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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一流高中急需优秀的物理教师和师范院校无法大量供应的矛盾和成因.指出优秀物理教师的关

键是学术水平,师范物理的学生要自己认识到这个突破口,本科阶段打下扎实专业基础,研究生阶段积极参与学术

竞赛,这样才有可能与名校的研究生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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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年底,深圳、杭州、武汉和长沙等地区的一

些高中,招聘了大量国内外名校高学历的毕业生.深

圳龙华区教育局2019年共招收491人,其中A类双

一流院校314人,部属师范院校62人,世界排名前

100院校61人.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招聘高

中教师,要求本硕都是985高校.要求如此之高,邮

箱里还是有1000份简历投递.第一批招聘9人,其

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硕)博士6人,中国科学院博

士2人,国外高校1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2019
年新进的3位物理教师,一位是香港大学博士后研

究员;一位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拥有日本东京大学留

学经历;另一位是浙江大学毕业生,曾在比利时某知

名电子科技公司工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业生纷

纷去中学应聘,和师范生“抢饭碗”,俨然是2019年

招聘季最大的热点.这就给师范学校提出一个严峻

的问题,一流高中急需的教师资源,师范学校能培养

的出来吗?

2 优秀教师的表现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一流高中招收名牌高校的

硕士生,目的是什么? 这些高校的硕士生与师范学

校的学生(本科生和硕士生)比,优势在哪里? 师范

物理专业能否意识到并找到明确这个差距,可以通

过可操作性的步骤弥补并跨越这个鸿沟吗?

这些高中拥有本地区或本省区最优秀的学生,

志向远大.深圳中学的目标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

中,杭州第二中学要成为有特色、富内涵、高品质的

研究型高中.这些学校已经有了优秀的学生,需要更

优秀的教师来引导他们.深圳中学校长朱华伟一直

倡导,越是优秀的学生,越需要优秀的教师引领.杭

州育才中学校长郜晏中也认为,想给学生最好的教

育,就应该从先给孩子最好的教师开始.国家和社会

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都在提高,用优秀的人培养

更优秀的人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共识.基础教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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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优秀人才,恰恰是优秀人才不够多.这些高学

历的毕业生是用来当优秀的高中物理教师的.
优秀的物理教师是怎么上课的呢? 在湖南师

大附中国际部的物理课堂上,物理教师中英文自由

切换,以接地气的方式教授物理知识,让讲台下的学

生沉醉其中.除了用游戏讲物理,还会时不时用物理

仿真软件去制作动画,并针对难题编写程序,帮助学

生深入理解.优秀的物理教师是怎么出题的呢? 为

了给学生出新题、活题,镇海中学物理组教师总是根

据物理演示实验中真实的测量数据,以及在现实生

活热点新闻中所看到的物理情境自己编题目,随手

拍照以记录灵感成了他们的习惯.
一般中学的物理教师是怎么出题的呢? 举两个

例子,一个是受力分析火箭升空所受的空气浮力,这

个力理论不是没有,但它与火箭(和燃料)的重力、

火箭的推力相比,不是几乎,而是肯定忽略不计.另

一个是树叶下落到地面,估算它的加速度.这个其实

是很复杂的流体动力学问题,一阵妖风吹过来,这个

树叶几天不落地,它的加速度怎么算? 该简化的不

去简化,不该简化的非要去简化.这两个出题的教

师,可以说没经过严格的科研经历,不知道物理学研

究者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想当然地出题了.不真正

经历过哪怕只有一次最简单的“科研”历程,怎么能

体会到文献[1]和[2]所说的“不择手段”地使用各

种方法,“从事实和数据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分清主次,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不被细节引入歧

途”.

3 师范院校的问题

马云在杭州师范大学110年校庆的讲演中提

到,未来国与国之间的核心竞争点就是教育,而教育

的重点基础就是师范学校和师范生.中国教育的问

题是成绩不好的人进入了师范学校,一个国家应该

鼓励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研究员卢晓东认为,现在师范院校的主要问题并

不是数量不足,而是生源太差;师资空缺的不是量,

师资呈现一种质的短缺,师范院校培养的人才质量

不太够.
师范学校自身定位也模糊,不甘心只培养中学

教师,大量大力发展其他专业,据统计,一般师范学

校师范专业的学生,比例在30% 以下.针对师范院

校师范专业主动萎缩的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 全 面 深 化 新 时 代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改 革 的 意

见》[3],第9条明确提出“创造条件,推动一批有基础

的高水平综合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设立师范专

业”.时至今日,师范教育逐渐显现出了两种趋势:传

统的高水平重点师范大学综合化发展成为常态,“师

范教育”呈现弱化倾向;而现有综合性大学开办“教

师教育”的时代或将开始.2019年10月20日,南京

大学宣布成立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学院首批全日

制学科教学现设英语、物理两个专业,招生层次更

高,为硕士研究生.

2015年10月,在第四届两岸四地师范大学校长

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在采访中说,高水平

的中学更愿意招收来自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毕业

生.中学校长们认为,师大毕业生的优点是有教育理

念和教学技能,上手快,缺点是专业基础不够扎实,

发展潜力不够;高水平综合性大学毕业生的特点则

正是专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大.对基础教育而言,

最好的教师应该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教育理

念和教学技能.赵凯华先生在《大学物理》“中学物理

教师继续教育”专刊的首刊文提到[4],作一名优秀

的中学教师,除了良好的师德之外,最重要的是两

条:一是先进的教育思想,二是较高的学术水平.学

术水平高,教学水平不一定高;但学术水平不高,

教学水平最多达到一定程度就饱和了.师范物理系

与理科物理系在学术水准上不应有区别.如果说要

体现师范性,那就是在基础物理方面,对师范生的

要求更高.

4 观点之争

对于以上物理师范生所必备的教学理念,学术

水平和教学技能这三者的重要性排序,不同的人,处

于不同的地位,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中学物理教师认为,高中不需要研究物理知

识,因为高中所有的知识,都是物理学家的研究成

果.高中,特别需要研究物理教学,研究怎么把物理

知识轻松高效传递给下一代.可是北京十一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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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老师王笃年不这么认为[5],他认可美国《国家科

学教育课程标准》的一句话:科学学科(理科)的教

师,就是科学界派往课堂的代表.为此,他备课前坚

持阅读大学教材相应章节的习惯.几乎借阅了学校

图书馆里所有与化学有关的书籍,常年从自费订阅

的专业期刊上获取有关化学最新发展的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的物理教师认为,纵横整个物理

发展史,如果按科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去进行教学,

那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同样,北京大学的物理教师

认为,要教学生用科研人员的思维去学物理,这样才

能学到物理的精髓.
首都师范大学的物理教师看重的是教学研究能

力[6],认为卓越物理教师评价标准就是能够在物理

教学期刊发表论文.他认为绝大部分中学物理教师

不会写教学研究文章,不具有教学研究能力,也就难

于培养出创造性的学生.
师范物理看重的是“东芝杯”和“华夏杯”这两

项教学技能大赛.那么,有没有学术技能的大赛呢?

这倒是有的,现在非常流行的“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

赛”(CUPT),最适合的对象恰恰就是以前不太关注

和重视的物理师范类研究生.这些题目,本来是给国

外中学生做的.大部分题目所涉及的物理现象,日常

生活中都能观测得到,非常有趣,这正是一个“正常

的教育环境下思想活跃的中学生”(赵凯华先生语)

可以发现、发问并探索研究的问题.未来的中学物理

教师不去做,谁去做?

5 学术为重

总的看来,学术水平是优秀中学物理教师的一

个基准.那么,物理师范的学生怎么提升自己的学术

水平? 对于本科生来说,要打下扎实雄厚的基础,对

于研究生来说,要积极参与学术竞赛.大学4年,光

教材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本科生要做到以下的

六个一百拓展:解一百道经典物理理论难题,做一百

个有趣物理实验,读一百篇物理中英文文献,读一百

篇中英文物理科普文章,读一百篇中英文物理书

籍[7~14],看一百个物理科普视频.这些“六百”的案

例后续文章会详细讨论.研究生阶段,师范院校物理

专业其实可以自己组织一个物理学术竞赛(委员

会),地位和“东芝杯”和“华夏杯”同样重要.竞赛题

目可以来自IYPT,也可以自己选编.学术方面,还

有两个很重要的工具必须掌握,一个是外语,可以流

畅地阅读外文文献和书籍,有些很好的物理书籍目

前是没有翻译版的,譬如文献[11~14];另一个是

数 学 软 件 和 专 业 软 件,Mathematica,Maple 和

Matlab,至 少 精 通 一 个;专 业 软 件,如 ANSYS,

COMSOL等也必须熟练掌握一个.
什么样的内在动力可以驱使一个人抵挡住各种

诱惑,忍受孤寂和苦难来学这些高难度的东西? 以

往的例子告诉我们,只有兴趣.2019年上海师范大

学学科教学物理专业,研究生共约40人面试,公认

的物理问题回答得最好最全面的竟然是一个超大幅

度跨专业,本科专业是财务管理的学生.怎么让物理

教学更有趣? 不妨借鉴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大

学物理网络公开课教师,麻省理工学院的 Walter

Lewin教授的观点[10]:“物理学可以非常精彩而美

丽,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你能学会看到它,欣

赏它的美.改变他们,使他们看到的物理世界是多么

美丽,认识到物理学无处不在,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

经过类似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师范

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媲美那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研

究生的.不过,研究生阶段提高学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的方式应根据情况条件及个人兴趣多样化,没有统

一的路径可以遵循.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北京师范大

学的赵芸赫,她是物理学系2012级本科生,2016级

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生.曾获全国大学生教学技

能大赛一等奖、东芝杯教学技能创新大赛物理组第

二名、第16届十佳大学生等荣誉称号.目前已发表

文章23篇.既能在教学技能大赛上获奖,又能在学

术竞赛上获奖,还能发表学术论文.无论从哪方面

看,都符合中学优秀物理教师的标准.2019年她指

导的新都一中团队,在2019年CYPT(中国高中生

物理学术竞赛)中夺得特等奖;她指导的温江中学

学生,获得了2019年丘成桐中学物理金奖和科学金

奖.以她的杰出表现,完全说超过了本文引言中所提

及到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下转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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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讯.

3 总结

本文针对“雨课堂”模式下的模拟电路基础教

学实践过程的实施、整体教学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互联网 +”背景下,在模拟

电路基础授课中,通过雨课堂把线上线下教学相结

合,打破了传统授课的时空局限,建立起师生沟通的

桥梁.教师通过雨课堂的量化评估,大大缩短了反馈

周期.学生的想法可以及时反馈给教师,教师能够及

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改进讲课内容使其更加有

针对性,控制教学进程.“雨课堂”平台支持科教创

新的模式,将其融入到模拟电路基础课程中授课,使

课前预习、课上创新师生互动、课后探讨学习三者紧

密衔接,提高了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究学习

的兴趣,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了量化的指标,成

绩评定注重过程评价,使课程成绩评定多元化,大大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培

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了学习效率,教学效果

得到提升.
当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正

如上文中提到的教师工作量增大、如何掌控课堂互

动的度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问题等,这都需要我们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思考,不断探索适合

“雨课堂”模式下的模拟电路基础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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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以上观点和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影响不了整个

局面.我们只希望有潜力有志向想去一流高中当物

理教师的普通师范学校的学生,认可并实行本文的

举措,自我学习和成长,经过艰苦的探索,最终成为

他(她)梦想中的卓越教师.这是对本文最好的注解

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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