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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新旧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模块维度的变化,以课程标准比较研究的范式,从3条线索展开比较分

析,得出了新课程标准是在旧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完善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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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科技的迅猛

发展和对人才素质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已经进行

了两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3年我国教育部颁布

了《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03年版)》[1](下面简称

《2003年版》),首次以课程标准取代教学大纲,提出

物理教育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保障了学

生的学习权,满足全体学生的终生发展需求.为了面

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教育部于2017年颁布了《普通高中物理课

程标准(2017年版)》[2](下面简称《2017年版》),围

绕学科核心素养建构课程体系,提出高中物理教学

应进一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和发展.

在《2017年版》颁发之后,国内已有学者对两份

课程标准从整体和结构上进行了比较.西南大学廖

伯琴教授分析了《2017年版》所体现出来的物理课

程结构及其功能问题的变化,并阐述了变化缘于针

对《2003年版》实施的问题调研[3];昆明市赵坚老师

则从课程结构、理念、目标与实施建议等多个维度对

两份课程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出教学建议[4].

对课程标准的比较一般包括课程框架结构

——— 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

结构 ——— 课程内容 ——— 实施建议等6个方面的比

较.课程标准中的课程内容维度包含了模块和主题

两层维度,已有的文献还未对课程内容进行比较,又

由于主题比较篇幅较长,本文将选择3条适当的比

较线索,利用列表法、统计法对新旧课程标准的模块

进行比较.

1 以物理学板块为线索

以物理学的板块划分 ——— 力、热、光、电磁、原

子,比较内容为《2003年版》的高考考试范围(必修1

+必修2+选修3系列)和《2017年版》的等级性考

试范围(必修系列+选择性必修系列).
(1)对模块主题以物理学板块进行划分,并对

各板块主题数目进行统计,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

《2017年版》在力学、热学和原子板块的主题数量都

有所减小,导致主题总数比《2003年版》减少了3

个.
(2)通过表1加粗的主题可以发现,《2003年

版》高考考试模块和《2017年版》等级性考试模块的

变化幅度不大,但内容出现了整合和新增.

整合的内容:《2003年版》力学部分的“相对论”

和“经典力学的成就与局限性”被整合为“牛顿力学

的局限性与相对论初步”;《2003年版》热学部分的

“分子热运动与统计思想”不再作为独立的主题出

现,而是与“固体、液体和气体”主题整合为一个主

题;《2003年版》电磁部分的交变电流不再以独立的

主题出现,而是与“电磁感应”主题整合为新的主题

“电磁感应与应用”;《2003年版》的“原子核”和“原

子结构”整合为“原子核原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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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分板块的模块主题比较表(相似主题同行呈现)

   课标名称
板块分类    

《2003年版》 《2017年版》

力

运动的描述
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

机械能与能源
抛体运动与圆周运动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碰撞与动量守恒

相对论
经典力学的成就与局限性

机械运动与物理模型
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
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

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动量与动量守恒定律
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与相对论初步

热

分子动理论与统计思想
固体、液体、气体

热力学定律与能量守恒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固体、液体和气体
热力学定律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光 光 光及其应用

电磁

电场
电路
磁场

电磁感应
交变电流

电磁振荡与电磁波
传感器

静电场
电路及其应用

电磁场与电磁波初步
磁场

电磁感应及其应用
电磁振荡与电磁波

传感器

原子
原子结构
原子核

波粒二象性

原子与原子核
波粒二象性

表2 分板块主题数量统计表

力 热 光 电磁 原子 总计

《2003年版》 8 4 1 7 3 23

《2017年版》 7 3 1 7 2 20

  新增的内容:在《2017年版》的电磁板块中出现

了“电磁波初步”和“电磁波”两个主题内容,呈现了

概念学习层次递进、螺旋上升的特点.

2 以共同必修模块为比较线索

第2条线索是以共同必修模块顺序进行比较,

比较内容为《2003年版》的共同必修模块(必修1+
必修2)和《2017年版》的共同必修模块(必修1+必

修2+必修3),比较表格如表3所示,分析结果如

下.

表3 共同必修模块比较表(相似主题同行呈现)

《2003年版》 《2017年版》

必修1
运动的描述

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
机械运动与物理模型
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

必修2
机械能与能源

抛体运动与圆周运动
经典力学的成就与局限性

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
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与相对论初步

必修3

静电场
电路及其应用

电磁场与电磁波初步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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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将电磁学知识纳入必修中并自成一个必修

模块,必修模块数量由2个变为3个,必修模块的内

容由原来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变为运动学、动力学与

电磁学三足鼎立的局面,知识广度扩大,知识深度降

低.必修模块数目的增加会导致某些学校为了等级

考和合格考的进度选择在高一一年完成3个必修模

块的教学工作,这是否会增加一线教师和学生的负

担,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2)从运动学和动力学来看,《2017年版》相比

《2003年版》除了多了“相对论初步”这一主题,其他

变化甚微,仅对主题的名称进行了完善,主题数量没

有变化,主题的一一对应性非常吻合.但必修中针对

运动学、动力学的区分依旧不明显,成相互渗透之

势.

3 以共同必修模块和选择性必修模块顺序为比较

线索

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指导考试大纲的制

订,在《2017年版》正式颁布之前,《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物理科)》的考试内容为共同

必修模块和选修3模块,其中必考内容包括共同必

修模块和选修3 1,3 2,3 5模块,选考内容为选修

模块3 3,3 4两个模块的内容.经初步分析,上述

高考考试内容(必考+选考)与《2017年版》的等级

性考试内容 ——— 共同必修模块和选择性必修模块

有较大相似度,因此对两者进行模块比较如表4所

示(表格的排列顺序按照右列《2017年版》的模块顺

序编排,相似主题在同一行呈现).
表4 共同必修+选择性必修模块比较表(相似主题同行呈现)

《2003年版》 《2017年版》

运动的描述(必修1) 机械运动与物理模型(必修1)

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必修1) 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必修1)

机械能与能源(必修2) 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必修2)

抛体运动与圆周运动(必修2) 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必修2)

经典力学的成就与局限性(必修2)

相对论(选修3 4)
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与相对论初步(必修2)

电场(选修3 1) 静电场(必修3)

电路(选修3 1) 电路及其应用(必修3)

电磁场与电磁波初步(必修3)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选修3 3)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必修3)

碰撞与动量守恒(选修3 5) 动量与动量守恒定律(选择性必修1)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选修3 4)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选择性必修1)

光(选修3 4) 光及其应用(选择性必修1)

磁场(选修3 1) 磁场(选择性必修2)

电磁感应(选修3 2)

交变电流(选修3 2)
电磁感应及其应用(选择性必修2)

电磁振荡与电磁波(选修3 4) 电磁振荡与电磁波(选择性必修2)

传感器(选修3 2) 传感器(选择性必修2)

分子动理论与统计思想(选修3 3)

固体、液体、气体(选修3 3)
固体、液体和气体(选择性必修3)

热力学定律与能量守恒(选修3 3) 热力学定律(选择性必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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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2003年版》 《2017年版》

原子结构(选修3 5)

原子核(选修3 5)
原子与原子核(选择性必修3)

波粒二象性(选修3 5) 波粒二象性(选择性必修3)

3.1 《2017年版》对《2003年版》的主题进行了整

合

由表4可知,《2003年版》必修2的“经典力学的

成就与局限性”和选修3 4的“相对论”整合为

《2017年版》必修2中的“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与相对

论初步”;选修3 2模块的“电磁感应”与“交变电

流”整合为《2017年版》选修选择性必修2模块中的

“电磁感应及其应用”,《2003年版》选修3 3模块的

“分子动理论与统计思想”与“固体、液体、气体”整

合为《2017年版》选择性必修3模块的“固体、液体

和气体”,《2003年版》选修3 5模块的“原子结构”

与“原子核”整合为《2017年版》选择性必修3模块

的“原子与原子核”,通过整合剔除了《2003年版》冗

杂的主题,使《2003年版》模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3.2 《2017年版》对《2003年版》的主题名称进行

了修改 使主题名称更明确和规范

由表4可知,将“运动的描述”修改为“机械运动

与物理模型”,突出了物理模型在运动学中的作用;

将“机械能与能源”明确为“机械能与守恒定律”,将

机械能与守恒定律作为高中物理核心定律进行显

化;将“电场”明确为“静电场”,即特指电荷周围存

在的一种特殊物质;将“抛体运动与圆周运动”修改

为“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将抛体运动与圆周

运动整合为曲线运动,并显化万有引力定律这一重

要定律,使描述更全面、明确.

3.3 《2017年版》的共同必修和选择性必修是对

《2003年版》共同必修和选修3系列的调整和完善

从表4可知,《2003年版》的必修1,2与《2017年

版》的1,2相当吻合;《2017年版》必修3、选择性必

修则来源于《2003年版》的选修3系列,且将其内容

有机地整合为3个基于物理学板块的模块.这种调

整是根据教育部专项课题“高中物理新课程教科书

使用情况调研”[5]的结果,当时调查发现,高中教师

和学生主要利用必修1,2,理科生主要使用选修3

1,3 2教材,选修3 3,3 4和3 5教材的使用量

相对较低.且多数学生学习的内容是力学与电磁学,

至于热、光、原子等内容的学习不统一.因此《2017
年版》此番调整既有利于教科书的高效利用,也提

高了课程的系统性和选择性.

4 结语

通过文献法、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从

3条线索对课程标准的模块及相应的主题进行比较

分析,可以发现《2017年版》以立德树人为课程宗

旨,将学科核心素养贯穿始终,在《2003年版》的基

础上进行了传承和发展,提高了课程的系统性和选

择性,便于指导学校的课程管理;另一方面《2017年

版》中主题的表述更规范、更完善,提高了标准的指

导性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

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

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3 廖伯琴.高中物理课程结构及其功能探索 ——— 从2003

版到 2017 版 高 中 物 理 课 标 的 变 化.物 理 与 工 程,

2018(28):1~6

4 赵 坚,马亚鹏.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对比分析与教学

启示.物理通报,2018,37(5):2~7

5 袁令民,廖伯琴,李富强.高中物理教师使用新课程教科

书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探析.教育学报,2013,9(02):

76~81,95

—321—

2019年第1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育研究与课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