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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和“学生发展成为怎样的人”这两个问题,围绕“教育定位、育人模型、

发展策略、评价方法”这4个话题展开,对当前教育的热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教育与培养,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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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

实力和创新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创新驱动的核心要

素.《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的发布,为

我国学校教育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将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的概念界定为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

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1].并将上述概念具体化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

社会参与”3个方面,综合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

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

养,细化为“人文积淀、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
总体框架虽为育人模式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活

力,但其关键还在于如何具体落实到物理的教育、教

学中去.变教学为教育,变授业为育人,这才是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教育的真正目标.由此目标出发,确定

其价值定位,建构其育人模型,实施其成才策略,探

索其评价方法是当前学科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现

以高中物理教育为例,对其育人策略进行思考.

1 教育定位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教育的价值定

位.学生的终身发展需要培养,社会发展需要人才.
物理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出当今社会发展需要量最

大的科技创新人才,这已成为国际共识.科技创新人

才的必备品格包含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这两个要

素,这就是文化基础.科技创新人才的关键能力包含

学力、智力和动力这3个要素,这就是能力基础.为

创新人才的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必备的文

化、学力、智力和动力,是中学物理核心素养教育的

价值定位,也是笔者的校本化探索.

1.1 文化定位

文化是人存在的根和魂[2].文化素养,重在人

文、科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和运用人类优

秀的智慧成果、涵养精神,使学生发展成为有宽厚文

化基础、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对高中物理核心素养

的教育而言,将它定位于“人文、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这5个文化要素,需要教师的用心培育.物理

学家的“锲而不舍、追求真理和奉献情怀”是人文素

养的核心.“物理知识、物理方法、物理思想、物理观

念和物理精神”是科学素养的核心.它好比一棵大

树,知识是叶,方法是枝,思想是干,观念是根,精神

是大树需要吸收的养料和水分.与物理相关的“实验

技能、学具制作、‘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是技术素

养的核心.综合实践活动中的“方案设计、研究成果、

创造发明和创客创意”是工程素养的核心.“物理公

式、函数方程、逻辑推理和图像图表”是数学素养的

核心.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被美国称之为总统工

程的STEM 教育[3],在国家实力的比较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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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学位的人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指标.将其作

为学生发展物理核心素养教育的文化定位,已经是

世界潮流.

1.2 学力定位

学力是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简称.它能反映

学生的知识水平以及在接受知识、理解知识和运用

知识方面的能力水平.对物理核心素养的教育而言,

将它定位于“自学、实践、探究、综合、创新”这5个能

力要素,需要教师的精心培养.自学能力是衡量一个

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养,是学生终生发展的第一

需求.实践能力是学生设计方案、解决问题而必备的

能力,是学生将来立足社会的长久之计.探究能力是

还原物理学家发现规律过程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它

是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方式.创新能力是学

生对已有知识进行拓展,形成新方案、新工艺、新成

果的能力,是学生攀登科学高峰的洪荒神器.

1.3 智力定位

智力是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

精神能力,它是学生用智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能

力反映.对物理核心素养的教育而言,将它定位于

“观察、记忆、思维、想象、创造”这5个智慧要素,需

要教师的细心开发.观察力是学生通过观察而发现

新奇事物的能力,它是学生智慧的眼睛.记忆力是学

生识记、保持、再认和重现客观事物所反映的内容和

经验的能力,它是学生智慧的仓库.思维力是学生对

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能力,它是学生智慧的

核心.想象力是学生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在头脑中

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它是学生智慧的翅膀.创造力

是学生产生新思想、发现和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它是

学生智慧的结晶.若把思维力比作智力活动的加工

厂,则观察力就是该厂的情报员,记忆力为仓库保管

员,想象力成了推销员,创造力也就是该厂最具实力

的拳头产品.

1.4 动力定位

动力是影响学生智力活动和智力发展的潜在能

力,它是学生优秀品格的潜能反映.对物理核心素养

的教育而言,将它定位于“求知、责任、习惯、自信、毅

力”这5个潜能要素,它是学生的潜在动力,需要教

师的不断激发.其中的求知欲是学生天生以来就有

的一种学习欲望,但需要激发才能变为强大的学习

动力.责任感是学生对自己、社会、集体、家庭和他

人,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动力.好习惯需要

学生长期的坚持,直到形成自觉性的行为能力方可,

它使学生的行为有可能达到自动化的境界,乃至主

宰自己的人生.自信心是反映学生对自己是否有能

力成功地完成某项活动的信任程度的心理能力,是

在自我肯定和充分估计的基础上,相信自己力量的

一种心理状态,它是学生成才的精神支柱.毅力是学

生为达到预定的目标而自觉克服困难、努力实现的

一种心理忍耐和持久能力,它是创新人才克敌制胜

的法宝.

2 育人模型

由于当今社会发展对人才需要量最大的是科技

人才,按其需要量的多少可分为“技术工人、能工巧

匠、科技人员、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这5大类,社会

发展对这5类人才的需要量是呈金字塔分布的,所

以物理教育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也应该与社

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层次需要相适应,由此可建构

起金字塔育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金字塔育人模型

2.1 层级分布

该塔为四棱锥结构,从底到顶依次为1,2,3,4,

5这5层设计.层级越高,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量就

越少.层1为企业发展需要量最大的技术工人设计,

物理教育必须确保每个学生的学业考核都要在合格

以上.层2为企业发展需要量较大的能工巧匠设计,

它要求学生在保证层1考核为优秀或良好的前提

下,层2的学业考核为优秀或良好.层3为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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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科技人员设计,它要求学生在保证层1和层2
考核为优秀或良好的前提下,层3的学业考核为优

秀或良好.层4为社会发展最需要的科技创新人才

设计,它要求学生在保证层1、层2和层3考核为优

秀的前提下,层4的学业考核为优秀或良好.层5为

社会发展而求才若渴的各级各类科技界领军人物设

计,它要求学生在保证层1、层2、层3和层4的考核

都为优秀的前提下,层5的学业考核必须为优秀.

2.2 侧面分布

该金字塔模型的4个侧面分别代表物理教育的

4个定位,如图2所示.

图2 金字塔育人模型侧面分布

正立面为文化定位分布,由底到顶5层分别为

“人文、技术、科学、工程、数学”,如图2(a)所示.左

立面为学力定位分布,由底到顶5层分别为“自学、

实践、探究、综合、创新”,如图2(b)所示.右立面为

智力定位分布,由底到顶5层分别为“观察、记忆、思

维、想象、创造”,如图2(c)所示.背立面为动力定位

分布,由底到顶5层分别为“求知、责任、习惯、自信、

毅力”,如图2(d)所示.

3 发展策略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使之成为社会发展需要

的各级各类的有用之人,是教育的本能.使学生发展

成为面广量大的技术工人(工人),是高中物理教育

的最低要求;使技术工人发展成为能工巧匠(能人),

是物理教育的目标;使能工巧匠发展成为科技人员

(技师),是物理教育的使命;使科技人员发展成为创

新人才(人才),是物理教育的追求;使创新人才发展

成为领军人物(人物),是社会发展的呼唤.高中物理

教育按照学生终身发展的自我定位,关注跨学科的

综合性和整体性,笔者设计了由“学生 → 技工 → 能

人 → 技师 → 精英 → 人物”这适应社会发展的五大

跨越,也由此得出了高中物理教育学生核心素养发

展及其培养的5个层次策略.

3.1 技术工人(技工)

层1的核心素养为所有高中生设计,其育人途

径设定在高中物理(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其他文科)

的课堂教学中.其文化素养主要定位在物理知识的

人文情怀上,学力素养主要定位在自学能力的养成

上,智力素养主要定位在观察能力的开发上,动力素

养主要定位在求知欲望的激发上.其教育目标是为

技术类专科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为学生能发展成为

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而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3.2 能工巧匠(能人)

层2的核心素养为层1的目标考核达到优、良

等级的高中生设计,其育人途径设定在课堂教学与

综合实践活动的结合中.其文化素养主要定位在物

理实验和信息技术的使用上,学力素养主要定位在

实践能力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上,智力素养主要定位

在记忆能力的开发上,动力素养主要定位在社会责

任感的激发上.其教育目标是为技术类工科学校输

送合格新生,为学生发展成为社会需要的能工巧匠

而打下扎实的技术基础.

3.3 科技人员(技师)

层3的核心素养为层1和层2的考核都达优、良

等级的高中生设计,其育人途径主要设定在高中物

理的课堂教学中.其文化素养主要定位在物理方法

和思想观念的提升上,学力素养主要定位在探究能

力的发展上,智力素养主要定位在思维能力的开发

上,动力素养主要定位在自我教育等好习惯的自动

养成上.其教育目标是为本一类理工科高校输送优

秀学生,为学生发展成为社会需要的科技人员打下

扎实的科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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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行业精英(精英)

层4的核心素养为层1、层2、层3的考核都达

优、良等级的高中生设计,其育人途径主要设定在入

围参加省级高中物理竞赛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其文化素养主要定位在对现象规律的批判质疑

上,学力素养主要定位在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上,智

力素养主要定位在想象力的开发上,动力素养主要

定位在自信心的激发上.其教育目标是为理工科一

流高校输送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学生并继续深造成为

研究生,为学生能发展成为社会需要的行业精英打

下厚实的理论基础.

3.5 领军人物(人物)

层5的核心素养为层1、层2、层3、层4的考核都

达优秀的高中生设计,其育人途径主要设定在入围

参加国家级高中物理竞赛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其文化素养主要定位在对定量探究的数学表达

上,学力素养主要定位在创新能力的提高上,智力素

养主要定位在创造力的开发上,动力素养主要定位

在坚忍不拔的毅力上.其教育目标是为理工科名牌

大学输送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学生并继续深造成为研

究生乃至博士后或出国深造,为学生发展成为社会

需要的科技行业领军人物而打下厚实的科技理论基

础.

4 评价探索

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物理教育的考核评价,要

有利于学生当今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学生整

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育人体系的完善和育人途径

的落实.其实传统的学业评价考核机制已经不适合

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评价,必须实施新的评价方

法.

4.1 评价载体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强调的是跨学科的综合能

力,反映的是学生的整体素质.而与高中物理教育密

切相关的学科教育有文科教育(以语文学科为核

心)、理科教育(以数学学科为核心)、艺术教育(以美

术学科为核心)、技术教育(以信息学科为核心).其

整体评价的载体莫过于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论文撰

写,它能综合反映学生的人文、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艺术等核心素养.因为论文的撰写要有文科功

底、理科素质、技术含量和艺术效果,所以将高中物

理研究性学习论文作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整体评价

的载体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4.2 评价途径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其教养与修养基础上的进一

步内化,是一个人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由教育、内

修、实践之后形成的人文底蕴、品格能力等,是一个

人内外素质的综合反映.所以,开展以学生的科技创

新成果为主题的论文答辩或演讲比赛就成了学生发

展综合能力素养的评价途径.因为在论文答辩或演

讲时,学生的人文底蕴、品格能力等内外素质都能一

览无余.

4.3 评价方式

如何确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综合水平达到哪

个层级? 科学测评是关键.笔者所在学校的物理教

研组配合一年一度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要求每

个学生在高中的前两年内独立申报一件科技创新作

品,经过小组展示评价后逐级择优推荐参加班级、年

级、学校、市、省、全国这6个层级18个等次(每个层

级有一、二、三等奖3个等次)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其作品的获奖等级就是该生综合素养的层级和

等次.如笔者的4位学生的作品《向心力探究仪》《磁

力回旋加速器》《电子测力计的设计与应用》和《安

培力定量探究仪》经上述的5层推荐,参加江苏省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都获物理类创新成果一等奖.这

4位学生综合素养的评价层级和等次为省级一等.
其中已毕业的3位学生分别被南京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录取.这些学生的发展目标可

定位在图1所示模型中的4层或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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