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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9年审核通过的人教版、教科版、粤教版、鲁科版和沪科版5个版本高中物理“绪论”的比较,得

出4个相同点和4个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绪论”教学的3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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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因效应赋予“绪论”特殊地位,比较研究5个

版本高中物理“绪论”,博采众长,将5个版本高中物

理“绪论”重整化,对于更加完美地开启高中物理第

一课具有现实意义.

1 “绪论”概述

1.1 人教版“绪论”概述

人教版“绪论”(序言)以“物理学:研究物质及

其运动规律的科学”为题,开篇点明物理学是人类

自古以来探索各种神奇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联系过程

中结出的最重要的果实之一,文字正下方的配图“浑

仪”彰显物理学的历史厚重感.“绪论”(序言)下设5
个二级标题[1].

“洞天察地,万物之理 ——— 物理学概述”部分,

首先简述物理学发展史,明确物理何以称为“万物之

理”.其次简述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也是一门崇

尚理性、遵循逻辑推理的理论科学.最后点明物理学

已经并将继续丰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促进生

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观察现象,揭示本质 ——— 物理学研究的特点”

部分,首先通过“万有引力定律”“牛顿第一定律”和

“电磁感应定律”的发现过程揭示深刻认识物理规

律靠的是精确实验和严密逻辑分析.其次点明学习

物理学,不但要掌握具体知识,而且要学习和体会科

学方法,并努力运用科学方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学以致知,客观理性 ——— 物理学背后的科学

精神”部分,突出强调学以致知、实事求是和理性分

析3种科学精神,并且指出科学精神不仅对科学研

究很重要,而且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是

有价值的.
“揭示自然,造福人类 ——— 物理学的应用”部

分,一方面,点明物理学引发了一次次产业革命,改

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点明技术的

进步也大大推动了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

纪以后,这种作用更为显著.
“前景广阔,充满挑战 ——— 物理学的未来”部

分,一方面,点明物理学这座大厦永远也不会完工,

更壮观的还在后面,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学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点明学生将来即使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学好高中物理也会受益终身.

1.2 教科版“绪论”概述

教科版“绪论”以“走进物理学”为题,下设5个

二级标题[2].

“物理是物质世界结构和运动的道理”部分,点

明学习物理学要学会少数来自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

的“大道理”,说明白许多小道理,并且要学习物理学

家观察世界的思想、方法和态度.
“物理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部分,通过身

边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实例和“复姓”学科的发

展事实,揭示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

物理.同时,点明学生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物理

学都是必要的基础.
“物理课堂,是鼓励质疑和激励探究的乐园”部

分,点明学习物理学既要善于从日常生活和周围环

境中提出问题,也要因循一定的出发点和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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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善于观察和悉心思考.
“学好物理并不难”部分,点明只要始终保持学

习的兴趣和热情,熟练掌握学习物理的科学方法,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态度,就一定能收到成效.
“物理是一种文化,是现代公民不可或缺的科学

素养”部分,点明物理学是一门关键课程,以天眼的

大幅配图收尾,昭示着物理不可或缺,学好物理学任

重道远.

1.3 粤教版“绪论”概述

粤教版“绪论”下设5个二级标题[3].
“物理学———科学百花园中璀璨的明珠”部分,

明确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研究物质运动的一

般规律、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物质的结构.点明物理

学重视科学思维,是一门严密的理论学科、精密的定

量学科、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拨去笼罩在物理天

空中的“乌云”,物理学将会展现出更加灿烂的前景.
“物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 ——— 人类文明进步的

基石”部分,通过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

化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发展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说明物理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

重要作用.
“物理学与现代技术 ——— 人类文明进步的助推

器”部分,以我国电子信息技术、核能技术和激光技

术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说明物理学直接推动了

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物理学与现代生活 ——— 人类文明的新向往”

部分,一方面,通过同步通信卫星的实况转播、北斗

卫星导航、移动通信、高铁等说明物理学技术成果正

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点明物

理学的技术成果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忧虑.
“怎样学习高中物理”部分,指明学习物理要善

于观察、勤于实践、独立思考、勤学多问、乐于探究和

敢于担当.

1.4 鲁科版“绪论”概述

鲁科版“绪论”以“撩开物理学的神秘面纱”为

题,下设5个二级标题[4].
“源自然之问”部分,以庄子名言“判天地之美,

析万物之理”开篇,再通过四幅插图及简短文字发

问,勾勒出丰富多样的神奇背后隐藏着大自然的秘

密,并且明示这些秘密是可以探索的.在此基础上,

点明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

用和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
“探万物之秘”部分,以伽利略名言“一切推理

都源于观察与实验”开篇,再通过四幅插图及简短

的文字勾勒出物理学从通过肉眼直接观察到利用仪

器进一步实验,人们持续不断地探索着大自然的秘

密.
“采科学之益”部分,以富兰克林的名言“我们

在享受他人发明带来的巨大益处,也应乐于用自己

的发明服务于他人”开篇,再通过四幅插图及简短

的文字勾勒出物理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点明物理学技术也给人

类生活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启智慧之迪”部分,以爱因斯坦的名言“追求

客观真理和知识是人的最高和永恒的目标”开篇,

再通过五幅插图及简短文字勾勒出高中物理将揭开

大自然和生活的神奇面纱.同时明示本书逻辑严谨

且妙趣横生,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欲望.

1.5 沪科版“绪论”概述

沪科版“绪论”(开篇)以“激动人心的万千体验

——— 欢迎学习高中物理课程”为题,下设3个二级

标题[5].
“物理学———理性的追求”部分,首先明确物理

学是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它所研究的是物质的基本

结构、最普遍的相互作用、最一般的运动规律.然后

通过物理学史上3次大综合告诉学生牢记“物理学

———研究物质、能量和它们相互作用的学科———是

一项国际事业,它对人类未来的进步起着关键的作

用”.
“物理学———人类文明的瑰宝”部分,首先列举

古今中外实例,阐明物理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

其次通过物理学发展史,点明物理学的发展极大地

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特别是使人们悟出了人与

自然必须和谐共处的道理.最后通过杨振宁、李政道

和法拉第等著名物理学家的名言展示出物理与艺术

的深刻关系,并呈现出著名画家吴作人的画作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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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验感悟.
“学物理 ——— 探究求真”部分,首先通过“转动

的水杯”和“皂液膜上的彩色条纹”告诉学生学习物

理要“重视实验、勤于思考”;其次通过“你知道超重、

失重吗? ”和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名言告

诉学生学习物理必须“经历过程、体会方法”;最后通

过“从第谷、开普勒到牛顿”告诉学生学习物理的精

髓在于“格物致知、探究求真”.

2 “绪论”比较

2.1 相同点

(1)5个版本“绪论”均回答“什么是物理学”

人教版“绪论”以开篇主题的形式指出“物理学

是研究物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
教科版“绪论”指出小到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粒

子和它们的相互作用,大到天体和星系的过去与未

来,都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律,物理学家们从自然现象

中发掘出这些道理,只是没有明示“什么是物理学”.
粤教版“绪论”指出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它

研究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物

质的结构.
鲁科版“绪论”指出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物质

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一门学科.
沪科版“绪论”指出物理学是一门基础自然科

学,它研究的是物质的基本结构、最普遍的相互作

用、最一般的运动规律.
(2)5个版本“绪论”均明确物理学的特点

人教版“绪论”阐述观察现象、揭示本质是物理

学研究的特点,学以致知、客观理性是物理学背后的

科学精神.
教科版“绪论”指出少数来自科学实验和生产

实践的“大道理”管着物质世界所有的“小道理”.
粤教版“绪论”指出物理学是一门严密的理论

学科、精密的定量学科、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
鲁科版“绪论”指出物理探万物之秘.
沪科版“绪论”指出物理学还与自然科学的其

他学科相结合,不断孕育出许多新的交叉学科.
(3)5个版本“绪论”均明确物理学改变了人们

生产生活方式

人教版“绪论”从时间维度展示了物理学引发

了一次次的产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教科版“绪论”说明物理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

基础.
粤教版“绪论”从物理学与现代技术的角度阐

明物理学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从物理学与现代

生活的角度阐明了物理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鲁科版“绪论”明确物理学的技术应用,改变了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沪科版“绪论”指出物理学为技术创新打下了

基础,从而催生了琳琅满目的高新技术成果,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
(4)5个版本“绪论”均明确物理学的学习方法

人教版“绪论”指出学习物理学不但要掌握具

体知识,而且要学习和体会科学方法,并努力运用它

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教科版“绪论”指出学习物理学不需要死记硬

背,要明白道理,要注重自己动手、领悟科学思维.
粤教版“绪论”详细论述了学习物理要善于观

察、勤于实践、独立思考、勤学多问、乐于探究和敢于

担当.
鲁科版“绪论”通过介绍教科书丰富多彩的栏

目功能,并给出了学习物理的方法.
沪科版“绪论”通过较长篇幅阐述学习物理要

重视实验、勤于思考,经历过程、体会方法,格物致

知、探究求真.

2.2 不同点

(1)整体差异

5个版本“绪论”的整体差异如图1所示.

图1 5个版本“绪论”的整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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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二级标题数量的差异不明显,但是篇

幅和插图的数量差异显著,这也能反映出5个版本

“绪论”特色鲜明,值得兼收并蓄.
(2)行文逻辑差异

人教版“绪论”的行文逻辑是:物理学是什么 →
物理学的成就 → 物理学的未来.

教科版“绪论”、粤教版“绪论”和沪科版“绪论”

的行文逻辑是:物理学是什么 → 物理学的成就 →
怎样学习物理学.

鲁科版“绪论”的行文逻辑是:物理学是什么 →
怎样学习物理学 → 物理学的成就 → 高中物理将要

做什么.
(3)是否明确物理学习方法的差异

教科版“绪论”、粤教版“绪论”和沪科版“绪论”

分别以二级标题“学好物理并不难”“怎样学习高中

物理”和“学物理 ——— 探究求真”较为详细地阐明

了学习物理学的方法,但是人教版“绪论”和鲁科版

“绪论”则没有明显论述学习物理学的方法.
(4)是否明确物理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差异

粤教版“绪论”指出物理学的技术成果在给人

类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忧虑;

鲁科版“绪论”指出物理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

益处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一些需

要关注的问题;沪科版“绪论”通过开放性问题“你

能不能列举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事实,说明物理

学与技术、社会、环境的关系”,启迪学生思考;人教

版“绪论”和教科版“绪论”则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3 “绪论”教学启示

基于5个版本高中物理“绪论”的比较,本文认

为“绪论”的教学应该在以下3个方面着力分析.
(1)明晰教学逻辑

基于对5个版本教科书“绪论”行文逻辑的重整

化,得出的教学逻辑为:物理学是什么 → 物理学的

成就 → 物理学的未来 → 怎样学习物理学.
(2)突出物理学史和物理成就

要引导学生简要学习经典物理学发展史,特别

是要引导学生学习中国物理学史,使学生知道中国

古人对力学现象、热现象、声学现象、光学现象和电

磁现象等的认识,使学生在知道“什么是物理学”和

“物理学从哪里来”的同时,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产生自豪感.
要引导学生学习现代物理学发展史,特别是要

引导学生学习我国激光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和粒

子物理学等发展进程,使学生在知道“物理学要到哪

里去”的同时,增强学习物理学的使命感.
(3)突出核心素养和学习方法

落实《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培

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6],应该从“绪论”开好局.物

理观念是基础,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是关键能力,科

学态度和责任是必备品格,这4个核心素养相互依

赖、共同发展.我们应该立足选定版本教科书“绪

论”,博采其他版本教科书“绪论”的鲜明特色,精心

设计几个现象神奇的实验 ——— 注重强化学生体验、

注重显化科学思维、注重纯化科学本质.
事实上,“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

“科学态度与责任”这4个物理核心素养已经指明了

学习物理学的方法 ——— 将“科学思维”和“科学探

究”结合起来研究物理现象、建构理想模型、建立概

念规律、领悟物理思想,逐渐形成物理观念,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学习物理学必须始终指向“科学态度与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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