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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态度与责任既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一,也是高中物理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学好物

理所要具有的必备品格.对中美高中物理教材中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内容及呈现进行比较,找出中美高中物理在科学

态度与责任教学理念、培养目标上的异同,以期为教师教学能更好地完成该教学目标提供参考.通过对比发现美国

偏向于对学生科学本质观的培养,而中国更注重对科学本质和科学态度两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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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作为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承载着教

学活动中最基本的教学内容,是师生间进行教学活

动的主要依据.我国现行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指出物理教育不仅要教

会学生学习物理知识及科学方法,更要让他们认识

到科学本质,帮其形成正确对待科学的态度,促进

学生的发展[1].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

养,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对物理的厌学心

理,提高课堂效率,更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念,促进物理学科的发展.对中美两国教材

中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内容及呈现进行比较,可以

深刻了解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差异,体会其对科

学态度与责任培养的关注点及常用方式,帮助我

国一线教师正确理解其教学目标的所在意义,并
为我国一线教师教学提供新思路,使学生形成正

确的科学态度观念.

1 问题的提出

1.1 科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指在认识科学本质、认识科

学·技术·社会·环境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探

索自然的内在动力,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和持之以恒

的科学态度,以及遵守道德规范、保护环境并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责任感,主要包含以下3个要素:科学本

质、科学态度、社会责任[2].图1是对“科学态度与责

任”中三要素的概念界定.

图1 “科学态度与责任”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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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

为保证研究的有效性,中美两国所选教材教学

内容需大致相同,因此本文选取我国高中物理教材

中使用率最高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普通高中

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必修1、2册)和美

国高 中 主 流 理 科 教 材 Physics:Principlesand
Problems上册(以下简称PPP)为研究对象.

文章从呈现方式和内容选择两个方面对中美高

中物理教材中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呈现进行比较研

究.其中对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内容选择以教育部发

布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的3个要素为准,统
计时以“处”为单位,意义完整的皆为一处,无字数

限制;呈现位置中的专栏指的是人教版教材中的“科
学漫步”“拓展学习”“STSE”;PPP 中的“未 来 技

术”“物理学前沿”“技术与社会”.

2 中美高中物理教材科学态度与责任呈现比较

2.1 中美高中物理教材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内容选

择比较

本研究从“科学态度与责任”所包含的科学本

质、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3个方面对中美高中物理

教材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内容选择进行统计,对其内

容属性的界定依据其定义来归类.如:《必修2》中出

现的“能量是人们研究物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物

理量,是物质运动的统一量度.物体运动虽然形式各

异,但是每种运动都具有相应的能量.能量及其转化

将各种运动统一、联系起来”,这段文字揭示了能量

与运动的关系,是对能量的解释,也是对科学本身的

回答,因此将其归于“科学本质”范畴;PPP 中出现

的“当新的实验提供了新的视角,或有了新的观测发

现时,原有的理论就会被修改.自由落体的理论就经

历过多次的修正”,这段文字体现出对待科学要有严

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将其归于“科学态

度”范畴.表1为“科学态度与责任”内容选择统

计表.
表1 “科学态度与责任”内容选择统计表

教材版本
内容选择

科学本质/处 科学态度/处 社会责任/处

人教版 37 23 6

PPP 39 4 5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科学态度与责任”内容

的选择上,中美高中物理教材更多偏重于对科学本

质的体现,分别占总量的56% 和81%;在科学态度

的体现上,人教版教材远多于PPP;而在社会责任

部分,中美教材中的体现均较少,仅占总量的9.1%
和10.4%.

在内容的选择方面两国差异较为明显.在科学

本质方面,中美两国高中物理教材在该部分内容的

体现上数量均占比很大,说明中美两国均十分重视

对学生科学本质观的培养.科学本质是回答“科学是

什么”的问题,要教给学生应该如何看待“科学”,两

国对于该部分具体内容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表2
为两国对“科学本质”的内容选择统计表.从表中能

看出人教版教材在对学生进行科学本质观的培养上

内容选择大多从物理学史和自然界的常见现象出

发;而PPP 大多从物理与社会生活、科技发展的角

度出发,从而对学生的科学本质观进行培养.
表2 “科学本质”内容选择统计表

教材版本

内容选择

物理

学史/处

自然

现象/处

现代

科技/处

社会

生活/处

人教版 14 14 4 5

PPP 5 6 13 15

  在科学态度方面,中国高中物理教材对该部分

的体现上远多于美国高中物理教材,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中美两国对于科学态度的要求上有所

差异.在中国,廖伯琴教授指出,科学态度一方面应

使学生认识到科学与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物理作为

科学的基础学科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两

者之间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应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

态度价值观念[2].而美国对待科学的态度是要有好

奇心,尊重事实证明,具有批判性思维,有灵活性,以

及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有尊重生

命和环境的觉悟[3].由此来看,中国对于科学态度的

要求更容易体现于教材中,尤其是在学生了解科学

和人类以及社会的关系方面,而美国对科学态度的

要求更多的需要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学生进行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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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责任方面,中美两国高中物理教材中对

于该部分的体现均较少.对于该部分内容,更多的需

要教师对学生加以引导,让学生理解物理学的人文

关怀与社会责任,这对于物理学及社会的发展是非

常重要的.

2.2 中美物理教材科学态度与责任呈现方式的

比较

对中美高中物理教材中 “科学态度与责任”的

呈现方式从呈现形式和呈现位置两个方面进行统

计,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科学态度与责任”呈现方式统计表

教材版本
呈现形式 呈现位置

文字描述/处 图文并茂/处 章首语/处 旁注/处 章节内容/处 专栏/处 习题/处
总量/处

人教版 48 15 7 27 18 12 0 63

PPP 35 13 9 10 12 8 9 48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呈现形式上,中美高中物

理教材在“科学态度与责任”的编排上均有文字描

述和图文并茂两种形式,且皆倾向于文字描述,分别

占总量的77% 和73%,图文并茂形式应用较少.在

呈现位置上,中美高中物理教材在该部分的设置均

有章首语、旁注、章节内容和专栏4种呈现方式,且

都集中于旁注和章节内容两个位置,但人教版更多

呈现于旁注当中,而PPP 更多呈现于章节内容之

中;不同点在于PPP 在习题中也有对学生科学态度

与责任的培养,而人教版中没有.

从上述两项对比来看,中美两国高中物理教材

在呈现方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最大的不同点在

于PPP 在每一章的章末习题中都设置了“科技写

作”模块让学生进行开放性的学习,自行探究写作,

让学生在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感受科学的发展,

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态度与责

任的发展.如:“研究并阐述伽利略对物理学的

贡献.”

3 教学启示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高中物理核心素养4个组

成部分中的最后一个,然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

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他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

是激发他奋发图强、拼搏向上的动力源泉.教师在对

科学态度与责任目标的阐述过程中不应只是泛泛而

谈,可以从3个方面出发,结合教材中有关“科学态

度与责任”的相关内容,重点理解,以实现目标的合

理性和实用性.
在对学生科学本质观的培养上,最重要的是让

学生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看待物理学,借助

物理学科的优势,在对物理知识的讲解过程中深化

学生对于科学本质的理解.教师可以借鉴PPP 中的

从物理与社会生活、科技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物理

知识对学生进行科学本质观的培养,这样更容易拉

近物理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要注意我国对该

部分内容的选择,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

进行合适的选择.
在对学生科学态度的培养上,发挥我国对学生

科学态度培养方面教材内容安排的优势,并借鉴美

国对科学态度的要求补充发展,教师在教学中要充

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加强对学生的引导,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
在对学生社会责任的培养上,两国虽都涉及不

多,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意渗透,让学生认识

到物理对社会发展及科学本身发展的重要性,可以

学习PPP 在作业中加入开放性的问题(例如:研究

并阐述伽利略对物理学的贡献),引发学生对物理学

的思考,进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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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之重,它是保障学习的有效性、深入性、综合性

的关键环节,因此教师在围绕主题进行实施流程设

计时需要反复推敲,审慎思考.

3.4 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的综合资源平台

由于跨学科实践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可能会远超

过国家课程内容,所以跨学科实践在实施时应充分

利用科技场馆、少年宫、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工厂等

机构,丰富、拓展物理跨学科实践学习资源.学校要

创造条件,合理安排并组织参观考察、实践体验、实

验探究等活动;同时动员学生家庭,利用学生家庭中

有涉及科技工作的资源,开展多样性的实践活动,以

尽量满足学生在实践活动对资源的需求,保障活动

的持续开展.

跨学科实践学习既是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全新挑

战,也是促使教师转变教育观念,真正从“育分”走

向“育人”的重要契机,它为实现培养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

供了新的方向,本文以物理学科为例对跨学科实践

的实施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不足之处还需要相

关内容不断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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