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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下物理教师必须怀着对事业的敬畏之心,带着一种职业幸福感,投身于教学与德育工作,方才

有实效,最终造福学生.本文主要通过笔者自身的工作实践,从勤写论文、培训提升、班级管理、阅读素养等方面,探

究寻找职业幸福感的方法与途径,从而激发教师自身的创造性,达到师生共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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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内涵发展的

根本问题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良好的教师幸福感

不但能够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教师的教学水

平,还可以提升教师生活的幸福指数,让教师安心从

教、勤奋耕耘,激发教师自身的创造性.

费尔巴哈说:“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

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

追求.”教师同其他职业的工作者一样,也有权利追

求快乐和幸福,教师幸福才能给学生幸福,教师快乐

学生才会快乐,因此,教师的幸福感对学生教育有着

重要的意义.

1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教师的幸福感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因实

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人生价值而产生的满足感.教

师拥有幸福感是建立在摆脱单纯职业感的束缚,不

仅仅将教师职业当成养家糊口的职业,而是出于自

我实现的需要.将“职业”上升为“事业”,这样才能

在教育的活动中自主地、有创造性地施展才华以及

奉献全部力量.

教师的幸福感来源于“教学创新”.过于墨守成

规、没有想法的人往往会被自己的同行甩在后面 ,

直至最后被淘汰,物理教学也是如此.所以,“教学创

新”是为了延续自己的“教学寿命”.在教学中,我们

不能把创新当作一个口号,因为它是一种意识,是一

种不囿于旧模式的思辩意识;它更是一种精神,是一

种崇真求新、渴望突破的精神[1].

教师的幸福感还来源于“立德树人”.教师面向

的群体对象是学生,学生在不断地接收知识,茁壮成

长,这些对于教师而言是幸福的,与其他职业相比,

教师更能体验到因别人成长而带来的幸福.教师劳

动可总结为对学生人格和学业的影响,具有终身性

且随着人类文明代代相传.另一方面,也要求教师必

须富于热情和智慧地工作,才能从学生身上看到自

己的劳动成果,从而体验到幸福快乐.

2 物理教师追求职业幸福感的实践探究

2.1 乐于教研 勤写论文

主动学习,易品尝喜悦;被动学习,易滋生抱怨.

在平时备课、上课、批改学生作业之余,应该多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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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研活动,在活动中进行教学思考与反思,哪怕只

是一个习题的研究,都可能带动自己深度思考,反思

诸已,从而萌生“高端备课”.当然,教研活动也并不

是非得搞一个类似“开题报告会”那么大排场,教研

注重的是实效,而非华丽的包装.多参与教研活动是

获取教学信息的有效途径,但教师自身能否获得成

长,关键还在于自己“独立思考”,别人的教育主张不

一定正确,就算是正确,也不一定适合你,故不可人

云亦云.
“我研究、我幸福”.教育学者斯腾豪斯最早提出

“教师即研究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优秀教师不仅要

会“讲授”,而且还要会“研究”,而研究结果的最佳呈

现方式无疑就是公开发表的教学论文.文字表述,实

际上需要严密的逻辑、精确的文字、完整的句法结构

以及精准寓意,方能实现“表述”与“情感”的无缝对

接.而公开发表前,作者还得反复地思考与修改,力

求规范化、书面化,并这样常态化地进行自我训练.

这一过程是辛苦的,但也是幸福的.

邢红军教授曾提出,教学研究能力的评价标准

就是能够在物理教学期刊发表论文.笔者在常规工

作完成后,常于暇时提笔,做好教学反思,到目前为

止,在《物理通报》《物理教师》《物理教学》等中学物

理刊物上共发表了21篇论文,其中一部分如表1所

示,所写内容并无高大上的教学理论,而是作为一名

一线高中物理教师的教学反思、教学研究.

表1 笔者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期 刊 发表时间 备注

1  利用铝制易拉罐自制的几个物理教具 《物理教师》 2016/04/05 北大核心

2
 重新审视法拉第圆盘发电机再探感应电
流产生的条件

《物理教学》 2018/01/18 北大核心

3  核心素养立意下的习题多维度讲解实例 《中学物理教学参考》 2017/12/10 北大核心

4  利用光电门测瞬时速度的改进方法 《实验教学与仪器》 2016/03/15
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全文转载

5
 新课程下物理教师“崇真求新”分析及课
例研究

《实验教学与仪器》 2017/09/15
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全文转载

6  回归教材“做一做”构建知识“超链接” 《物理通报》 2017/12/05
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全文转载

7  神奇的碗 ——— 探究动态动摩擦因数 《物理教学》 2016/03/18

8  备战新高考,从精妙选题开始 《物理教学》 2016/09/18

9
 教辅软件进课堂,生成成自然 ——— 利用

Excel软件分析物理题实例
《物理教学》 2017/06/18

10
 在荆棘中采拾鲜花 ——— 我的教研组长成
长经历

《中学物理》 2016/07/01

11
 通过Excel操作优化实验数据处理 ———
以“测定电源电动势和内阻”为例

《中学物理》 2019/04/01

12
 浅谈高中物理教材的深度挖掘 ——— 以
“滑轮”在实验中引起的误差为例

《中学物理教学参考》 2018/07/10

2.2 外出培训 取经寻宝

外出学习,有利于开阔教研视野,提升教师幸福

感.得益于学校对教研工作的高度重视,笔者获得多

次机会到外地交流研习,有幸听取了孙恒芳、叶柯和

李友安等参与人教版教材编写工作的专家的教学建

议,分享了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陈继明、广州市教

育研究院陈信余的先进成果,受益匪浅.这不仅让一

线教师学习到高考的备考策略,更是渗透着一种教

研情怀、一种教育理念,让大家明白想成为一位名

师,是需要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付出;反之,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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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看一看,自己仍如同井底之蛙,以为上课,就

只要把课本内容教完,然后把物理题讲完就完事了,

殊不知还有如此多的“学问”,成长过程如同唐僧取

经般艰难,需要如此多的艰苦探索.

参加这类教研活动,一方面可以防止自己过度

自满,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在涉足“教坛”不久就陷

入“职业倦怠”的泥潭,陷得太深,就难以自拔了.如

此一来,潜移默化中会有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并为

之奋斗的决心.“学习好”,还得“用好”,学习完返回

工作单位后,还得进行碎片整理和思维加工,要实事

求是,根据自身的教情和学生学情,将理论学习运用

到实际教学中,实现有效课堂.

2.3 班级管理 师生成长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

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

追求”.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

力,更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教育体系

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和荣辱观,而班主任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先锋,任务

是艰巨的.

笔者在担任班主任期间,特别是刚参加工作那

几年,急于将班级带好,又缺乏方法,更多的时候是

操碎了心,依然收效甚微.但良好的班级管理都是从

各个细节开始的,教室卫生管理、座位的编排、班训、

标语的拟定和张贴、板报的布置、书本摆放状况等本

身既是班级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班级管

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优美的教室环境能给学生増

添学习的乐趣,消除学习后的疲劳,在给学生以直观

感受的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班级文

化的熏陶和感染,为班级管理创造了基本的外在环

境,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陶冶

学生的情操,促进学生积极拼搏、奋发向上.

班级活动,寓教于乐.班级活动是学校立德树人

的重要途径.结合班级文化以及教学计划所制定的

班队活动,如主题班会、文艺活动、体育比赛等,能够

让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这是一点笔者深有体

会,在带领学生到“揭阳市中小学德育基地”参加军

训期间,如图1和图2所示,引导学生们体验生活.

通过生动活泼以及富有教育性的活动,使学生们在

与队友同甘共苦的过程中,体会友爱、团队以及尊

重.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逐渐形成正确人生观、

价值观的过程中,教师的幸福感也自然生成.

图1 班级全家福

图2 军训期间笔者作为教师代表发言

2.4 涉读群书 提升素养

前人云:读学术之书可以提高智慧,读休闲之书

可以开阔视野,读历史之书明了历史担当,读技术之

书可以改革创新.物理教师读书可让自己更懂科学

真谛和教育的发展趋势.

物理教师应指导学生有效阅读相关的文献,拓

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主

动探索科学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和探究的能力.教师可指导学生对某一科学问题进

行相关的文献搜索、阅读与综述,使学生初步学会利

用文献探索问题的研究性学习方法[2].一个没有阅

读能力或阅读习惯的物理教师,如何谈得上培养学

生的阅读素养呢?

如何提高教师自身的阅读能力? 训练阅读方法

是关键.

其一,阅读文本的人文性特点则需要教师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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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人文阅读的观念.例如朱熹就曾提出精辟的读

书法见解: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

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3].

其二,做笔记是物理教师培养阅读方法的很好

方式.这实质上是教师精神积累与实物积累的双赢

过程.教师在阅读中,可以用做笔记的方式记录、梳

理、琢磨学过的知识与方法、闪过的灵感.

最后,主动带着问题进入阅读的状态可增强学

习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自己明白要干什么,才会去思

考“想怎么干”.若仅有外在的压力,而没有内在的驱

动力,难以形成持久的冲劲.所以,在问题的指引下,

会有主动阅读的欲望,会让自己的潜能变成一种内

在要求的驱动力而主动学习.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展史.阅读不

单纯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素养,在不断提升自己精

神境界的同时,幸福感也随之而来!

若当一名教师无法找到一种职业幸福感时,那

做事会很被动,而又不觉得有任何问题,久而久之,

连一个该有的自我启发、自我反思等思维上的主动

机制也会由放缓操作至完全关闭,到了皮肤不听使

唤的光景,就难以回头了.而实践表明:只有当物理

教师能在“创新教学”“立德树人”方面追求快乐和

幸福时,幸福感才能传递给学生,才能成为新时代一

名合格的物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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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动量与动能的本质区别

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动量和动能都

可以量度机械运动转移的能力,仅仅是从不同的角

度量度而已,但是在伴随着机械运动和其他运动形

式相互转化的机械运动中,两者之间是存在本质区

别的.我们在这里推广到“能量与动量”的本质区别

的比较:“能量”是所有运动形式运动强弱的普遍量

度;而“动量”仅可以作为机械运动强弱的量度.因

此,当机械运动中伴随着运动形式的转变即能量的

转化时,只有动能才能够真正度量机械运动强度的

变化.

4 总结

事实上,科学发展中有争议的概念、定律,也正

是学生最难接受、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历史上关键的

突破和科学家伟大贡献的精髓也正是教学的重点.

相比较“理论力量”的逻辑严谨,“实验力量”的具身

体验和“案例力量”的应用扩展,“历史力量”具有一

种基于人文、情感和态度的浸润效应,可以更好地促

进学生的认知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侯新杰.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D].华东师范大学,2005

2 乔际平,刘甲珉.物理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M].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90

3 黑川雅之.设计曼陀罗[M].王超鹰,译.河北:河北美术

出版社,2015.63

4 郭奕玲,沈慧君.物理学史(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5.30

5 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M].王克迪,译.陕西:陕西

人民出版社,2006.22~23

6 李艳平,物理学史教程[M].科学出版社,1970.111~

112

7 谢开宪.动量与动能 ——— 笛卡儿与莱布尼茨之争[J].物

理教学,1984(07):29~30

—421—

2020年第5期               物理通报             物理·科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