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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中学物理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教师对物理文化有浓厚兴趣,并认可物理文化教育的必

要性,能认识到物理思维方法的重要性;教师能够关注到教科书中的物理文化素材,但在应用和拓展上还有待加强;

教师对于物理文化的掌握度不是很高,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物理认识较为不足;目前物理课堂的文化品味有待加

强,物理文化教育存在诸多制约.更好地进行物理文化教育,需要从课程标准、教学定位、评价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寻

求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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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物理文化在教育中应用的研究虽然越

来越为人们重视,但总体来说,高中物理教学中普遍

在物理文化渗透方面存在不足,重知识轻思维、重结

论轻过程、重考试轻探究的现象仍然存在,而同时正

在推进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学生素养提升

又进一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6年,笔者申报了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立项课题“物理

文化视角下关注素养提升的高中物理教学实践研

究”(课题批准号:B b/2016/02/64).课题旨在通过

对高中物理体系中物理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价值的研

究,分析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引导教师更新教

育理念,从知识教育走向文化教育,优化教育行为,

提升教育品质.
为深入开展本课题的研究,课题组设计了“关于

高中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兴趣度、关注度、掌握度、

应用度的调查”,通过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了解高

中物理教师对物理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以及目前物

理教学中物理文化的落实情况及存在的困难之处,

进而明确改进方向,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1 调查时间与对象

本调查于2018年12月进行,调查对象覆盖南

京市各类学校高中物理教师.共发放调查问卷100
份,收回92份.其中有效问卷89份.在有效问卷中,

工作年限大于20年的有42.4%,10年 ~20年的有

25.4%,5~10年的有13.6%,1~5年的有18.6%.
总体来看,调查对象中教学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较

多.同时,课题组还就相关话题访谈了近20位物理

教师.

2 问卷内容分析

本问卷是针对教师教学中渗透物理文化整体情

况的调查,其中3,4,5,19是关于对物理文化兴趣度

的调查;7,8,9是关于对物理文化关注度的调查;6,

10,11,14,15是关于对物理文化掌握度的调查;12,

13,16,17,18,20是关于学生对物理文化应用度的

调查.

3 调查结果分析

(1)大部分教师对物理文化有浓厚兴趣,并认

可物理文化教育的必要性,能认识到物理思维方法

的重要性

调查表明,有62.7% 的受调查教师对于物理文

化是非常感兴趣的,高达86.4% 的教师认为目前的

物理课堂中应当增加物理文化的元素.
题5是关于“物理学习中最让教师印象深刻的

方面”的调查.这是一道多选题,调查发现,选择“物
理思维方法”的比例最高,达到79.8%.选择“物理

学家看待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的方式”比例也很高,

达到74.6%.思想与方法是文化的精髓,物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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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元素也正是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物理

学家看待自然现象、解释自然的方式其实是物理思

想和方法的显化和具体化.“清晰的概念”,“简洁的

规律”,基于这些所构建成的物理知识是物理学的骨

架,这两项选择的比例分别是49.2%,62.8%.这表

明,教师能够充分认识到物理思维方法在物理学中

的重要性.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2)教师能够关注到教科书中的物理文化素

材,但在应用和拓展上还有待加强

教科书是物理学习的重要载体,我们在使用教

科书时,不能仅仅关注到知识体系的建构.“科学足

迹”“STS”等阅读材料是多方位展示物理文化的好

素材,要灵活地选取,并适当地整合加工,用好这些

材料,让我们的课堂更加丰富生动,更有文化气息.
通过调查我们能够看到79.7% 的教师会在教学中

将这些阅读材料与知识穿插讲解,有4.5% 的教师

会让学生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展示、汇报、表演等,这
样的处理方式对于教师重构教学内容的能力,对课

堂的掌控能力要求较高.如果能够处理得当,这将会

成为课堂中的一抹亮色,同时会给学生们留下更深

刻的印象.而对于每章开头的前言介绍和名人名言,
只有62.7% 的教师较为关注,并经常会在教学过程

中使用.30.5% 的教师只是偶尔关注,认为不是重

点,还有6.8% 的教师基本没仔细看过.
选修3 5原子核这一章内容涉及原子弹和氢弹

的原理,这些内容学生往往很感兴趣,教师如果能够

进一步结合此话题进行适当扩展,将使课堂得到很

好的升华.问卷题9为“您在选修3 5原子核这一章

授课过程中是否讲过人类和平与共同发展相关话

题? ”调查显示仅有32.2%的教师讲过较多的涉及

人类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话题,有50.8% 的教师在课

堂上讲过少量的相关话题,还有16.9% 的教师根本

就没有讲过,这表明在知识教学的同时,教师往往没

有注意到文化的拓展.
(3)教师对于物理文化的掌握度不是很高,特

别是传统文化中的物理认识较为不足

物理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其所囊

括的内容较为庞杂.古代哲学家、近代物理学家和现

代物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创造的物理知识体

系、观念形态、思维方法、价值标准都属于物理文化

的组成部分.
关于教师对物理文化的“掌握度”,本调查问卷

设计了对理想化模型、诺贝尔奖、传统文化中的物理

元素等的调查.我们调查发现只有45.8% 的教师理

想化模型个数选择正确,不少教师对理想化模型的

界定存在理解偏差,选择了元电荷、光子.关于20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的研究内容一题,有69.5%
的教师选择正确,诺贝尔奖是科学皇冠上一颗明亮

耀眼的明珠,每年新闻媒体对各个奖项的报道和科

普很多,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教师对此是缺乏了解的.
《梦溪笔谈》是我国北宋时期沈括所著的一部涉及

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

合性笔记体著作,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将它称为

“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其中涉及了很多物理学的

内容,有关电磁学的记录最多,比如磁偏角的记录比

西方早了400多年,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教师对于

《梦溪笔谈》完全不熟悉,结合访谈发现大部分教师

对于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史了解非常少.
(4)目前物理课堂的文化品味有待加强,物理

文化教育存在诸多制约

从文化教学观来看,物理教学是一项物理文化

传播活动,所有的教学都要努力体现教育的终极意

义 ——— 关注人的生命成长,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培
养人的趋善人性.对于学生的价值取向的引导,应该

融入物理教学的点滴之中.调查中只有55.9% 的教

师非常关注对学生价值取向的引导,还有37.3% 和

6.8% 的教师只是偶尔关注或者没有关注到.
物理课堂中的知识不是孤立枯燥的,是与生活、

工程、前沿科技紧密联系的,提高课堂的文化品味,

也要注意将所学知识与生活中的现象、物理的相关

研究方向、专业等建立联系.调查发现仅有67.8%
的教师会经常在课堂上用所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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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现象.有高达79.7% 和1.7% 的教师分别选

择了偶尔和基本没有向学生介绍过与物理有关的专

业和前沿研究方向.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对于目前物理教学中进行物理文化教育,践行

文化育人的困难之处选择“高考压力迫使课堂只能

专注于知识教学”“缺乏必要的指导和系统学习”“不
知道如何落实物理文化教育”这几项的教师比例最

高.
表1 教师对物理文化的应用度调查

内容 经常会/% 偶尔会/% 基本没有/%

 您在课堂上是否会对学生的价值取向进行引导? 55.9 37.3 6.8

 您在课堂上是否会用所学过的物理知识解释生活中的
现象? 67.8 27.1 5.1

 您在课堂上是否向学生介绍过与物理有关的专业和前
沿研究方向? 18.6 79.7 1.7

4 启示与建议

(1)挖掘课程标准中的物理文化教育目标,提
高教师文化教育观

课程标准是整个课程改革中最重要的指导性文

件,它也是教材、教学以及评价的基本依据.2003年

颁布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性

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内容标准中都隐含着很多

物理文化教育的要求,但又没有明确提出物理文化

的概念.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大幕正在拉开,提高学生

的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化目

标,而核心素养中所强调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

神”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恰恰是物理文化教育观

所极为关注的.教师应当理解、挖掘新物理课程标准

中对物理文化教育的目标和要求,提高教师文化教

育观,让物理文化教育切实走进课堂,将人文底蕴与

科学精神的培养和交融更好地变为现实.
(2)物理教学需要从知识传承提高到文化传承

的高度

物理学是人类灿烂文化的一部分,物理教学自

然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物理教学从最早的强调

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现在的核心素养,变化的脉

络其实就是从知识传承,到能力培养,再到思想体

悟,情操陶冶和精神培养的转变,即要达到文化传承

的高度.
课堂教学中除了知识的意义建构外,还应当有

精彩纷呈的物理故事,还应当有物理学家精辟思维

和独特思路的再现,还应当有重要物理思想形成与

完善的过程展示,还应当有对物理发现的伟大时刻

的重访,还应当有重大物理事件的全景扫描,还应当

有物理学家的情感、道德、伦理、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感的呈现.
(3)评价形式和内容的多元化

高中教育的变革和改进,都无法绕开高考这一

话题,高考成绩作为最重要的评价依据,其指挥棒、
风向标的作用是巨大且深远的.目前高考中物理的

评价形式和内容都侧重于考查学生对物理概念的理

解和物理规律的掌握,抽象化的模型多.评价功能的

异化,一方面是由于纸笔测试难以反映完整的物理

探究过程,进而难以评价在探究过程中所展现的思

维方法、观念形态、价值标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狭

隘的评价观,长期忽视对物理文化中各方面进行全

面的考查.
如果高考中能够开展一些基于真实情景,让学

生完成一定探究任务的过程性考查,试题编制过程

中多从物理文化角度设计一些对物理学史、前沿物

理、物理思维的考查,这些将会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

评价单一化难题产生积极的影响,更有利于学生核

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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