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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行高中物理课标和教材存在致命的弊端,继承优秀传统的少而照抄照搬的多;弃系统性、科学性不

顾,伤害学生的认知心理;探究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失败;课标和教材本身严重缺乏创新;方案脱离实际.修改时应特

别注意扬弃糟粕.
关键词:改革照抄照搬  基础教育的探究失败  扬弃  启发式  系统性  科学性

  现行课标和教材在这一轮以课标为中心、以探

究为主要手段的创新理念的课改已经逐渐显露出它

的弊端[1],从以素质教育为中心制订课标教学目标

开始,设计者们的出发点严重偏离了我国的教育实

际[1].修改应该说是迫在眉睫了.笔者觉得必须先总

结清楚原因,明确方向后再进行修改,做到有效、高
效,避免盲目性.以笔者之见,本次课改是失败的[1].
很多东西是在步美国等西方国家教改失败的后

尘[2].从物理学科来说失误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照
抄照搬国外并不成熟的所谓经验,优良传统缺乏保

留;第二,忽视课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第三,忽视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课改设计中的指导,

缺乏扬弃式的吸收经验与保留传统;第四,探究式学

习在基础教育中是失败的[1,2],因为它忽视了中小

学生与成年学者之间的智力和知识经验差异.
本文笔者单就高中物理课标和相应的人教版教

材的修订谈几点看法和建议.

1 课标的几点缺陷

1.1 照抄国外的多 传统教育教学优势保留少

当初我国课程标准的制订可以说基本上是照抄

西方国家的经验而严重脱离了我国的实际国情[1]:

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

状,以及现有的体制机制[1].一套照抄照搬别人的

方案解决得了教育现状与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吗?

何况我国传统教育很多东西还是值得肯定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长补短,笔者非常赞同,

课标中的基本理念、新的思维,笔者也十分欣赏,但
在“长”和“短”都不明确的时候就去照抄照搬别人

的东西,那也只能是邯郸学步了[1].
1.2 系统性和科学性缺乏考虑

课改设计者们制订我国课标时,从国外搬来所

谓经验是“打破知识体系,不求其系统性,追求学生

兴趣、个性”,可学生最终的学习还是要在头脑中构

建一个知识的体系,形成一种知识结构,因此学生的

认知过程是有一定的逻辑顺序的,科学知识也是有

其内在逻辑联系的,课程、教材及其教学过程将这两

种逻辑按一定的顺序呈现给学生就是课程和教学的

系统性.学生的学习就是将所学知识在头脑中形成

一定的符合他们逻辑的、相对科学而有序的结构,这
就要求课程从学习者的心理发展规律出发,将外在

的课程内容以学生可接受的逻辑体系呈现给学生.
这是我国传统教育做得很好的地方,而今却错误地

把它当作缺点要改掉,实在令人费解[1].这次课改还

强调课程“整合”,强调情感领域与认知领域的整合,

强调相关学科在经验指导下的整合,却忽视了学习

者心理发展与教材结构逻辑的吻合[2] 这一主要整

合要素.而打破知识体系,不求系统性和逻辑性,单
纯追求学生兴趣、个性,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探究式

课改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温故而知新”,其一是说

温习旧知识会有新的体会,悟出新的道理,或者有更

深层次的理解;其二是说,学习新知识必须建立在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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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基础之上,没有旧知识作基础,无法建立新知

识,无法形成新概念.
因此,学生的学习必须是在学生已有知识的基

础上构建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离开这一

基本条件,谈什么创新、发展个性和兴趣都是空中楼

阁.
1.3 探究式为主的课改指导思想运用于基础教育

的失败

探究式运用于基础教育失败的另一主要原因是

错误地把中小学学生当成成年学者来对待[2].探究

式在大学各阶段,特别是研究生教育阶段应该是很

合适的.当然,培养全体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是所有教育者的责任.在中学阶段,创新教育的主要

思维品质体现在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整合性,从
思维过程来说体现为发散性、聚集性和指向性.高中

生也不外乎如此,更别说小学生、初中生了,他们根

本就不具备探究创新的条件,如果一定硬要去执行

所谓探究,国外[2]和我国的一轮实践事实证明是失

败的.
所以,这次以探究式为中心的课改,是在步美国

结构主义指导下课改失败[2]的后尘.
1.4 课标细致不够 缺乏详尽

课标的内容标准太粗略,教材编写和教学层次

高低难以把握.针对我国经济文化特点,应该有一个

科学的、统一的、具体化的细节标准,以利教材编写、

教育教学活动具体目标的确定、学生学业评价的顺

利开展.当然这个要求可以多层次、多指向.

2 教材的几点缺陷

2.1 受课标缺陷限制 缺乏创新突破

课标是教材编写、教师教学等工作的指导性文

件.可教材编写者们为什么不能站在更高一点的角

度去对教材内容的逻辑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作合理

的安排而创新呢?

2.2 教材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本次课标版教材有如下几点缺乏系统性、科学

性考虑:
(1)机械振动和机械波安排在静电场之后,示

波管原理无法理解[3];
(2)动量守恒定律放在选修3 5中割裂了力学

知识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而动量与能量知识是理解

选修3 3分子运动与碰撞、内能的基础;
(3)选修3 4中光与选修3 5中波粒二象性二

者分列,人为割裂了一个系统的整体性;
(4)电磁波放在选修3 4光之后也割裂了知识

的系统性.
2.3 编写理念上出现一些错误

(1)一味追求兴趣、个性、探究,忽视教材的系

统性、科学性和学生认知过程的逻辑性;
(2)缺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照抄照搬别人的

所谓经验,缺乏取舍;
(3)一味地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砍掉的内

容多,而渗透现代科技知识在国计民生中的应用做

得不够,这是可以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兴趣的

东西;
(4)一味地强调教师教学个性的发挥,缺乏真

正统一的标准和标高.如实验中测量仪器的读数缺

乏统一的规则标准[4],选修3 1教材第68页问题与

练习第1题对应与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给出的

答案甚至是错误的[4].
2.4 体现现代性和发展性不够 一味地强调学术研

究的多

教材多以比较单一的所谓“科学漫步”的形式

呈现学术研究的一些东西,这既忽视了现代性与发

展性,又丧失了发展学生个性、提高学生兴趣的机

会.
2.5 教材的讲述 分析及引导有些也很粗糙

如选修3 1中第35,36页示波管原理的分

析[3];选修3 1中第103页图课 1霍尔效应的原理

未指明所用材料,材料不同两侧所带电荷迥异[5];选
修3 3中第9页分子动理论的讲述等.

3 现行课标和教材的修改建议

由于课标对教材和教学有太多的约束,所以建

议课标和教材同步修改最好.
由以上分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的诸

多弊端,笔者认为高中物理课标和教材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修改.
3.1 课程理念上的创新与矫正

(1)继承与吸收借鉴、创新相结合

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继承我们自己优秀的东西,

抛弃那些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东西,创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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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适应我国当前和今后社会发展需要的东西.
1)继承优秀传统理念

a.“两主”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学生主体,教师

主导.当然这在课标中也强调过.
b.启发式教学理念.笔者20世纪90年代有幸

参加过有关学术会议,当时请来的是国际物理教育

委员 会 委 员、德 国 多 特 蒙 德 大 学 教 授 D.K.
Nachtigcall博士,他在几次大会上均强调了“同化·
顺应·认知与心理冲突”[6]在物理教学中的运用.但
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后他给大家指出该教学理

念的出发点是我国大教育家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

不发”.我们花那么大的心血请来的国际著名专家,

念念有词训导我们的却是我们老祖宗的遗训! 那么

多成功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绝大部分是由此衍

生出来的! 学习国外的东西是必要的,但也不要崇

洋媚外!

c.因材施教.
d.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
e.注重系统性、科学性,循序渐进.
f.发挥主观能动性应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

g.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课标和教材的编写时显

得尤为重要,对指导教师的教学也同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2)科学、合理地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教育思

想中有益的东西

a.“三维(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b.以学生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
c.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发现法教学与培养

学生兴趣、个性相结合.如果再将启发式理念渗透始

终,那就再好不过了.
d.更新陈旧不适的观念,引入发展变化的思想.
e.体现基础性、时代性、多样性.
(2)扬弃探究式,取而代之则应是以启发式为

中心的、深层次的创新教育的改革.
3.2 课标和教材修改补充建议

(1)笔者认为课标和教材有关内容呈现顺序可

作如下修改:

选修3 1动量守恒定律、机械振动、机械波;

选修3 2静电场、恒定电流、磁场;

选修3 3电磁感应、交变电流、电磁波、传感器;

选修3 4光、波粒二象性、波的个性与共性(笔
者补充)、相对论简介、原子结构和原子核;

选修3 5分子动理论、气体 固体 液体和物态

变化、热力学定律.
至于高考等考试可划定考试模块,根据需要灵

活确定具体的考试内容.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取决于

考试内容的多少和试题的难易程度,丝毫不在于教

材内容的先后顺序安排上.
(2)注重基础,体现现代性和发展性,以此培养

学生的兴趣、发展个性.例如:

1)力学中介绍建筑结构中的力学问题、航空

航天的现状与展望;

2)电磁波中介绍电磁波的传播与介质的关

系,展望其发展前景;

3)量子通信的优势前景与研究现状;

4)光计算机的现状与前景展望;

5)材料科学与物理、化学的联系,以及其学科

发展与现代科技进步的关系;

6)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节能减排

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7)生活垃圾、农村农作物秸秆如何变废为宝,

节约能源和资源等等.
通过课文、阅读材料、前沿知识介绍等,甚至可

以适当跨学科整合,介绍一些既与经济社会密切相

关,又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发展个性大有裨益的东

西,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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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Fusong

(No.4MiddleSchoolofXinzhouDistrict,Wuhan,Hubei 430404)

Abstract:TherearemanyfatalabusesincurrentseniormiddleschoolPhysicscurriculumstandardandtextbook:It

carryoutstandingthetraditionisalittle,andittoo muchcopyindiscriminatelytheexperienceofothers;Itdiscard

systematicness,scientificcharacter,anditinjurestudent’understandingpsychometry;Probeintoisloseinelementary

education;Thecurriculumstandardandtextbookseriouslackblazenewtrails;Theschemelosecontactwithreality.We

mustespeciallysublatedrossinrevisethebooks.

Keywords:reformtoomanycopy;probeintoisloseinelementaryeducation;sublate;elicitation;systematic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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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character

(上接第99页)

中有n个节点和p 条支路,可列出p-n+1个独立

的回路电压方程.实际上,该表述只是给出了一个有

n个节点和p 条支路的复杂电路应该具有的独立回

路的个数,并没有给出选择独立回路的具体方法,因
此,说文献[3]中提到的方法简明也欠妥.

另外,第27页第三段中还提到:文献[4]和[5]

叙述的独立回路选择方法实则是相同的.事实上,文
献[4]和[5]中叙述的方法也并非完全相同.文献

[5]中的方法(网孔法)只适用于平面网络或可化为

平面网络的立体网络(网孔对非平面网络没有意

义),而文献[4]中的方法(断路法)对平面或立体网

络均成立.仍以文献[1]中的惠斯登电桥(图1)为

例,根据网孔法,只能选出一组独立回路(包含

ABDA,BCDB 和ADCEFA 三个回路),但根据断

路法,由于起始回路选择的不同,可以选择出多组独

立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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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provementSuggestiononComparing
theSelectionMethodsofIndependentCircuit

HeKunna LiChunyan JinZhonghui
(DepartmentofAppliedPhysics,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Abstract:Thepaperdiscussedtheconclusionofapaper“thecomparisonofselectionmethodsofindependentcircuit”,whichwas

publishedatphysicsexpress,No.8,2013.Somebiasedclaimswereanalyzedandtheimprovementsare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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