说,课改

前后牛顿第二定律还是牛顿第二定律,重力加速度

还是可以近似等于9.80m/s2.因此,可以说,我们

在新课程背景下的物理教学中,面对的物理仍然是

“旧”的.物理教学依然可以划分为物理概念教学、

物理规律教学、物理实验教学、物理习题教学等.
在笔者看来,科学探究既是一种教学方式,也是

一种学习方式.科学探究教学的载体还是物理学的

陈述性知识.作为“新”的科学探究可以分解到“旧”

的物理规律教学和实验教学中去理解.它可以归入

物理规律教学之中,只是以前我们进行物理规律教

学习惯用传授的方式,现在我们可以适当地选择探

究教学的方式,这样也可以让负载在物理规律教学

上的科学态度教育得到彰显,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养成物理学研究的“范式”.物理实验教学也一样,

以前实验都是验证性实验,现在多出了探究性实验,

探究性实验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科学探究的过程.
新课程背景下的物理教学依然可以划分为物理

概念教学、物理规律教学、物理实验教学、物理习题

教学等,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以前有的东西我们现

在不能丢,也丢不掉.比如说,我们《中学物理教材教

法》中通常所讲的物理概念教学的要求包括:

(1)明确建立概念的事实依据和研究方法;

(2)理解科学概念的内涵;

(3)了解科学概念的外延;

(4)了解概念与有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5)学会运用概念.
在新课程背景下的物理概念教学,我们仍然需

要注意,仍然值得我们推崇.
注:此文为笔者2007年作为专家团队成员在北

京凤凰岭参加教育部高中物理新课程远程研修时的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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