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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物理学史并含物理教学作为主题或关键字,限定时间为2001年6月8日至2019年6月20日,对在中

国知网(CNKI)中检索到的972篇文献进行发文量、被引频次、作者、关键词等方面的统计,通过软件CiteSpace绘制

可视化知识图谱,归纳概括研究热点.通过对文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对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问题的研

究并不深入,尚未形成研究体系,研究的问题具有边缘属性.
关键词:物理学史  物理教学  可视化分析

  物理知识的学习过程是一段认知发展的过程,

对现有知识的历史考察,可以把发现的过程放在更

真实的背景下,使学生懂得发现的本质,并得到超出

定律和公式的许多启示[1].物理学史包含了大量的

科学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案例,物理教师若能将其穿

插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会使课堂内容更加生动,而且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物理观念和科学思维,提升科学

素养[2].
长期以来,我国众多学者及一线教师曾对物理

学史和物理教学的融合问题进行过探索,发表这方

面的论文也很多.本文拟通过对物理学史与物理教

学相关的文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对二者融合

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揭示,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二

者之间的联系,以期为强化物理学史在物理教学中

的应用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主题或关键词为“物理学史”并含“物理教

学”为检索条件,以中国知网的全部期刊为数据库

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01年6月8日至2019年6
月20日的相关文献共计1006篇.经人工筛选,去除

来源为学术会议及报纸的论文后,确定972篇有效

文献.将文献题目、发表年份、关键词、作者、摘要等

数据导出后分别保存为txt文本以及xls格式的表

格,以供后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

1.2 研究方法

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从论文的发表时间、作者、来源期刊分析,并使用由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名为

CiteSpace的信息可视化软件中的关键词分析统计

关键词频次、中介中心性以及突现值并进行共现聚

类分析.
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

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 ciation)
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

(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

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

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

前沿的探测[3].利用CiteSpace进行科学知识图谱

的绘制,能够更直观地展现所要研究的主题的信息

全景,高效地找出前沿方向,大大提高研究效率.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的年代分布

某领域文献的时间分布和发表数量能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该领域理论研究历程、轨迹和实践发展水

平[4].有学者曾对1998至2017年与物理学史相关的

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物理学史正成为一种

珍贵的教学资源,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教师的重视[5].
但仅用“物理学史”作为检索信息,可能混入与教学

应用不直接相关的研究文献,因此不宜将之作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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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结论的立论依据.若要进一步确认上述结论正确

与否,可将“物理学史”合并“物理教学”作为关键字

搜索文献并统计分析,从而得到如图1所示的文献

发表数量及时间分布图.

图1 文献发表数量及时间分布

在2001年与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相关的文献

仅有12篇.2002—2007年,相关文献数量逐渐上升,

但上升趋势较缓慢,以每年约10篇的数目增长,

2008—2015年,文献数量存在小幅度的波动,在

2010年达到峰值(75篇).2016年开始,文献发表数

量开始逐年下降,至2019年年中,发文量却只有12
篇.可以看出2001年至今,对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

融合问题研究的趋势并不明显,甚至近几年颇有些

后继乏力的意味,遑论越来越重视.可见对物理教学

联系物理学史的问题虽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和一线教

师群体的关注,但尚未形成规模,影响范围并不广泛.
2.2 研究领域及文献来源分布分析

2.2.1 研究领域分布分析

如图2所示,按照研究领域分布,发文量前5名

分别是,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388篇,基础研究

(社科)259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142篇,

职业指导(社科)82篇,工程技术(自科)79篇.其中

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发文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39.9%,可见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的主阵地集

中在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

图2 研究领域分布图

  比较前5个研究领域从2001年到2019年的发

文趋势(图3)可以看出,在2010年以前,这5个研究

领域虽然每年发文数量有差异,但均呈逐年小幅度

上升的趋势.但从2010年到2019年除基础教育与

中等职业教育以外的4个研究领域发文数量明显下

降,而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在2013年与2016
年经历过两次发文量突增的阶段,所以即使近3年

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发文量有所下降,还是能

够与其他4个研究领域比较出明显的不同.可见,其
他研究领域虽然对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问题有

所涉猎,但显然研究主体部分还是在基础教育与中

等职业教育这一领域.2010年后不同领域发文数量

的下降趋势也可以看出物理学史作为教育资源的关

注度有所下降.

图3 排名前五的研究领域发文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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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文献来源分布分析

文献的来源渠道是文献先进性判断的一个重要

依据.为了进一步了解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研

究的来源分布,可借助图4和图5分析发文量 ≥10
的期刊及机构.

就期刊而言,2001年至今发文量最多的是《物
理通报》,为40篇,占总发文量的4.1%.发文量排名

第二的是《物理教学探讨》,为29篇,占总发文量的

2.98%.就机构而言,发文量最多的是苏州大学,为

22篇,占总发文量的2.3%.
结合图示,可得出结论: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

合研究的发文期刊及机构分布比较广泛,但排名靠

前的期刊大多为与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相关的

刊物,而排名靠前的机构则大多数为师范院校.

图4 高产期刊

图5 高产机构

2.3 被引频次分析

文章被引频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论文的参

考价值,及该领域对论文中所列观点的认可程度,从
而反映出论文对这一领域的影响.表1列出了物理

学史与物理教学相关的研究中被引频次 ≥25次的

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侯新杰所作《物理学史与物理教

学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检索内容中被引频次

最高的论文,为83次.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这

一问题在侯新杰的《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结合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中有较为清晰明确的叙述,除侯新

杰的论文外其余高被引文献均无确切的表述,大多

是结合大中学教材内容分析物理学史的育人价值.

表1 被引频次 ≥25次的文献

文献类型 题名 作者 单位 文献来源 被引频次/次

CDFD2005
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结合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侯新杰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83

CDFD2006 高中物理教材设计论 杨广军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54

CDFD2007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内容与大学
物理课程内容的适切性研究

许静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34

CMFD2009
中美二套高中物理教材

的比较研究
吕彤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 30

CMFD2011
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促进学生

创新思维发展的策略探讨
杨洪山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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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文献类型 题名 作者 单位 文献来源 被引频次/次

CJFD2009 工科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初探
王佳菱,
杜鑫

哈尔滨商业大学
基础科学学院

黑龙江高教研究 29

CMFD2016
新高考形势下高中物理教学模式

的转变及对策研究
徐清军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28

CJFD2010
高中物理教学中科学本质教育的

现状与建议 ——— 基于
对一线教师的调查研究

田春凤,
郭玉英

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
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系
课程·教材·教法 28

CMFD2006
通过物理学史培养学生

科学素养的研究
石雷先 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28

CMFD2013
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

的研究与实践
常爱江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25

CJFD2003
物理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的

几个理论问题
续佩君,
张芳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北京教育学院物理系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5

2.4 发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作者群体进行研究,可以把握学科科研

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对于科研活动的管理、组织、协
调和引导都有积极意义[6].
2.4.1 高产量作者分析

与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相关的作者体量庞大且

分布广泛,表2列出了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合并检

索结果中的高产作者、作者机构及其研究方向.其中

浙江师范大学的陈世鸥、山东理工大学的陈钦生、首
都师范大学的续佩君、北京教育学院的张芳和陕西

师范大学的王较过发文量在众多作者中排名最高,

为4篇.高发文量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多为物理学和

教育学,所以说,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问题也是

既涉及物理学又涉及教育学的具有边缘属性的问题.
表2 高产量作者

序号 作者 作者机构 主要研究方向
发文量/

篇
备注

1 陈世鸥 浙江师范大学 物理学、中等教育 4

2 陈钦生 山东理工大学 物理学、自动化技术、无机化工 4

3 续佩君 首都师范大学 中等教育、物理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4 其中3篇与张芳合作完成

4 张芳 北京教育学院 中等教育、物理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4 其中3篇与续佩君合作完成

5 王较过 陕西师范大学 中等教育、物理学、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4

6 宁长春 西藏大学 物理学、高等教育、天文学 3 均与汪亚平合作完成

7 陆良荣 江苏省吴江市高级中学 中等教育 3

8 汪亚平 西藏大学 物理学、高等教育、天文学 3 均与宁长春合作完成

9 许冬保 江西省九江市第一中学 中等教育、物理学 3

2.4.2 作者间合作分析

通过对发文作者间合作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掌握

相关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了解是否构成科研

共同体以及该领域的研究规模.为了分析发文作者

之间的合作情况,笔者将972篇文献数据导入Cite
Space,将 CiteSpace 中 的 NodeType 选 择 为

“Author”.运行CiteSpace后得到如图6所示的作

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图中名字之间的连线表示二

者间存在合作关系.字体较大则表示发文量多;字体

较小则表示发文量相对较少.从图中不难看出,虽然

在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研究上少数学者之间有

合作的关系,但大部分学者都是各自为战,缺少团队

合作.可见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的研究共同体

尚未建立,研究力量并不强大.从而也体现出物理学

史与物理教学融合问题研究具有边缘性和交叉学科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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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研究作者合作分析图谱

2.5 高频关键词统计和共现聚类分析

2.5.1高频关键词统计与分析

高频关键词的分析能直观体现出学术研究的热

点问题.运行CiteSpace进行高频关键词统计,并绘

制出关键词分析图谱如图7所示.图中关键词字体

越大表示其出现的频率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关键词的共现关系.表3列出了频率较高的20个关

键词及其对应的年份、出现次数和中介中心性.由于

在检索文献时是以“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作为

检索条件的,所以“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词频远

高于其他关键词的频率,分别为451次和412次.然
而在进行关键词分析时,这两个词并不是我们分析

的焦点,故剔除掉这两个关键词后排名前三位的关

键词分别是大学物理、高中物理和科学素养.

图7 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融合研究关键词分析图谱

表3 高频关键词统计表

数量/次 中介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451 0.12 2001 物理学史

412 0.27 2001 物理教学

70 0.17 2001 大学物理

61 0.14 2007 高中物理

57 0.32 2004 科学素养

48 0.59 2002 分科教学法

续表3

数量/次 中介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35 0.09 2001 素质教育

34 0.23 2004 教学

34 0.16 2002 物理知识

26 0.19 2002 教学改革

24 0.22 2003 人文精神

24 0.14 2006 教学策略

23 0.17 2003 创新能力

23 0.27 2002 物理教育

22 0.06 2002 中学物理

22 0.19 2003 科学素质

21 0.15 2002 物理实验

20 0.08 2003 科学方法

20 0.27 2006 高中物理教学

20 0.12 2005 科学精神

2.5.2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分析

利用 CiteSpace绘 制 关 键 词 共 现 时 区 视 图

(TimezoneView)如图8所示,能够在时间维度上

掌握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问题研究的演进过程,

同时解析关键词在不同时区的分布特征,从整体上归

纳出二者融合研究热点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情况.

图8 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在CiteSpace的关键词分析图谱界面上选择

TimezoneView绘制出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从图

8中可以看出,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的关键词分布

随时间发生变化.2001年到2006年期间有关物理学

史与物理教学研究重点在大学物理上,对中学阶段

的物理教学和学习涉及的并不多,高中物理在2007
年才成为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2012年之后研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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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始偏重人文素养和实践研究等方面.2014年之

后则聚焦于核心素养、物理学科素养、情景教学等方

面.基于此,可以将关于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的研究

分为早期(2001-2006)、中期(2007-2013)和近期

(2014至今)3个阶段.
早期阶段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的研究主体

在大学物理领域.进入中期之后,物理学史与物理教

学的融合研究侧重点向高中物理和初中物理偏移.
近期,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与核心素养联系比较紧

密.将物理学史融入物理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了

解物理规律的背景知识,知道物理规律的发现过程,

体会科学家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式,感受物理学中

的人文精神[7].在落实核心素养的基础上将物理学

史与物理教学相互融合属于研究的前沿内容.
此外,为了佐证关键词共现时区图的分析结果,

也为了进一步揭示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研究的演变

特征,可 在 软 件 CiteSpace中 选 择 突 发 性 节 点

(Brustness)得出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研究突发性

关键词网络图谱,如图9所示.

图9 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研究突发性关键词网络图谱

由图9可知,不同关键词的突增点覆盖时区是

有区别的.“素质教育”“创造性思维”“物理概念”“科
学素质”“物理”“高中物理”“中学物理”突变时间均

持续了至少5年,足以说明这几类研究方向在物理

学史和物理教学的范畴中受到学者的长期关注.
2014年-2019年,“教学策略”“核心素养”等新型关

键词出现,成为研究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的热

点前沿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有依据

地做出研究热点预测.

3 研究结论

通过梳理中国知网中收录的972篇与物理学史

和物理教学有关的文献,利用统计软件和可视化分

析,将我国关于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研究的发

展历程直观展现出来并进行总结归纳后,可以得到

以下结论:

第一,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融合虽然受到关注,
但研究并不深入.虽然在物理教学中结合物理学史

是很多学者都关注过的领域,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一

研究始终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研究热度不高,近几

年学者的研究热情甚至在逐年递减.这对物理教学

的发展是无益的.
第二,研究对象、研究者相对分散,尚未形成研

究体系.通过对发文作者、机构及关键词的分析,我
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的研究上,

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研究共同体”,大部分研究者

仍是各自为政,并未呈现合作研究的态势.
第三,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融合问题的研究具

有边缘性.对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融合问题研究较

多的学者多数是既关注物理学又关注教育学的,且
作者间合作较少,说明物理学史和物理教学融合问

题是边缘性的交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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