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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长期以来偏重于学科知识传授的“惯性”,导致很多高中物理教师觉得“学科德育”无从下手.因

此,我们亟需一批涵盖高中物理学科知识内容和“学科德育”元素为载体、形式多样的图谱,提供脚手架以供教师进

行学习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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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已逐

渐为一线教师所熟悉.但由于长期以来偏重于学科

知识传授的“惯性”,物理教学还普遍存在过量刷题

现象,忽视“学科德育”的落实;更有不少物理教师

认为德育是班主任或是历史、政治等德育色彩比较

显性学科的事;同时在学理层面尚缺乏将高中物理

的学科核心素养要求进一步细化为“学科德育”元

素,也缺乏对高中教材的再开发,尚未形成高中物理

学科内容与德育元素图谱这一设计样式和脚手架,

这也导致很多教师觉得“学科德育”无从下手.
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国家课标和上海“两纲”

精神,划分物理学科3个学习领域,并将3个学习领

域细化为9个德育元素,同时对每一个元素的内涵

进行描述与界说;构建了“学科德育”元素与学科内

容间的关联图谱,以提供高中物理“学科德育”的设

计样式,期待为有效落实高中物理“学科德育”提供

脚手架.

1 “学科德育”的再理解

“学科德育”不是“学科”+“德育”,也不是为

“学科教学”外穿一件“道德袈裟”,笔者以为:学科

教学应回归“育人”的本源,教学即教育.赫尔巴特

就曾说过: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

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

去了手段的目的.所以,“学科德育”理应是各科教

师在教学生活中的共同使命.

2 高中物理“学科德育”的元素开掘和图谱研绘

2.1 基于高中物理学科特点

科学与人文在每一门科学中都不应是割裂的.
物理学是人类对自然界中存在的物质的基本结构、

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认识,它无处不在体现科学

精神的同时,也蕴含着极为丰厚的人文资源,如物理

学史、物理学与生活、物理学与环境、物理学与宗教

等主题中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教育元素;物理学研

究对象是丰富多彩的自然界,大自然本身是美的,它

不但呈现出美妙的声、光、电、热等现象,还呈现出纷

繁复杂但又和谐统一的物质运动形式;物理学也蕴

含着丰富的审美元素,如简洁美、和谐美、守恒美、对

称美、统一美等.这些都可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带来积极的正向影响,如:感悟物质结构和运动

形式的多样性,形成对物质、运动和能量较深入的认

识,树立辩证唯物观;感悟质疑、求真、创新等科学精

神要素;识别科学与伪科学,懂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相统一;感悟科学探究中勤思好问、善于合作和

认真踏实的学风等.

2.2 从3个学习领域到9个德育元素

基于此,我们以“两纲”精神为指导,基于三维

目标,划分了物理学科3个学习领域,即学科基础、

科学精神和学科情怀.该三大领域涵盖了物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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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主要维度;然而,因其概括性的表述,显得

隐秘而笼统,较难在实际教学中找到直接对应的德

育资源.因此,通过基础调研、实证研究、专家研讨与

实践检验,三易其稿,最终将3个德育领域细化为9
个德育元素(即学科理解、学科思想、审美情趣、科学

态度、科学探究、创新发展、科技伦理、生命感悟和社

会责任),并对每一个元素的内涵进行描述与界说.

2.3 高中物理“学科德育”元素的内涵和意义

9个德育元素各有其内涵,但相互之间又彼此

关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德育元素旨在帮助一

线教师在实践教学中较为便利地挖掘具体的德育资

源,自觉开展物理“学科德育”实践.高中物理“学科

德育”固然有内隐性,但并非不可评价、不可观测.
设计德育元素观察点,为高中物理德育元素进课堂

又提供了进一步的脚手架.关于高中物理“学科德

育”元素的内涵及其观察点如表1所示,以“学科基

础”这一学习领域为例.

表1 高中物理“学科德育”元素 ———“学科基础”为例

学习领域 德育元素 内涵 观察点

学科基础

学科理解

 基于物理现象、物理概念、物理
规律的理解,领会其所蕴涵的科学
价值与人文价值,感悟其在基础课
程中所处的地位及物理对经济、社
会、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学科思想

 基于学科理解,体验物理概念和
规律的形成过程,感悟物理学重要
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运用其解决
实际问题

审美情趣
 基于学科理解、学科思想,能发
现、感知美,欣赏、评价美,实践、创
生美

 能从物理学视角形成关于物质、运动与相
对运动、能量等基本认识

 能从典型事例中提炼和升华物理概念和
规律

 能运用物理学知识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
实际问题

 能感受物理概念建立和物理规律提炼过
程中所涉及的重要思想方法

 能感悟物理建模、推理论证、质疑创新等
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思维方式

 能运用物理学重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
解决实际问题

 能发现、感知物理现象、物理规律及物理
学描述中所蕴藏的美

 能用正确的、健康的审美价值观去欣赏、
评价物理学中所蕴藏的美

 能在生活、生产、科学实验中去实践和创
生美

2.4 高中物理“学科德育”图谱的研绘与界说

物理“学科德育”不是无源之水,离不开物理知

识体系与教学过程.“学科德育”元素散落在物理教

学中的角角落落,为了将其与教学内容连接起来,更

好地服务于高中物理教师.对照《课程标准》,立足高

中学段物理学科的沪科版4本基础性教材,对每一

章节、每一课时,甚至每一个知识内容进行编码.同

时,对每一个知识内容进行了“学科德育”元素的挖

掘、整合,勾连了“学科德育”元素与学科内容的对

应关系,同时以章为单位,研绘了物理“学科德育”

元素与学科内容间的关联图谱.笔者以高一第一分

册第二章力与力的平衡为例,具体范式见图1与表2
所示.目前,已经完成沪科版4册基础性教材德育元

素知识图谱的绘制.这样的图谱为高中物理教师提

供了可操作的内容体系,使“学科德育”资源不再散

片化,为“学科德育”实践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路标.

图1 “力与力的平衡”德育元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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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一分册第二章“力与力的平衡”知识内容编码表

章 节 知识内容 编码 德育元素

第
二
章

A.生活中常见的力

B.力的合成

C.力的分解

D.共点力的平衡

力(重力、弹力和摩擦力等)的概念 2.1.1 学科理解

弹力的产生过程 2.1.2 科学探究

微小形变的演示 2.1.3 学科思想

重心“如何让瓶子稳定在钢丝上? ” 2.1.4 审美情趣

探究自行车坐垫弹簧、减小与增大摩擦的应用 2.1.5 社会责任

能在具体情景中确定弹力方向 2.1.6 学科理解

“泗水拔鼎”活动 2.2.1 审美情趣

斜拉桥的力学知识 2.2.2 科技伦理

合力、分力和力的合成概念 2.2.3 学科理解

合力最大:平行四边形定则 2.2.4
学科思想
生命感悟

实验探究共点力的合成 2.2.5 科学探究

力的分解概念 2.3.1 学科理解

赵州桥的力学知识 2.3.2 审美情趣

DIS验证斜面上力的分解 2.3.3 科学态度

举重运动员静持杠铃 2.4.1 社会责任

共点力的概念 2.4.2 学科理解

载人飞船返回舱 2.4.3 科技伦理

探究共点力平衡条件 2.4.4 科学探究

测定地震的候风地动仪 2.4.5 社会责任

3 高中物理“学科德育”的再反思

本文基于实践研究,从德育元素的视角对教材

进行再开发,绘制关联图谱.这一研究的使用去向有

三,其一是期待为高中物理教师提供“学科德育”实

践的新体系,其二是希望为高中物理教科研贡献一

个“学科德育”研究的新视角,其三是为其他学科分

享了一个“学科德育”的新思路.

回顾自己的教学实践,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

毕竟这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还需做进一步的实践

和再思考.比如:学生在每个德育元素中的操作性表

现,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地完善.但只有教师深刻

理解了这些德育元素,才能在教学设计中有针对性

地与学科内容进行整合.同时,笔者也深深地感觉到

教学的过程就是德育的过程,教师的教学,每时每刻

都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所以,“学科德育”理应

是各科教师在教学生活中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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