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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新趋势下,教师的专业发展、职业修养都是师范教育阶段的重要教育内容,本文

针对师范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缺乏的现状,结合物理专业提出在培养过程中通过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重视人文素质

的隐形培养,结合物理教材特点进行以文教化等途径将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科学技术教育进行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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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小学教师.
教师的言谈举止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师范生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未来所培养的

人才素质.大学的任务是“育人”而非“制器”,教育

的目标在于培养出有个性、有创造力、有判断力、有

高尚人格、有不断学习与自我完善能力与意识的人

才,更重要的是培养教书育人的教师[1].义务教育各

学科的课程标准也强调了课程的人文性目标,明确

申明课程要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说明

了人文素质教育在学生受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高等师范院校对师范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显得

意义十分重大.

1 师范院校物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现状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以及课程改革的不断

深入,国内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不胜枚举,特别是作

为素质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人文素质教育更是引

起广大学者专家们的普遍重视[2,3].高等师范院校

对于提高师范生的素质教育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对

学生师范专业技能的培训也越加重视,学生的专业

能力、社会服务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都有了不断

的提高.但是,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措施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4].笔者通过对物理

专业学生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发现:学生普遍认

为物理课堂过于枯燥、乏味,大部分老师都偏重物理

专业知识的传授,重视逻辑思维的培养,忽略了学生

对社会、对生活、对就业等物理素质的要求,忽略了

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在调查过程中还

发现:学生们基本上都能够意识到人文素养与文化

知识之间的合理关系,能够意识到人文素养对专业

以及今后工作的积极影响,但是又普遍觉得学校设

置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效果甚微.对于物理专业的

人文素质教育,专业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不

同步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物理

专业教师对于如何将专业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相结

合的探索力度不够;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尚且停留

在知识的传授上,缺少对于如何将人文知识内化为

人文精神的探讨;专业教师对于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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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性教育缺乏重视等.另一方面,对于物理教师教

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人文知识的获取主要来自于学

校开设的通识课程,学生对此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方

法和途径过于单一,缺乏主动学习意识;学习途径与

学习方法的单一性也导致了本专业学生对人文知识

的片面认识,从而无法使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相互

融合.

2 师范院校物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向.人文素质教

育是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的切入点,是培养素质教育

的出发点,更是弘扬师范教育特色的落脚点[5].当今

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

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随之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

全球危机,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高等教育中,专

业技术教育解决了如何做事的问题,而如何做人则

需要人文素质教育来解决.物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

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素材[6].主要表现在:

(1)物理学能够培养学生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

观.物理学中蕴含的自然规律体现了世界的物质性

以及物质世界的统一性;物理学中原理的建立和发

展体现了实践的第一性观点,也是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的具体表现.
(2)物理学能够培养学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的精神.物理学中每一个物理理论的建立过程都是

大胆想象和不断创新的经过;同时,物理与我们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与社会紧密相联,物理教育能够把

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新奇、有趣的现象展现在我们面

前,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能够有效培

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3)物理学能够培养学生科学的逻辑思维能力

以及严谨的科学作风.物理的学习不仅要进行逻辑

推理,还要进行抽象思维、实验验证,更需要用数学

工具表述物理的原理;而理论和实验都需要严谨性、

精确性、可靠性,物理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科学作风.
因此,物理学具有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又具有社

会教育及思想文化教育的双重功能.而在高校通过

物理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物理学

本身的特点和优势,也是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

3 师范院校物理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实践探索

  (1)优化物理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重视学生

对隐性人文素质的学习

在高等师范院校,受专业发展因素的影响,师范

生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的获得依赖于专业课程的学

习和专业教师的引导.专业教师的示范作用和榜样

力量对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7].物

理的教学过程不是单纯的物理知识传授过程,而是

理性与情感、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过程[8].由于传统

的大学教学模式是:上课了,老师来了;下课了,老师

走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沟通非常有限;又加上多

媒体教学模式的泛滥使用,尽管避免了物理课堂枯

燥的数学公式推导的乏味,活跃了课堂气氛,却使学

生无暇顾及到教师的言谈举止,降低了学生对教师

隐性知识的学习.基于此,物理电子工程学院,以我

校开展的“教师教学大奖赛”、“贤林讲坛”、“师德报

告”、“名师讲堂”以及“教师文化节”等一系列活动

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人文教育活动.在这

些活动中,除了本院优秀教师积极参与其中之外,优

秀的中学高级物理教师、省教育厅物理基础教育研

究中心的教育专家以及在各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研专家们频频受邀我校讲学,这些活动的开展,体现

了学校不仅重视本校教师教学技能的提高,更重视

丰富教师的人文底蕴,提高教师的教书育人能力.
除此之外,我校还实施了本科生导师制,即学生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作为本科学习阶段的指导

教师.导师要起到全面的监督和导向作用,既要负责

学生本科阶段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及毕业实习等

指导工作,还要及时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状

况等.这样,就使得教师的言传身教落到了实处,具

体而可行.使得每一位优秀的教师都能够点点滴滴

用自己的科学激情点燃学生的学习激情;也使得每

一位优秀的教师从日常生活中与学生的相处过程

中,通过自身高尚的情感、道德、人格以及辩证的思

维来感染每一位学生;使得每一位优秀的教师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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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物理课堂教学上充分发挥专业教育在人文教育

和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又可以在课下与学

生的交往中尽可能地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使学生

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将人

文因素渗透到专业课程学习当中.
(2)改善通识课程设置,拓宽人文知识获取的

途径

在传统的物理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学生对人

文素质知识的学习主要来源于学校所开设的通识课

程,一般以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为主,以个别人文、

历史以及艺术鉴赏课为辅的课程结构为主要模式;

教师的授课方式是“一刀切”模式,这些课程的设置

一般来说是对全校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开设的必修

课,教师不管学生来自于哪个院系、哪个专业,教学

内容及教学方式千篇一律,使得课堂效果枯燥无味,

学生无法提高主动学习兴趣,从而使得对人文知识

的获取比较有限,人文素质教育效果收效甚微.因

此,学校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体现物

理师范教育的人文性,拓宽物理专业教育的范围,改

革专业教学模式,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学习本专业之

外的知识的平台,以满足学生对非认知的情感和道

德方面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我校充分利用师范院校

教学改革的丰富经验,不断探索、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增强教学艺术.对于物理专业的学生,教师在传

统的通识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可根据物理专业的特点

适当地调整和侧重授课内容,既充分发挥高校通识

课程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又

将物理专业特点有效地融入到人文社科课程当中.
除此之外,我校还开设有数码摄影、奥运欣赏、运动

与营养、校园新闻采编、舞蹈赏析、茶文化、交往艺术

与沟通、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化、古代婚姻与文化、《老

子》导读等公选课程,努力为学生营造具有理论、知

识、艺术和人格魅力的教学氛围,努力实现科学知识

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教学目标.这些课程的开

设,拓宽了学生学习人文知识的途径以及范围,使得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好地选择合适的课

程来获取相应人文知识.
(3)结合物理教材的特点,重视以文教化

知识在教育中应起到“开启心智,陶冶性情”的

作用.教育的艺术在于要让受教育者把他周围的东

西加以“人化”,从而感受人性的东西:人的智慧、才

干和人对人的爱.物理教材中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

素材,物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完整的科学家的奋

斗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对重大发现过程的介

绍,向学生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如:

牛顿在树下被一个苹果砸到后悟到万有引力定律后

的热泪;布鲁诺被烧死前那震撼人心的话,他“崇尚

科学、为科学现身”的精神一直活在后世人的心里;

再例如玻耳兹曼和吉布斯敢于向权威挑战,在麦克

斯韦之后将统计方法彻底地引入物理学,突破了牛

顿等人的因果决定论思想等等.
除此之外,物理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可以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渗透一些“生活中的物理”来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解“角动量守恒”时,可

以结合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甚至会视而不见

的例子:“我们走路时为什么迈左脚时甩右手,迈右

脚时甩左手? ”“为什么跳水运动员在跳水时身体是

蜷缩的,而落水那一瞬间身体伸展? ”“为什么俗话

说‘猫有九命’? ”讲解静电屏蔽时,让学生思考“校

园里不同角落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高压变电箱是干

什么用的”等等.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善于通过生活

中的实例探索追求物理规律,乐于探究日常生活与

物理原理的关系,形成将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社会

与实践相结合的意识,让学生从日常生活中领略自

然的美妙与和谐,养成亲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与

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素养.物理课堂要重视理论

联系实际,联系与社会有关的问题,尤其是物理学在

高科技领域的应用,如航天技术、现代光学技术、环

境与能源等,在对待科学成果的态度上,我们应该

“颂扬创新,造福人类”,而不能利用科学的伟大成果

危害社会.
(4)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服务意识

人文知识的获取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奠定了

基础,人文知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和文化熏陶

才能内化为个人的人文素质[2].为此,院系组织了一

系列与物理专业相关的实践活动.比如,物理演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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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物理趣味知识竞答、趣味物理实验演示等,以及

每学期都要举行的“义务家电维修进社区”活动,每

年暑假都要开展的“暑期活动三下乡”等,都受到了

良好的社会评价.学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提高了

专业兴趣,实现了自我价值.物电院的“爱心学校”

社团在中秋节去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去问候,在六

一儿童节去福利院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祝福等,这

些活动的开展使得学生在不断丰富自己专业知识的

同时,也培养了感恩意识和回报社会的良好品质.

4 结语

人文素质教育是学生通过知识传授、环境影响、

实践活动等方式将先进的、科学的、积极的、优秀的

文化转化为自身内在品质的一个过程.需要每一个

人在日常生活、学习、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内化与升

华.人文素质以其广泛而又全面的内容贯穿于学生

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高等

师范院校物理教师的培养目标不能停留在塑造合格

的“物理教书匠”,更应该注重培养出具有浓厚人文

素养、过硬综合能力、高尚道德品质、既能教书又能

育人的“艺术家”[3].物理学中并不缺乏美,只是缺少

美的发现.爱因斯坦说,“无论多么好的食物,强迫吃

下去是不行的”.因此,高校人文素质的培养应该在

学生不经意之中在物理学科的内容与人文素质教育

有效结合下慢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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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asimprovingteachers′humanismquality,payingmoreattentiontoinvisibleinfluenceandaccordingtoeducation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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