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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教育期刊论文质量是衡量物理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程度的指标.本文以两平面镜成像为例,利用

文献计量学理论,通过对论文的创新性进行赋值,画出34篇论文的创新进化图谱.对图谱分析发现,“独立型研究”

多、论文创新性低、论文出错率高、“纠错型”论文多,主要原因是有的著者研究过程不规范,忽视了已有的研究成

果.建议是,对我国物理教育传统研究成果再研究;编写高质量的物理教学论教材;物理教育期刊分层分类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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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即研究”、“教师成为研究者”是由教学活

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这就要求教师应具

有教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能

力将决定其教学质量的水平,也反映其专业化发展

程度.那么我国物理教师教育教学研究水平如何?

这悠关物理教育活动专业性强弱,悠关物理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然而,国内有关物理教育元研究大多集

中在国外研究热点问题介绍,如郭玉英[1]、张萍[2]

的研究,而鲜有对物理教育教学研究质量的研究.本
研究将以一个物理问题的研究为例,通过文献计量

学[3]分析、内容分析来展示物理教育教学研究的一

个侧面,以期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希望能引

起大家对中学物理教师教育研究水平、中学物理教

师教育研究能力培养的关注.

1 文献简介

本研究选取两平面镜成像为研究对象(后文简

称为两镜成像).两镜成像内容如下,取两块大小一

样的平面镜,在平面镜的背面固定一木块使其稳定

立在桌面上.在两镜面间放置一物体,由于从物体发

出的光线经两平面镜多次反射,物体通过两平面镜

成多个像.随着平面镜夹角的减小,物体所成的像逐

渐增多;平面镜的角度固定,移动物体的位置,像的

个数也会改变.物体在两平面镜所成的像数不仅与

两平面镜的夹角有关,还与物体在两平面镜间的位

置有关,具体来说当两平面镜夹角一定时,移动物体

的位置,成像的个数也可能变化,具体推导过程见朱

凤德的研究[4].
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搜索“两

平面镜”,共找到研究两镜成像的论文34篇.文章的

发表时间跨度为从1964年到2014年,最早的论文

是“双平面镜造像问题分析”[5],于1964发表在《物
理通报》上.论文发表的期刊分布较广,主要包括物

理教育专门期刊和高校学报两类,物理教育期刊包

括《物理通报》、《物理教师》、《中学物理》、《物理教学

探讨》、《物理教学》、《中学物理教学参考》等.论文

作者主要是中学教师和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包括中

学、教师进修学校、中专学校)发表22篇文章,高校

教师发表12篇文章.发表文章较多的省份为浙江、

河北、江苏、广东,发表文章数量依次为8,4,3,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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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性赋值

为了对“两平面镜成像”论文的创新性进行分

析,按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

的创新性对论文进行赋值.把提出新的研究内容、采
用新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做为观察点,

每个观察点为1分,分别对论文赋值.为了在图中把

有错误的论文区别开来,凡是论文中出现物理学科

性错误的论文记为负数.论文中没有错误的论文起

点分值定为1分,这类论文的分值范围是1到4;有
错误的论文起点分值为 -4,这类论文的分值范围

为-4到-1.如朱凤德[4]引入了停像区、邻镜区、中
央区来研究不同区域的成像个数,直观呈现了成像

的规律,这一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上都是创新的,创新方面为3,加上基础分,总分为

4.顾江鸿[6]用动态描述的方法研究物体在两平面

镜角平分线上的成像规律,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

分别有创新,加上基础分,创新值为3.林遂弟[7]描

述了成像的规律,在360除以平面镜夹角为奇数时

的像数是错误的,研究的内容、方法、结论都没有创

新,论文赋值为-4.把论文按发表时间和创新值在

坐标轴上定位,每一点代表一篇论文,用带箭头的线

段连接引文和被引文,箭头方向从被引文指向引文,

表示被引文对引文的研究提供借鉴.由此绘出论文

创新进化图谱,如图1所示.

图1 论文创新进化图谱

3 结论

从图1可以看出,有连线的点集中在标号为4,

5,10,11,12,13的论文上.12,13参考文献分别为

27,20篇,引用了本研究的多篇文献,因此指向它们

的连线最多;4,5,9是有错误的论文,引发了系列的

讨论.从图1中可以看出三次主要的学术探讨,1,2,

3是2对1进行修改,但修改后是错误的,3又对2进

行修正.5,6,7,8形成一次讨论,5有错误,引发了6,

7,8对5的修正,同时8又对6进行了补充.4,9,10,

11,12,13是时间跨度较长的讨论,产生了几篇创新

值高的论文.在图1中论文整体呈现的特点是“独立

型研究”多、论文创新性低、论文出错率高、“纠错型

论文”多.

3.1 “独立型研究”多

研究、发表论文是最体现创新的活动,规范的研

究应该是对前人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解答,或是对前

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的改进或修正.规

范的论文应包括对前人工作的介绍,正常的研究创

新进化图谱应该是一个按时间从过去指向现在的网

络图,每一篇论文都应该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既连

接着前人的论文,又指向以后的研究.但图中有17
篇文章是独立的,既没有引文,也没有被引文.“独立

型研究”从论文内容来看,好像是首创的研究,具有

较高的创新性,自己具有此研究的优先权,但是从纵

向来看实质上是重复性研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独立型研究”势必导致论文创新性

低、出错率高等现象的发生.

3.2 论文创新性低

在图1中,共有15篇论文分值为1或-4.这部

分论文讨论的内容、方法、结论等已在以前的文章中

都研究过,优先权是别人的.产生的原因在于没有按

规范的研究程序先查阅文献,再确定研究问题.在两

镜成像中,通过内容分析发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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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找普适性规律、特殊点的成像规律、在平面镜

夹角一定时物体位置与像数的关系、物体在角平分

线上时的成像规律、不同像的方位、三平面镜成像

等.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利用平面镜物像关

系、利用光的反射定律、利用极坐标、利用光的等路

径法、动态描述等方面.
3.3 论文出错率高

位于时间轴下方的论文其创新值为负值,这些

论文要么有科学知识方面的错误、要么物理方法的

应用不当.在图1中有10篇文章有科学性的错误,错
误主要体现在结论错误、推导过程错误等方面.论文

出现科学性错误主要与著者个人的学科水平有关.
3.4 “纠错型论文”多

“纠错型论文”是针对已发表论文的错误进行

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有错误、不完善、有争议的论文

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容易成为高被引论文.图1
显示有10篇文章有错误,其中图1中标号为4的文

章引发了4篇文章的发表、5引发了3篇文章、9引发

了2篇文章.难怪有研究经验的中学物理教师私下

交流时谈到,写“纠错型论文”是发表论文的捷径.

4 建议

虽然两镜成像问题是物理教育研究中的一个小

课题,但是这也反映出物理教育期刊论文、物理教育

研究、我国物理教师队伍的研究现状.为了纠正物理

教育期刊论文中存在的重复研究、“出错纠正,再出

错再纠正”的怪圈,进一步提高物理教育教学研究

的水平、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物理教师队伍,建议采取

以下措施.
4.1 对我国物理教育传统研究成果再研究 打造

具有我国特色的物理教育研究品牌

从建国到现在近70年来,虽然我国物理教育有

起伏、有曲折,但是广大物理教育工作者在物理教育

教学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难得的经验.如两

镜成像、覆杯实验、超级碰撞等经典物理学科问题的

讨论,朱正元的“自制实验”,刘炳昇的“创新性实验”
等等.这些成果不仅需要整理、吸收、应用,更需要对

已有成果的深入研究、发扬光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物理教育研究成果和品牌.就拿本文所讨论的两

镜成像为例来说,可以从文献中找出未解的物理问

题继续研究、开发两镜成像的教具、中学生两镜成像

教学研究、物理教师两镜成像培训研究、两平面镜成

像的元研究等等.
4.2 整合优势力量编写高质量教学论教材 及时

转化推广普及物理教育研究成果

由于教材的编写、选用各自为政,导致已有的物

理教育教学研究成果没有及时转化为物理教师的培

养和培训内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及时在中学物

理教师中推广普及.教师在物理教育教学研究中不

得不从零开始摸索前行,重复研究,造成大量的浪

费.为改善物理教育教学研究中低效的现状,需要有

关部门重视高校教学论教材建设,设立物理教师培

养教材编写、使用、监管的机构,统整学术造诣较深

的专家编制精品教材,在全国推广,并定期进行修

订,把最新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让职前中

学物理教师、一线中学物理教师及时了解,避免他们

在专业化发展中走弯路、走回头路.
4.3 实施物理教育期刊分层分类管理 促进物理

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

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物理教育专业期刊面向所

有的物理教师,服务对象针对性不强;内容涉及到物

理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期刊间栏目区分不明显;期
刊层次差别不大.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期刊对高水

平的研究者吸引力、增加了提高论文质量的难度.建
议有关部门对期刊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期刊级别错

位发展、期刊研究方向更加聚焦,这样一方面可以为

高水平理论前沿研究成果提供集中展示的平台,便
于推广;另一方面也使一线物理教师的实践性知识

在更大的范围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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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含量,如何最大限度地使样品溶液雾化是广大

光谱工作者继续努力研究的方向.相信随着科学的

不断进步,光谱工作者对电感耦合等离子体的认识

和仪器设备的改进将更加深入,使其应用范围更加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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