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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于目前中职物理学科德育研究较为欠缺的现状,在分析德育的时代特征与中职物理学科德育功能

的基础上,挖掘出了自然辩证法、科学精神与劳动精神、社会责任、坚持不懈的品格4项德育元素.以中职物理“牛顿

运动定律”一节为例,通过结合专业德育要求,重构课前、课中、课后教学设计,实现了德育元素在教学中的有机

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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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教育一直以来都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

美、德育为先”.近年来,德育教育在教学中的表现形

式正在从单一的德育课程转变为德育课程与学科德

育同向同行的协同育人体系.中职物理是中职公共

基础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向学生传授物理知

识,提升科学素养的重任.中职物理课程当中蕴含着

丰富的德育元素,具有实施学科德育的良好条件.但

目前对中职物理学科德育的研究几乎为零.截止到

2022年2月11日,在中国知网以“中职物理”与“学

科德育”为关键词进行学术期刊检索,目前可以检

索到零篇论文,而以“物理”与“学科德育”为关键词

检索也只有19篇学术期刊论文[1].本文从中职物理

学科德育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

来填补中职物理课程在学科德育领域的研究空白,

以期为各中职院校物理学科德育的实施提供意见与

建议.

1 德育的时代特征与学科德育的功能

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为人、为事、为

学必须以德为基础才能真正服务社会成就自我.德

育教育是公民为人为事为学之德提升的基本途径,

因此,我国未来的公民能否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使命大任的有德之人主要取决于学校德育能否适应

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与技术变革

带来的国际地位提升为学校德育赋予了时代特征与

意义.具有民族自信、世界视野、国家情怀等大德和

助人为乐、爱护环境等公德以及自尊自爱、诚实守信

等私德成为“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对公民的

基本要求.
课程是学校教育实施的主要渠道.目前,德育在

学校课程中的主要实施途径有德育课程与学科德育

两种方式.德育课程是以德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课

程,主要指全国统一的思想政治类课程;学科德育是

指教师在进行非德育课程学科教学时,将学科中蕴

含的德育资源通过有效手段和方法挖掘出来,自然

地体现在各个教学环节,从而实现育人功能[2].从德

育教育整体来看,学科德育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是德育工作格局的主要环节之一,是构建全方

位、多层次德育工作体系的关键.教学活动是一种师

生之间、生生之间交互发展的社会性活动,并且这种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活动必须要在一定的道德关系

准则的指导下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因此,从学科教

育教学的角度看,学科德育的实施可以帮助师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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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建构彼此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而促进学科教学

中智育、体育、美育与劳育的有效开展.

2 物理学科德育与物理知识传承的联系

从物理学史的角度看,物理学科德育是物理知

识传承的内在要求.近代物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与

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人类思想观念革新的历程交织

在一起的[3],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

展、人文主义精神的广泛传播为近代物理学诞生奠

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成果作为一

般生产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为人文

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而在西方资

本主义思想遭遇极大危机并诞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同时物理学也实现了涅槃重生,形成了现代物理学.
现代物理学丰富的成果改变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方

式,并在哲学上彻底否定了机械唯物主义,促进了人

类思想的解放.依托现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所产生

的核技术、信息技术等带来了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

给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科学技术使用的道德

问题成为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必须正视的对象.
对我国而言,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来重视科学技

术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物理学作为一门基础

科学,其发展水平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

的整体水平,其研究成果也广泛地应用于民生、国防

等各个领域,并在目前国际科技竞争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到,物理学已经深度参与到人类

思想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当

中,并在这些发展、变革与建设当中汲取能量实现了

自身的发展,所以物理学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与道德性.只有理解物理学的思想性与道德性,才能

够真正把握物理学的知识发展脉络与丰富内涵.所

以,物理思想与道德的传承本身就是物理知识传承

的重要部分.物理学科德育的实施既是物理知识传

承的要求,也是物理知识传授的必然结果.

3 中职物理学科德育元素的挖掘

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党培养具有社会主义信仰、

爱国情怀的时代新人以及为国培养具有高超职业技

能、能够担当民族复兴重任劳动者的历史使命.中等

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直

接承担着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可靠技术技能人才的

任务,另一方面也承担着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优质

生源的任务.中职物理作为中职的公共基础课,学科

德育元素的挖掘除了考虑物理学科本身内容之外,

必须立足于中职教育的实际情况,突出职业教育应

用型人才所应具备的精神风貌与使命担当.笔者认

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学科德育元素的挖掘.

3.1 自然辩证法

哲学一直在物理学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物理学的理论创新往往都可以看到同时代哲学

的影子.例如牛顿将其最重要的著作命名为《自然哲

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坦言马赫的哲学思想对他

有很深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套科学的世界

观与方法论,其中的自然辩证法更是马克思主义自

然科学观的集中体现[4].物理学从古代物理学到近

代物理学再到现代物理学,与自然辩证法从朴素唯

物主义到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成熟过

程中共享着大量的思想家.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出

发,辩证地看待不同物理观念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才能够真正传承物理学知识与物理学家的精神,也

才能真正促进人思维的发展与认识世界能力的

提升.
目前,由于物理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质普

及得不到位,网络上用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来理解量

子力学与相对论的文章一直以来都保有一定的热

度.因此,帮助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的从哲学角度审视

物理学的能力,真正理解物理学理论的内涵并把握

其本质,是中职物理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3.2 科学精神与劳动精神

科学精神与劳动精神分别体现了中职物理的科

学教育属性与职业教育属性,两种精神都根植于物

理学发展的历程当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物理学

家不畏艰辛、严谨细致等科研作风与坚持真理、不畏

强权的价值追求最终凝聚成了物理学科当中的科学

精神.从社会劳动的角度看,物理学家在实验室进行

实验测量与理论计算、科研工作者兢兢业业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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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数据、工程师日夜迭代改进机器的过程都是人

类社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着劳动精神.
而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尊重劳动、鼓励劳动的理念

之下,钱学森、邓稼先等物理学家也都先后获得了劳

动模范的称号,诠释着物理学家的劳动精神.立足于

职业教育类型特色,中职物理课程应当形成不同于

普通高中物理学科德育只偏重于科学精神的局面,

将科学精神与劳动精神并重,让学生在物理学家的

工作中看得到自己未来辛勤工作的模样,形成情感

共鸣,构建辛勤劳动奉献社会的理想.

3.3 社会责任

长久以来,中职物理教学局限于对抽象的概念、

公式定理讲授,脱离生活实际与学生的职业发展,导

致学生认为物理知识学习与自身无关.然而,物理学

知识作为一般生产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要贡

献的同时,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与职

业发展.中职学生未来作为一线劳动者,在工作中会

直面高电压机器、高温高压气体、含有辐射源的设备

等生产要素.只有以一定的电学、热学与核物理等方

面的知识为基础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些生产要素的危

险性并形成自我保护意识与安全意识.此外,人类对

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和对个体的尊重要求社会生产

必须注意对他人以及环境的影响.中职学生与物理

知识作为未来社会生产的人力要素与知识要素必须

适应这种发展理念的变化,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共

同创建和谐社会.

3.4 坚持不懈的品格

相较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院校的生源质量一

般比较差.以北京地区为例,中等职业院校的生源基

本都是中考成绩后20% 的学生.中职学生在学习习

惯、学习方法、意志品质等各方面均与同龄人存在着

较大差距.相较于其他学科,物理学科的知识内容具

有很强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对中职学生的学习习惯、

学习方法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不良学习习惯的改正、

错误学习方法的摒弃需要中职学生坚持不懈地进行

练习才可能实现.
从课程内容上来看,物理教学内容中的思想、观

念、知识、方法与手段本身就是物理学家不断纠正错

误不懈努力的劳动结果.学生在物理知识的学习中

也只有经历不懈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才能真正掌握

物理概念与规律.以电场强度这一概念为例,在笔者

6年的中职物理教学生涯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学

生到中职物理课程结束仍然无法正确地使用电场强

度的定义式进行简单计算.经过访谈与调查问卷发

现,部分中职学生一旦发现某一知识点较难掌握,就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彻底放弃.可以看到,坚持不懈品

格的培养在中职物理教学实践中具有非常强的现实

意义,是立足于中职学生能力基础与物理学习要求

的德育元素.

4 物理学科德育元素在“牛顿运动定律”教学中融

入的实践

  “牛顿运动定律”一节是中职物理第一章“运动

与力”的重点内容,也是整个中职物理知识体系构

建的关键节点.该节课程以牛顿三大定律的理解与

应用为主要内容,共计3课时,在中职物理中具有很

强的代表性.笔者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智能楼

宇信息技术专业中职物理课程为依托,从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两个方面,进行了在“牛顿运动定律”教学

中融入物理学科德育元素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4.1 立足专业培养目标的素质与德育要求重构教

学目标

虽然《中职物理课程标准》对于“牛顿运动定

律”这一节课有一定的具体要求,但《中职物理课程

标准》的设计注重普适性,其教学要求如果作为教

学目标则专业针对性稍显不足.对于中等职业院校

各专业而言,培养目标中的知识与能力目标一般都

是针对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只有素质与德育要求

既具有专业特色又适用于公共基础课.因此,立足于

智能楼宇信息技术人才培养方案当中“学生要具有

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敢于创新,养成认真严谨的职

业习惯,具备较强的信息搜集与加工整理能力,能够

运用逻辑思维方法进行问题研究和方案制定”的要

求与牛顿运动定律的具体内容,可以将教学目标做

出改进,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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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专业要求的教学目标设计

目标类型 课程标准中的要求 改进后的目标

知识目标

 (1)知道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

度,能解释生活中有关的惯性现象.

 (2)通过实验,了解加速度与物体

所受合外力、物体质量的关系,理解

牛顿第二定律.

 (3)通过实验,理解牛顿第三定律

 (1)学生通过牛顿第一定律的学习,能够简单复述牛顿第一定律

的内容与惯性的概念,并说出一个生活中与惯性有关的现象.

 (2)学生通过观察演示实验,能够自己说出质量、力、加速度之间

的关系,并可以写出数学表达形式.

 (3)学生通过实验,能够说出两个及以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

特点

能力目标

 (1)能区别相互作用力与平衡力,

能 用 其 分 析 生 产、生 活 中 的 有 关

问题.

 (2)能运用牛顿第二定律进行简单

计算,能用其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

关现象

 (1)学生经历将牛顿第二定律进行实际应用运算的过程,能够根

据课前调查获取的电梯加速度、质量等数据计算电梯受力.

 (2)学生能够分析电梯匀速上升过程中的受力情况,并指出哪些

是相互作用力、哪些是平衡力

素质目标

 收集资料,了解科学家牛顿在科学

上的贡献和生平事迹,在课堂上讨论

交流,发展科技传承、质疑创新等物

理学科核心素养

 (1)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收集牛顿的生平事迹并进行整理,能够实

事求是地对牛顿进行简单评价.

 (2)学生通过完成加速度测量仪改装实验并达到基本要求,形成

严谨细致的学习态度与迎难而上、坚持不懈的实践品格.

 (3)学生通过学习牛顿第一定律诞生的物理学史,能够形成人类

历史螺旋上升的唯物主义观念,并能够说出一个类似的科学史实.

 (4)学生通过了解牛顿运动定律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形成知识

应用要考虑新发展理念、人文关怀等社会责任的观念

4.2 结合知识内容与职业应用中的德育元素设计

教学过程

4.2.1 课前阶段:立足专业培养学生科学精神

相对于普通高中的学生,中职学生对自己未来

职业发展方向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乐于通过实际操

作建立感性经验来认识世界.基于中职学生的这两

个特点以及“牛顿运动定律”的具体教学内容,笔者

以小组为单位设计了两项课前任务.
任务1:以小组为单位分工记录一部货梯、客梯

以及施工升降机的额定速度、加速度与乘坐时的舒

适度.
设计思路:电梯监测与维修是智能楼宇信息技

术专业从业人员的重要任务内容.学生通过记录数

据与感性体验,初步建立受力、速度、加速度之间的

感性认识,并在小组合作中建立合作意识.
任务2:以小组为单位分工收集牛顿生平资料,

并对牛顿进行评价.
设计思路:通过收集牛顿的生平资料,了解牛顿

对人类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以及克服困难勇于攀登

的科学精神.
4.2.2 课中阶段:针对知识内容融入自然辩证法

与社会责任

牛顿运动定律相关的物理学史以及牛顿运动定

律的应用是本节课的重点内容也是自然辩证法、社
会责任等德育元素的良好载体.笔者通过将这两部

分重点内容进行拓展延伸以及思想升华,将德育元

素有机融入到教学当中,如表2所示.
4.2.3 课后阶段:职业任务引领,培养坚持不懈的

品格与劳动精神

牛顿运动定律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中职物理课程标准》中将“科学实践与技能”作为

中职物理核心素养,并指出科学实践与技能“是通过实

践活动实现观察、操作、运用、设计等改进和优化的手

段,是提升实践意识、工程思维和技术能力的途径”.立
足于智能楼宇信息技术专业实际和科学实践与技能的

素养要求,笔者设计了以小组为单位将弹簧测力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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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为加速度测量仪的实操任务.从实践情况来看,学生

一般难以一次性完成该项改装任务,往往需要多次尝

试才能够获得合格的作品,因此,非常适合培养学生耐

心细致坚持不懈的品格与劳动精神.因此,该项实操任

务可以有效地实现坚持不懈品格与劳动精神等德育素

养,以及“科学实践与技能”等核心素养的提升.
表2 德育元素在教学过程中的结合点与融入方法

教学内容 具体结合点 德育元素 融入方法

 牛 顿 运 动 定 律

中的物理学史

 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到伽利略的理想

实验,到笛卡尔的表述,再到牛顿对运动与

力关系的认识

 人类对真理的认识是

螺旋上升的

(自然辩证法)

 教师讲授物理学史并于

结尾总结升华

 牛 顿 运 动 定 律

在 电 梯 设 计、汽

车、军事等方面的

应用

 电车惯性进行能量回收
 新发展理念

(社会责任)

 电梯运行的加速度计算与乘客舒适度
 人文关怀

(社会责任)

 我国自行火炮降低后坐力影响的努力
 人文关怀、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

 教师通过讲解实例引导

学生思考设计用意并尝试

列举其他实例

  中职物理学科德育的实施是中职物理课程回

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中职物理课程育人本

质的集中体现.立足于中职物理学科本质、课程内容

以及学生基础提出的自然辩证法、科学精神和劳动

精神、社会责任、坚持不懈的品格4项基本德育元

素,将有助于指导中职物理学科德育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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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xplorationandIntegration
MechanismofMoralEducationElements

inPhysicsCoursesinSecondaryVocationalSchools
———TakingBeijingVocationalCollegeofLaborandSocialSecurityasanExample

RenChao ZhuShenyue WangLinna LiJinzhu
(BasicCollege,BeijingVocationalCollegeofLaborandSocialSecurity,Beijing 100029)

Abstract:Basedonthecurrentsituationofthelackofmoraleducationresearchonphysicscoursesinsecondary

vocationalschools,afteranalyzingmoraleducation′scharacteristicsoftheeraandthemoraleducationfunctionof

physicscoursesinsecondaryvocationalschools,fourelementsofmoraleducationareputforward,including

dialecticsofnature,scientificspiritandlaborspirit,socialresponsibility,andperseverance.Takingthesection
“Newton′sLawsofMotion”asanexample,theteachingdesignbefore,duringandafterclassisreconstructed

accordingtothemoraleducationrequirementsofIntelligentBuildingInformationandTechnologymajors,andthe

organicintegrationofmoraleducationelementsinteachingisrealized.

Keywords:physicscoursesinsecondaryvocationalschools;moraleducation;moraleducation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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