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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与书评 中美英高中物理教材中内容选取与编排的对比分析*

——— 以“电磁感应”一章为例

郑会敏  吴先球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收稿日期:2016 02 24)

摘 要:以“电磁感应”一章为例,从教材内容的选取、构成关系和逻辑顺序对粤教版高中《物理》教材、美国高中

主流教材《Physics:PrinciplesandProblems》以及英国《CambridgeInternationalASandA LevelPhysicsCourseBook》

进行对比分析,为教学中内容的选取和编排提供借鉴,从而有效地引导学生建构知识体系和获得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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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是作为教育资料基本的、重要的组成部

分,它不仅是教师与学生活动的主要媒体,更是重要

的课程资源,是课程内容的集中体现[1].教材作为引

导学生进行学习和探索的工具,不仅力图向学生展

示知识的内容,还逐步地向学生展示获得知识的过

程和学习的方法[2].目前有较多的文章对中学物理

教材的对比研究是从教材栏目(如拓展栏目)的增

设或内容的难易程度等方面着手,针对章节知识点

选取和编排的研究并不多见.而教材中内容的选取

和编排所反映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是可以为教学

提供参考和借鉴的.
本文选用粤教版高中《物理》教材[4](简称粤教

版)、在美国的主流教材《物理:原理与问题》(即
《Physics:PrinciplesandProblems》[5])(简称美国

教材),以及英国针对非英国本土的学生学习 A

level课程开设时所用的《剑桥海外物理教材》(即
《CambridgeInternational AS and A Level

PhysicsCourseBook》[6])(简称英国教材).这3本

教材在“电磁感应”章节前都已涉及力与运动、电

场、磁场和电路等内容,即该章节的物理学习知识基

础是统一的,但内容选取和编排却有所不同.因此,

本文将从教材内容的选取、构成关系和逻辑顺序对

粤教版、美国教材以及英国教材的“电磁感应”章节

进行对比分析.从教材编写多样性的角度认识和寻

求教学的多样性.通过了解各教材的内容选取和编

排,结合其编写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为寻求有效引

导学生建构知识体系的教学方法提供借鉴.

1 中美英高中物理教材对比分析

1.1 教材内容的选取和构成关系

粤教版、美国教材以及英国教材中“电磁感应”

一章的教材内容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到,3本教材都选取了电磁感应定

律、探究电磁感应现象、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应

用(发电机)、楞次定律、右手定则、自感现象和涡流

现象及其应用等知识点.
不同之处主要集中在应用和实验类型两个部

分:

(1)英美教材和粤教版的应用部分相比,以贴

合学生日常生活为主,且以图文相结合的形式呈现,

以知识点解释应用,有利于学生理解和巩固知识.
粤教版教材中法拉第电磁感应现象的应用内容

选取电磁流量计和电磁感应中的能量,自感现象和

涡流现象的应用内容选取白光灯、电磁灶与涡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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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和涡流制动与涡流探测,具体内容以拓宽学生知

识面为主,国外两本教材相关应用选取的则是电动

机、发电机和变压器.其中,美国教材在章节首页就

说到“therelationshipbetweenmagneticfieldsand

currentmakespossiblethethreecornerstonesof

electricaltechnology:motors,generators,and

transformers”,英国教材是“usinginduction:eddy
currents,generatorsandtransformers”,具体内容

以结合知识点描述其中的物理规律.

表1 教材内容

粤教版 美国教材 英国教材

电磁感应现象

研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

探究感应电流方向、楞次定律和右手定则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感应电动势大小和

动生电动势)

应用(法拉第电机、电磁感应中的电路、电

磁流量计和电磁感应中的能量)

自感现象和白光灯

涡流现象、电磁灶与涡流加热和涡流制动

和涡流探测

LaunchLab

Whathappeninachangingmagnetic

field?

Electric Current from Changing

MagneticFields

Changing Magnetic FieldsInduce

EMF

MiniLab

MotorandGenerator

PhysicsLab

InductionandTransformers

ObservingInduction

Exploring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Faraday′slawof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Len′slaw

Usinginduction:eddycurrents,

generatorsandtransformers

  (2)美国教材除了设有与粤教版中实验与探究

相类似的PhysicsLab外,还有简单、有趣、容易操作

的 MiniLab,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要目的.
在该章节中的 MiniLab内容是“Makeaseries

circuitwithanefficientDC motor,a miniature

lamp,andaammeter,thenrotatethehandle,or

motorshaft,totrytolightthelamp”,以简单的操

作步骤,培养学生动手和观察能力并调动学习兴趣.

1.2 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

粤教版、美国教材以及英国教材中“电磁感应”

一章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如图1.由图1可以看出,

3本教材都以实验为主线,引导学生发现和理解物

理规律,注重物理概念与规律的实际应用.
不同之处集中在知识点的呈现方式以及对应的

应用内容和物理学史内容的编排位置:

(1)粤教版以学生实验为基础,归纳整理知识

点.美国教材是运用知识详尽解释相关应用,以深入

理解物理规律.英国教材则以电动机相对发电机的

不同来展开教学.
如美国教材中描述 motors时,依次描述产生

EMF和back EMF的过程以及back EMF如何

起作用.英国教材则从“amotorworksinreverseas

agenerator”和“electromagneticinductionislike

themirrorimageofthemotoreffect”等展开相应

内容.
(2)粤教版中知识点和应用分布明显,将应用

统一放在最后.美国教材和英国教材的知识点内容

和应用是交叉呈现的.
如英国教材在电磁感应现象知识点后就有“use

oftheideaofaconductorcuttingmagneticfield

linestoexplainhowacurrentisinducedina

bicyclegenerator”,美国教材在电动势内容后就紧

接着“applicationofinducedEMF”.
(3)英国教材与粤教版相类似,通过引入磁通

量来解释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和楞次定律.而美国

教材则以法拉第发电机为实例开始楞次定律的学

习,即“inagenerator,currentisproducedwhen

thearmatureturnsthroughamagneticfield,the

actofgeneratingcurrentproducesaforceonthe

wiresinthearmature”.
(4)粤教版和美国教材的物理学史丰富.美国教

材在导入实验后,以Faraday和Henry故事开篇.相关

实验中也会有“asFaradayconsidered”或“asFaraday
showed”等,而英国教材较少涉及物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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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

2 教材编写的多样性对教学的启示

总的来说,3本教材各具特色.粤教版教材知识

体系完整清晰,注重以实验探究培养学生探究性学

习能力及知识应用.美国教材关于知识应用的描述

详细,且应用和实验内容更贴近学生日常生活.英国

教材知识点依次逐个呈现,以类比模仿学习为主.结
合前文的对比分析和教材中渗透的指导思想和教育

理念,为我们在教学中提供了以下的借鉴.
(1)结合实际教学内容,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

对于较脱离学生日常生活的应用,学生在理解

上会存在一定困难,难以起到巩固知识的作用.因此

由美国教材的特点,可以认识到在教学中面对抽象

难理解的内容时,可在知识点之间穿插物理规律的

应用,应用内容由易到难地引入.一方面,能够让学

生反复运用和巩固知识,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学生建

立牢固的知识体系.由英国教材的特点,可以认识到

在教学中,在学生已有知识体系较为牢固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启发学生思考新、旧知识间的关系,以模仿

学习结合对比归纳方法建立新知识体系.
当教学中实验探究较多时,可适当利用简易实验.

简易实验避免了场地和繁杂仪器的需求,操作简单,更
有利于学生自主实验,建立对物理规律的学习兴趣和

实验探究的基本思想.还可适当还原实验背后的物理

学史故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精神.
(2)结合教材内容组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根据各教材特点,可以了解到粤教版的教材适合

用于课上教学辅助,需要教师在探究中增加学习目标

等引导性内容和思考讨论等指导性内容,启发学生进

行思维活动.美国教材因其在各方面的详尽图文介绍

和指导语以及简易实验,适合学生自学时使用.而英国

教材中知识点的阐述较为简略,且逻辑并不太清晰.因
此,在教学中应着重引导学生联系前后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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