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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某市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调查分析发现.总体来说,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陈旧,对科学本质缺乏

了解,特别是对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尤为欠缺;高中男、女物理教师科学观念存在显著性差异;高中物理

教师科学观念水平与学校、教龄、职称无关.基于此,建议从转变教育评价理念、完善教师科学本质知识结构、改进教

学行为三方面培养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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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良好的科学观,不仅能帮助学生建构清晰

的科学概念,也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态度与责

任感.教师的教学行为受自身的教学观念支配,高中

理科教师正确的科学观对于学生学习科学有着重要

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新一轮高中课改的到来,我国

陆续颁布、修订高中各科课程标准.其中,高中物理

课程标准明确将科学本质作为学科课程目标以及学

生物理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
一直以来,我国关于科学观念教育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有关科学观念调查量表的设计、相关科学观

念课程的开发、师生科学观念水平的调查等[1~4].虽

然相关研究历经20多年,但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

是否得到改善,必须进行针对性的实地调查,以期为

新一轮的高中课程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1)调查工具

本次教师科学观水平的调查研究量表根据美国

萨拉尔大学梁玲博士的SUSSI量表改编而成[5].该

量表采用里克特5点式问卷形式,内容由科学理论

的改变、社会对文化科学的影响、科学研究中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观察结果的特

征、科学研究的步骤6个维度组成.将总量表得分

80分、分量表得分13.5分列为中间分数,高于中间

分数表示该教师具备良好的科学观念,得分低于中

间分数表示该教师科学观念陈旧、不合格.
(2)调查对象

选取西南地区教育、经济较好的某市15个县

(区、市),46所普通高中学校245名物理教师为调

查对象.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类别 项目/人数 所占百分比/%

学校类型

省一类/28 11.4

省二类/66 26.9

省三类/151 61.6

性别
男/200 81.6

女/45 18.4

职称

初级/99 40.4

中级/81 33.1

高级/65 26.5

教龄

5年以下/62 25.3

5~15年/87 35.5

15年以上/96 39.2

  (3)调查量表的信、效度和区分度分析

正式调查前随机抽选两所学校,发放量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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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量表127份.剔除无效量表6份,剩余有效

量表121份.利用SPSS22.0软件对量表各项指标

进 行分析验证.得出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

0.850,说明该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
采用因子分析检验该量表的结构效度.特征值

大于1的因子有6个,从第1个因子到第6个因子

特征值分别为5.559,2.950,1.470,1.277,1.144,

1.109,分别占比23.162%,12.290%,6.126%,

5.322%,4.767%,4.622%,6个因子可以解释总变

异数的56.289%,与该量表6个维度相吻合,说明

该量表具备良好的结构效度.
将成绩在前27%的问卷列为高分组,后27%的

问卷列为低分组.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高、低分

两组的平均分同质化差异情况进行区分度分析.高、

低分组显著性概率值P=0.00<0.05,存在显著性

差异,说明该量表具备良好的区分度.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高中物理教师科学本质观水平整体情况

从表2和图1可知,在参与调查的245名高中

物理教师中,科学观念总体得分以及社会对文化科

学的影响、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观察结果的特征、

科学研究的步骤这4个分维度得分分别为78.28,

13.38,10.29,12.82,13.28,均低于中间分数.在第

4,7,13,14,15,19,20,21题的均值得分在3分以

下,仅有40.0%的教师得分在80分以上.以上数据

说明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不高,对科学的本

质缺乏准确了解.
各维度水平高低依次为科学研究中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科学理论的改变>社会对文化科学的影响>
科学研究的步骤>观察结果的特征>科学定律和科学

理论.
表2 高中理科教师科学本质观水平整体情况

维度 题号 均值/分 维度均值/分

科学理论

的改变

1 3.97

2 3.44

3 3.71

4 2.67

13.79

社会对文化科

学的影响

5 3.96

6 3.83

7 2.46

8 3.13

13.38

科学研究中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

9 3.68

10 3.94

11 3.62

12 3.46

14.70

维度 题号 均值/分 维度均值/分

科学定律和

科学理论

13 1.97

14 2.65

15 2.10

16 3.57

10.29

观察结果

的特征

17 3.76

18 3.51

19 2.91

20 2.62

12.80

科学研究

的步骤

21 1.87

22 3.34

23 4.07

24 4.00

13.28

总分均值/分 78.28

  进一步分析表3可知,在科学理论的改变维度,

有50.60%的教师认为建立在准确地实验基础上的

科学理论是不会改变的,有21.60%的教师对此不

确定.这说明有72.2%的教师对科学的发展性缺乏

了解.实际上,科学知识是动态发展的,已有的实验

数据也可能会被新的科学理论所解释.
在社会对文化科学的影响维度,有62.00%的

教师认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科学

研究,因为科学是不因社会文化而异的,有11.8%
的教师对此不确定.这说明有73.8%的教师对科

学、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缺乏了解.科学家作为社

会的一份子,他们的价值观肯定会受到政治、经济、

文化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科学研究的方式.
在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维度,有80.4%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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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科学理论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中,是科学家们

在科学探究中将其挖掘出来,有8.2%的教师对此

不确定.这说明绝大部分教师对科学知识具备主观

性、创造性不了解.有51.8%的教师认为科学理论

被反复证实,就会成为定律,20.00%的教师对此不

确定.可见,绝大多数教师无法区分科学定律和科学

理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科学定律与科学理论是属

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前者描述的是两个或多个

科学概念之间的关系,后者是解释各种科学事实或

规律的.两者是不能进行转换的.

图1 总分频次分布图

表3 典型题型选项分布比例表

 题号
选项

4 7 13 14 15 19 20 21

完全不同意/% 11.8 8.2 6.9 10.2 3.7 14.7 7.8 2.4

基本不同意/% 15.9 18.0 4.5 18.0 7.3 20.8 16.3 5.3

不确定/% 21.6 11.8 8.2 20.0 12.2 18.4 21.2 9.0

基本同意/% 28.6 35.5 40.0 30.6 49.0 33.5 40.0 42.9

完全同意/% 22.0 26.5 40.4 21.2 27.8 12.7 14.7 40.4

  观察结果的特征维度的特点表明大多数教师对

科学研究具有经验性,对科学知识的产生由创造性

思维和科学方法共同作用的相关科学本质知识缺乏

了解.实际上,任何实验观察都受一定理论或理论上

的倾向的影响,观察不可能发生在理论之前.所以,

不同的科学家即使观察到相同的实验现象,也可能

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和数据.
在科学研究的步骤维度方面,结果表明,有

83.3%的教师认为在形成和验证理论时,科学家应

该按照通用的的科学研究程序进行,有9.0%的教

师对此表示不确定.实际上,科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应该按照通用的研

究范式进行.

2.2 不同类别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差异

分析

采用单因子多变量分析方法分别对性别、层次、

教龄、职称对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的影响进

行分析,见表4和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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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不同性别、学校层次物理教师科学本质观水平表

 项目

 维度
男 M/分 女 M/分 Sig

一层次

M/分

二层次

M/分

三层次

M/分
Sig

科学理论的改变 13.95 13.13 0.07 14.89 13.01 13.94 0.00

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影响 13.45 13.09 0.39 13.36 13.65 13.26 0.59

科学研究中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4.92 13.73 0.02 14.04 14.53 14.90 0.37

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 10.32 10.20 0.74 9.96 10.60 10.22 0.35

观察结果的特征 12.80 12.89 0.82 13.04 12.72 12.81 0.86

科学研究的步骤 13.39 12.87 0.14 13.39 13.48 13.19 0.61

总分 78.82 75.91 0.03 78.67 78.01 78.32 0.93

  表4的数据表明,男性与女性物理教师科学观

念水平均值分别为78.82和75.91,均值差异系数

为0.03(P<0.05).说明不同性别的物理教师对科

学本质不了解,科学观念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

分析可知,高中男、女物理教师在科学研究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维度差异明显,与女性教师相比,男性教师

均分高出1.19分.

一、二、三层次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得分

分别为78.67,78.01,78.32,均值都没有达到80分

的合格了解水平,说明各层次学校教师对科学的本

质还不了解.各层次显著性差异系数为0.93(P>
0.05),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各层次高中学校物理

教师科学观念水平几乎相同,高中物理教师的科学

观念水平,不随着任教学校的不同而不同.
表5 不同教龄、职称理科教师科学本质观水平表

   项目

 维度
5年以内

M/分
5~15年

M/分
15年以上

M/分
Sig

初级

M/分
中级

M/分
高级

M/分
Sig

科学理论的改变 13.85 13.81 13.75 0.61 13.67 14.00 13.75 0.72

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影响 13.94 13.38 13.02 0.76 13.74 13.25 13.00 0.17

科学研究中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13.87 13.91 14.48 0.07 14.27 15.27 14.65 0.11

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 10.82 10.20 10.05 0.09 10.83 9.82 10.10 0.00

观察结果的特征 12.65 12.75 12.98 0.67 12.77 12.64 13.09 0.53

科学研究的步骤 13.61 13.37 13.01 0.20 13.48 13.22 13.08 0.46

总分 79.26 78.46 77.49 0.41 78.76 78.19 77.68 0.72

  表5的数据表明,不同教龄、职称的教师科学观

念水平均值都未超过80,均值差异系数分别为0.41
和0.72(P>0.05),说明不同职称、教龄教师科学观

念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对科学本质均不了解.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1)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有待提高

有60%的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得分未超过

80,全体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得分为78.28.特别

是对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尤为欠缺,与
中间分值相比少3.21分.可见,高中物理教师科学

观念处于较低水平,这与之前国内类似研究结论相

同.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国内对于教师科学观念的相

关研究已开展20年,但在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提

升方面,效果并不明显.一直以来,受高考升学压力

的影响,绝大多数教育管理部门、高中物理教师注重

对学科试题、教材分析、班级管理策略等方面的研

究,往往忽视科学观念对于学生科学素养形成的重

要意义,使得提升教师科学观念的相关策略无法得

到落实.
(2)高中男女物理教师科学本质观存在显著性

差异

高中男性物理教师比女性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

平均分高2.91,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来说,男、女
理科教师在科学研究中想象力和创造力存在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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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与文献[4]的调查结论有所

不同.其中原因可能是:

1)调查样本不同.较与之前调查,本次调查样

本量大,涉及学科面广,调查样本更具代表性.
2)科学本质观的性别差异.在对科学研究的看

法上,男性教师相较于女性教师,更富有创造力和想

象力,更倾向于打破常规思维进行科学研究.女性理

科教师则更注重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规范性与严

谨性.
3)高中物理教师科学观念水平与学科、学校、

教龄无关.
不同学科、学校、教龄的高中物理教师均对科学

本质缺乏了解,科学观念水平无显著性差异.说明,
高中理科教师科学观念水平的高低,不随学校层次、
所在区位、任教时长有所改变.
3.2 启示

(1)转变教育评价理念

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应通过改进行政考核评价机

制,助力破解社会“唯分数”论的不良教育评价氛围.
应引导一线教育机构认识科学本质教育的实际意

义,重视师生科学观念这类难以量化评价的科学教

育内容,促进高中理科教师课程价值观从单一的重

学科知识、习题讲解,轻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观念,
向多维的课程价值观念转变.

(2)培养教师正确的科学本质观念

  完善教师科学本质的相关知识结构,引导高中理

科教师认识科学本质观对于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价

值.各级教研机构应改良传统的教研方式,通过举办

系统的科学哲学相关专题讲座,使高中物理教师传统

的科学本质观向建构主义科学本质观转变,从而改变

教师的教学行为与方式,提升学生的科学本质观.
(3)重视课程标准在学科教学中的作用,改变教

师的教学行为

  课程标准作为学科教学开展、评价、改革的重要

依据,在学科教学中起到统领作用.随着我国科学本

质教育的发展,2017版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已将科学

本质教育作为学科课程目标之一,这较以前已经是

长足的进步.但目前教学一线仍有不少教师对课标

重视不够.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应大力引导教师重视

课标、研读课标,将课程标准对于科学本质教育的要

求落到教学实际,做到教、学、评与学科课程标准一

致.鼓励教师深挖教材中适合科学本质观培养的学

科内容,采用HPS教学模式,开展以培养学生科学

本质观为目的的听、授、评课等相关主题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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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在新课程标准要求、高考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

下,出众的物理课堂教学能力是师范生提升自身的

就业竞争力和岗位胜任力的关键,而地方高校作为

培养中学师资力量的基地,需清楚师范生课堂教学

技能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掌握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

改进师范生的培养方案,充分利用好智慧教室等有

利教学资源,有效地提升地方高校物理师范生课堂

教学技能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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