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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高中物理教材中应有对批判性思

维培养的体现.通过对新旧人教版教材中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比较研究,并以“力与运动的关系”内容为例进行具体分

析,指出新旧人教版教材在批判性思维培养方面的差异,并据此对批判性思维教学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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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1],指
对所学内容的真实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进行个人

的判断,从而对做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决策[2].
这种判断以解释、分析、评估、推论、说明和自我校准

等批判性思维核心技能的形式呈现[1].
思维是需要学习的,思维技能也是需要通过训

练而获得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

在“课程目标”中指出,通过高中物理课程的学习,学
生应“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意识,能基于证据大胆质

疑,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追求科技创新.”[3]可见,

批判性思维是物理学科探究的工具之一,高中物理

课程应体现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教材作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材料之一,

应有关于批判性思维内容培养的体现.下面以新旧

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为例,比较二者在批判性思维

内容上的特点及差异.

1 教材介绍

1.1 旧人教版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3月出版的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以下简称旧人教版

教材)[4],以《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为依据

编写,由2本必修教材和3个系列的选修教材组成.
1.2 新人教版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19年6月出版的普通高

中教科书《物理》(以下简称新人教版教材)[5],以《普
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为依据编写,由3
本必修教材和3本选择性必修教材组成.

2 新旧人教版物理教材中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比较

研究

2.1 新旧人教版教材中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整体特

点比较

新旧人教版教材中批判性思维内容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栏目设置、数量多少以及呈现形式上.新人教

版教材中,涉及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栏目设置更加丰

富、数量也更多,如导学问题、正文、旁注、补充知识、

实验、课后习题中,都有批判性思维内容的体现.而
旧人教版教材中涉及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栏目不如新

人教版教材丰富,并且数量上也不如新人教版教材

多.在呈现形式上,新人教版教材中有明确的批判性

思考的问题以及对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行训练的内

容,而旧人教版教材更多是在物理知识点的相关内

容中体现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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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旧人教版教材“力与运动的关系”内容中批

判性思维内容的比较

2.2.1 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栏目和数量

旧人教版教材中“力与运动的关系”出现在必修

1第四章“牛顿运动定律”中,这一章中的“牛顿第一

定律”“实验: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关系”“牛顿第

二定律”“力学单位制”“用牛顿运动定律解决问题

(一)”“用牛顿运动定律解决问题(二)”这6节介绍

了力与运动的关系.新人教版教材“力与运动的关

系”出现在必修第一册第四章“运动和力的关系”中,
包括6节内容:“牛顿第一定律”“实验:探究加速度

与力、质量的关系”“牛顿第二定律”“力学单位制”
“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超重和失重”.两版本教材

中出现批判性思维的栏目及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新旧人教版教材中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栏目及数量

旧人教版教材中的栏目 数量

正文 6

旁注 8

思考与讨论 1

说一说 2

科学漫步 2

问题与练习 1

合计 20

新人教版教材中的栏目 数量

问题 5

正文 13

旁注 8

思考与讨论 3

拓展学习 1

科学方法 1

科学漫步 1

练习与应用 2

复习与提高 2

合计 36

  在“力与运动的关系”这一内容上,首先从两个

版本教材中涉及批判性思维内容的栏目来看,新人

教版教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与旧人教版教材相

比,新增加的“问题”“拓展学习”“科学方法”这3个

栏目中都有针对批判性思维进行训练的内容,章节

结束后的“复习与提高”,其中的题目也有涉及批判

性思维训练的内容.
其次,从两个版本教材中涉及批判性思维内容

的数量来看,新人教版教材明显高于旧人教版教材.
新人教版教材中出现了36次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内

容,而旧人教版教材中出现了20次,数量上有较为

明显的差异.
2.2.2 批判性思维内容的呈现形式

从批判性思维内容的呈现形式上来看,新旧人

教版教材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新人教版教材中增加了明确的批判性思维的问

题.例如,新教材中增加的“问题”栏目,出现在一节

内容的开头,通过提出能够诱发认知冲突的问题,将
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与现实情境建立联系,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以“牛顿第一定律”一节中的“问题”栏
目为例,在引导学生回忆初中学习的牛顿第一定律

内容的基础上,呈现一个现实情境———“滑冰运动员

如果不用力,他会慢慢停下来”,并提出批判性思考

的问题:“这是否与牛顿第一定律矛盾呢?”以批判性

思考的问题作为学习内容的引入,有利于维持学生

的矛盾心理,让学生想要进一步学习、探究,进而解

决矛盾问题.
新人教版教材更加关注对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训

练.以介绍“理想实验的魅力”为例,新旧人教版教材

在正文部分都提到伽利略的实验之所以是“理想实

验”的原因,不同之处是,新人教版教材在旁注中对

“理想实验”的本质进行了介绍,让学生对“理想实

验”的方法有所了解,并在此基础上,评定了实验的

价值和意义:“虽然这个实验无法实现,但是,伽利略

在实验基础上进一步推理的方法,帮助我们找到了

解决运动和力的关系的方法.”[6]而旧人教版教材虽

然出现了“理想实验”,但没有关于“理想实验”本质

的介绍,更没有引导学生对“理想实验”的价值进行

分析判断.对比两版本教材,新人教版教材关注引导

学生从多角度考查事物的合理性,评定“理想实验”
的价值和意义,在思考过程中锻炼了学生对问题进

行多维度“评估”这一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技能.再如,
在研究惯性与质量的关系时,旧人教版教材直接从

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出发,给出了物体都具有抵抗

运动状态变化的“本领”,且这种“本领”大小不同,接
着提问这种“本领”与什么因素有关,最后直接给出

结论[7].而新人教版教材在呈现惯性与质量的关系

之前,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怎样描述惯性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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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呢?”这是为何要研究惯性与质量关系的原因,体
现了学习一个物理概念的方法或策略,即学习物理

概念时,我们必须要会对它进行描述.然后通过两个

具体例子———抛石块和摆动的沙袋,让学生经历感

性认识,为思维抽象做好铺垫.在此基础上,对体验

感悟进行抽象建构、突出本质———“不同物体维持其

原有运动状态的‘能力’不同,质量大的物体惯性

大.”从而得出结论:描述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是

它的质量[8].对比两版本教材对于同一内容的呈现

形式,新人教版教材的编排更加关注研究问题的方

法或策略,这也是批判性思维必备的技能之一.
新人教版教材更加关注从学习内容向批判性思

维培养的转化.以习题设计为例,“牛顿第一定律”课
后的“练习与应用”中的第2题:“伽利略在理想斜面

实验中提出了以下结论:如果另一个斜面的倾角减

小为零,小球为达到原来的高度,将永远运动下去.
请你说明他得到这个结论的理由.”[9]这道习题的设

计关注的是支持结论的理由,或者说关注的是论证

的过程而非结论.学生按照题目要求回忆理由的过

程,其实就是在运用批判性思维为支持某个断言进

行合理的论证,论证过程包括考查证据是否支持结

论、推理的过程是否符合逻辑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通过“再现”的方式将学习内容转化成对批判性

思维技能的培养.而旧人教版教材中课后习题的设

计,更多关注的是对知识点的巩固.

3 对批判性思维教学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新人教版教材相比于

旧人教版教材,更加注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与课

程标准中对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要求是一致的.因
此,教师在使用新教材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行教学

设计时,要有意识地关注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首先,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应有意识地将对学生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显性化.在确定教学目标时,要体

现出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师在备课时要充

分挖掘教材中有关批判性思维的内容,尤其是关注

新教材中增加的批判性思维的内容,将相关内容分

解到教学目标中予以落实.例如,在确定教学目标

时,有意识地使用与批判性思维技能相关的动词,如
识别、分析、区别、评价等.紧扣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

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升批判性思维的技能.
其次,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应有意识地将对学生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问题化.基于某个问题的批判性

思维技能的训练,可以将教材中的相关内容以问题

的形式呈现,强化批判性思维的策略,例如,这个问

题的关键或核心是什么? 支持结论的证据是否真

实、准确? 推理的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还有没有已

经明说或未加明说的偏见、立场、意图、假设及观点?
能否从多个角度考查论证的合理性? 能否在更大的

背景下检验适用性? 如何评定问题的价值和意义?
能否预测可能的后果? 等等[2].在高中物理课堂教

学中,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教师可以在具体问题中

选用部分策略进行示范,不断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

维技能的锻炼,逐渐养成良好的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最后,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应有意识地使学生批

判性思维培养的形式多样化.例如,在课堂教学中,
设计问题辩论活动,在学生的互动中,他们必须要相

互沟通、交流、表达观点,当观点不一致时,就要进行

解释或论证.无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如何,在互

动的过程中,都能得到锻炼,产生比较清晰的、有结

构的理解结果.这种导致认知变化的共同建构活动,
是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关键[10].也可以设计含有批判

性思考的任务,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方案设计,学生在策划的过程中相互评价,
思维交流、碰撞,从而促进批判性思维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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