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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关于高中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认识的问卷调查”,初步了解到目前高中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认识的

现状,同时,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希望通过我们的分析,能引起广大的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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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5年以后,我国高校对物理文化现象的研

究是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专著和论文,论述了人们

对物理文化的理解,以及在教学中体现物理文化思

想的重要性和意义.相比之下,在高中物理教学的领

域中,如何在教学中体现物理文化的思想,相对起步

较晚,重视程度不该.为此,我们在2014年成功申报

了一个安徽省省级课题.为了对课题的深入研究,我
们精心设计了两套问卷调查.一是“关于高中物理教

师对物理文化认识的问卷调查”;二是“关于高中生

对物理文化了解与态度的问卷调查”.现就“关于高

中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认识的问卷调查”(调查问卷

原件限于篇幅,省略)情况阐述如下.

1 问卷调查问题的设计

课题组在认真学习有关物理文化的相关专著

后,针对目前高中物理教学的现状,从7个层面编写

了有针对性的15个问题.为防止在答题时的思维定

势,有意识地将问题混编.7个层面分别是:调查教

师对物理文化的认识(第1,2,4,13题);调查教师是

否重视物理文化的理念(第3题);调查教师对物理

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理解(第11,14题);调查教师对

物理实验的重视程度(第8,9题);调查教师对教材

中一些物理文化素材的处理态度(第5,6题);调查

教师是否在物理课堂上充满人文情怀(第7,12题);

调查把物理文化理念贯穿到高中物理教学中的最大

困难是什么(第10,15题).

2 问卷调查时间与形式

调查时间:2015年4月.
调查对象:2015皖江4市高三物理研讨会的与

会教师;芜湖市物理全市公开课的与会教师.
取样: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10分,共

获得有效问卷105份.

3 问卷调查的初步结论

(1)调查教师对物理文化的认识(第1,2,4,13
题)

初步结论:少数教师对物理文化的概念认识比

较清楚,较多的教师对物理文化的概念认识尚不清

楚.
(2)调查教师是否重视物理文化的理念(第3

题)

初步结论:大部分教师想过要把物理教学上升

到物理文化的层面,但并没有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3)调查教师对物理文化价值取向的理解(第

11,1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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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论:大部分教师不能正确认识物理文化

的价值取向,忽视了物理文化从萌生到当代物理学

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真、善、美”的统

一.
(4)调查教师对物理实验的重视程度(第8,9

题)

初步结论:高中物理的实验教学相比以前有了

很大的进步,但不重视物理实验的教学现象仍然存

在.
(5)调查教师对教材中一些物理文化素材的处

理态度(第5,6题)

初步结论:教材中一些物理文化素材,受到冷

落.
(6)调查教师是否在物理课堂上充满人文情怀

(第7,12题)

初步结论:物理课堂上的人文情怀较为缺乏.
(7)调查把物理文化理念贯穿到高中物理教学

中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第10,15题).
初步结论:大部分教师一致认为,“应试教育”

是把物理文化理念贯穿到高中物理教学中的最大阻

碍.

4 高中物理课堂物理文化薄弱的成因分析

4.1 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意识不强

教师专业成长,是指教师参加工作以后的教育

思想、知识结构和教育能力的不断发展.而教师的专

业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前行又不

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地努力学习与实

践.物理教学中体现物理文化的理念,是近些年来物

理教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学习和研究物理文化视

野下的高中物理教学理应成为当下物理教师专业成

长的一个重要内容.
但从这次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44% 的教师对

物理文化的涵义基本不知道,在“您是否想过要把物

理教学上升到物理文化教育的层面上? ”的调查

中,有56% 的教师“想过,但没有深入思考”,足以反

映教师对物理文化视野下的高中物理教学的关注与

研究是不够的,这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教师自身

专业成长的意识不强.
作为教师在自身的专业成长道路上,不能只满

足在大学里所学到的知识,要养成不断自我充电的

习惯,学习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这样才

能适应教育改革的新模式和新思想.教育行政管理

部门,也应该积极展开有关物理文化视野下的高中

物理教学的研究和培训工作,引导教师重视物理教

学过程中物理文化思想的渗透.
4.2 缺乏体现物理文化课堂的内在动力

由于教师对物理文化的认识不足,高考的压力,

以及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不完备等,都是造成缺

乏物理文化课堂的必要内在动力.从“调查教师对教

材中一些物理文化素材的处理态度”中可见一斑.
教师在处理教材中的“科学漫步”和“问题与练习”
两部分的内容时,采取不讲或是简单处理的方式.显
然是对教材编写这两部分内容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不

到位.如“科学漫步”作为课本上的阅读材料,它集

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物理

文化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等内

容.这些内容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开阔学

生的眼界、拓展知识面,深化物理概念和规律,了解

一些科学前沿,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陶冶情操

等.教材中的“问题与练习”是高中物理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能帮助学生理解物理概念和物理知识,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问题与练

习”一般都比较简单,很多教师采取简单处理或不

处理的态度.而忽视了“问题与练习”中所蕴含的物

理方法.
高考的压力与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体系不完备,

也是造成物理课堂没有“物理文化”氛围的重要原

因之一.
4.3 价值取向的缺乏 导致漠视物理文化

物理学是我们人类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它源于

人,又服务于人,因而是一门人类科学,而物理学的

学习被降为公式、概念时,这一特定的文化价值就丧

失殆尽了[1].
何为价值取向? 简单的说就是:创造出更多的

物质和精神财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不要

抑制或是危害社会的发展.
物理课程标准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其中“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在实际教学中还没有

真正向“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那样得到教师

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价值观”的教学目标的实

施,更是让很多教师无从下手.其实,价值观不仅强

—121—

2015年第11期               物理通报             物理·科学·文化



调个人的价值,更强调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不仅强调科学的价值,更强调科学的价值和人文价

值的统一;不仅强调人类价值,更强调人类价值和自

然价值的统一,从而使学生内心确立起对真、善、美

的价值追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
从“调查教师对物理文化价值取向的理解”中,

我们明显感到,教师对物理文化的价值取向的认识

还不够明确,或是不能充分地利用教材上现有的材

料,弘扬物理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从而达到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目的.物理文化

从萌生到当代物理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追

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教版的高中《物理·必修

1》中的开篇之作“物理学与人类文明”就用言简意

赅的语言以及丰富的图片,很好地诠释了物理文化

的建立、发展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同时也阐述了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人类合理而明智地利用技

术时,它给人类带来许多恩惠;但是,如果利用不当,

甚至滥用,就会给人类带来诸多如生态失衡、资源枯

竭等问题.”[2]这些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

价值观的物理教学内容,则由于教师本人对物理文

化的漠视,导致价值取向的缺失,从而使物理课堂又

一次失去弘扬物理文化、帮助学生通过物理教学树

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良机.

4.4 应试教育是物理文化理念传播的绊脚石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体现物理文化,你认为存在

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有74% 的教师认为是“应试

教育对物理文化教育的冲击”,显然应试教育是影响

教师忽视物理教学中物理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外在

因素.长期以来,高中物理教学受高考指挥棒的影

响,导致了高中物理教学仅仅停留在公式的推导与

演绎上,物理课堂被大量的试卷与题海所充斥,形成

教学内容试题化、试题内容系列化、答案要点标准化

的机械式呆板的物理课堂.学生在失去知识背景和

人文背景的课堂面前,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去

学习物理,使得物理教学所承载的物理文化传播的

功能荡然无存.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拉开了新一轮的高考制度改革的序幕,我们希

望能够通过这一轮新的考试制度的改革,影响到现

行的高中物理教学,能让高中物理教学回归到本应

有的物理文化传播的轨道上.

4.5 人文素养不高制约了物理课堂的文化品味

一个有文化品味的物理课堂,首先要求教师要

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其次,教师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

养;第三,教师还必须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在“调查教

师是否在物理课堂上充满人文情怀”中,我们的初

步结论:物理课堂上的人文情怀较为缺乏.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一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二是教师自身的

人文素养不高;三是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的引领.其

实,在现行的教材中,有很多物理知识都涉及到相关

的物理学史,在这些物理学史中,除了有科学思想、

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之外,还蕴含着很多科学家的

人格魅力.比如,法拉第舍弃荣华富贵,几次拒绝接

受封爵而甘为“平民法拉第”;伽利略为捍卫日心说

受到罗马教皇残酷的迫害和折磨,但他没有放弃对

真理的追求,年近七旬又体弱多病的伽利略被迫在

寒冬季节前往罗马,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接受罗马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先是被判终身监禁,后又改为在

家软禁,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仍然没有动摇他的信

念,直到1642年1月8日病逝.300年以后的1979年

罗马教庭才为他公开平反昭雪.科学家可歌可泣的

献身精神,是让我们的物理课堂充满人文情怀是最

好素材.
教材中编写的名人语录,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高中《物理·必修2》第六章“万有引力与航

天”第1节“行星的运动”中,在“科学足迹”中就引

用了开普勒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我曾测量天空,现

在测量幽冥.灵魂飞向天国,肉体安详土中.”[3] 仅

这两段话,就既让学生体会到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独立探索的科学精神,又能让学生为他坦然面对困

难的生活态度而动容.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充分挖

掘出该段历史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给人以启

示.但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0% 的教师从来没有

注意过教材中名人语录,30% 的教师在课堂上从来

没有使用过,这从某个侧面也反映出教师的人文情

怀的缺失.一个没有人文情怀的物理课堂,就不可能

是一个有高品味的物理课堂.
(下转第126页) 

—221—

2015年第11期               物理通报             物理·科学·文化



习、组内合作,通过讨论和探究的方式内化物理知

识,培养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希望能够给国内教师在探索复习课教学模式

改革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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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通过我们对问卷调查的分析,初步了解了目前

高中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认识的现状.由于受教师

个人对专业长成的态度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大部分

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的了解甚少,少数教师有认识,

但迫于高考的压力,也没有深入研究如何在教学中

体现物理文化的理念.为此,我们倡议:物理教学应

以文化为根基进行课堂建设,了解科学源流,品味科

学成就,掌握科学方法,欣赏和体验科学理论本身和

谐对称的意蕴.展现物理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对人

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才能真正实现用物理文

化的魅力让学生理解物理、喜欢物理、热爱物理[4].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上有限的问题又不可

能反映问题的全貌,从问题的设计到对调查的分析,

一定存在着很多不足,甚至是错误.我们期待大家的

批评指正.在此,向本课题组的其他教师和被调查的

教师表示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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