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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教材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生命的延伸,作业设置关系到学生对知识体感.选取4个版本八年级物

理教材作为研究对象,从课后作业模块结构设计、水平层次、习题插图设置情况对各版本教材课后作业编制进行对

比,分析各个版本教材课后作业编写特点及异同,以期为广大一线教师的教学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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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教材作为教学活动的重要客体,也是学习

活动的主要资源.课后作业与教材内容、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构成有机整体,既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学生实践的重要形式[1].课后作业既可作为物

理知识与社会、生活、生产联系的媒介,又可作为学

生理解和巩固知识、提高探究能力、提升核心素养、

发展创新精神的重要载体.课后作业既是课堂教学活

动的延伸,又是评价教学活动有效性的重要方法[2].
对教材课后作业编写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教师借鉴

各版本教材课后作业资源,创造性地使用作业素材,

设计出切合学生实际的课后作业,有助于减轻学生课

业负担,促进学生的知识向能力、素养有效转化.

2 4版本课后作业编写特点对比分析

笔者查阅文献发现,大多限于初中物理教材习

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旧教材、特定知识点上的习

题对比分析、习题与课标一致性分析.而针对现行各

版本初中物理课后作业编写对比分析很少报道.基
于此,本文选取全国使用较为广泛的4个版本物理

教材,即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版(教育科

学出版社)、沪科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北师大

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研究对象,从课后作业

的模块结构设计、水平层次设置、习题插图布置对八

年级物理课后作业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各版本教材

课后作业编写的特点.
2.1 作业模块结构设计对比分析

作业不能窄化成习题或书面练习,要包括课外

小实验或课外实践、收集资料、阅读预习等[3].
笔者从作业项目模块、章节作业量、作业题

型对八年级物理教材课后作业进行统计和对比

分析,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作业模块设计如

表1所示.
表1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作业模块设计情况

教材版本 人教版 教科版 沪科版 北师大版

作业模块名称 动手动脑学物理

家庭实验

我的设计

自我评价

物理在线

走向社会

作业

本章练习

实践与总结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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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可知,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只设计了一个

作业模块,模式单调,模块单一.沪科版设计了作业、

本章练习、实践与总结3个作业项目,突出知识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学思想.教科版设计了5个作业项目,

模块多元,内容丰富,涉及科学、技术、社会的方面,

体现多元评价理念.

对比发现,各版本的课后作业形式都不拘泥于

传统习题形式,设置了小论文、实践题(含设计)、查

阅资料(收集资料)详见表2.

表2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作业题型结构、数量及占比情况

作业题型

结构

习题形式

选择题 填空题
简答题

(含论述)
作图题 计算题 实验题

小论文
实践题

(含设计)

查阅资料

(收集资料)
总计

人教版
数量 6 5 111 17 39 9 2 4 2 195

占比/% 3.08 2.56 56.92 8.72 20.00 4.62 1.03 2.05 1.03 100

教科版
数量 6 6 52 7 19 3 2 35 23 153

占比/% 3.92 3.92 33.99 4.58 12.42 1.96 1.31 22.88 15.03 100

沪科版
数量 45 61 51 14 39 11 2 8 4 235

占比/% 19.15 25.96 21.70 5.96 16.59 4.68 0.85 3.40 1.70 100

北师大版
数量 27 27 50 10 30 5 0 3 0 152

占比/% 17.77 17.77 32.89 6.58 19.74 3.29 0 1.97 0 100

  小论文写作任务利于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综合

应用,是对知识的再加工,实践题(含设计)重点关

注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查阅资料这一题型设置

体现教材只是一种学习资源而非唯一的编排理念.

在题型结构及题量分析对比中发现,各版本题型结

构新颖、多样,具有其特定的评价功能,但侧重点不

同.例如简答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原始物理问题进行

解释,评价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数量上人教版

111题,占比达56.92%,题量和占比最高,说明人教

版习题更聚焦原始物理问题,更关注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对自然现象、生活现象的解释、分析能力,注重

学生的语言组织、表达能力的锻炼.

对计算题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人教版39题占比

20.00%,北师大版30题占比19.74%,沪科版39题

占比16.59%,教科版19题占比12.42%,教科版与

沪科版题量数及占比较低,说明在评价学生的综合

应用能力和应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方面不够

突出.而作为考查学生物理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

本技能的选择题和填空题,沪科版占比为19.15%

和25.96%,北师大版占比为17.77% 和17.77%,

体现两版本教材更重视夯实学生物理学习的双基.

教科版在实践题和查阅资料任务占比高达22.88%

和15.03%,说明此版本教材在物理学习中注重实

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进行深度

学习.

统计4版本总题量发现,沪科版235题为最多,

其次为人教版195题,而教科版和北师大版分别为

153题和152题,沪科版版与人教版题量稍显偏多,

教科版和北师大版适中.如图1科教科版在前三章

题量上适度逐渐增加,符合初学物理者心里特征,不

会增加学习者的不适感,利于学生快速接受物理的

学习.人教版在每章的题量设置上较为平均,题数在

12~22间波动,较为稳定.但由于人教版和沪科版

在章节知识顺序,章节知识容量编排与其他版本存

在差异,导致作业数量波动较大.教科版、沪科版将

光学内容全编排在第四章,并分别设置了8个和6

个小节的教学内容,而沪科版把机械与人全编排在

第十章,内容包括简单机械、功、机械能等知识,导致

在这两章的题量高位凸显,学生容易引起学习疲劳,

产生厌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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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版本教材各章中习题对比

2.2 课后习题类作业水平层次设置对比分析

习题的水平层次设置是教材习题研究的重要方

面,习题的水平层次关系到学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

以及学习目标的达成.笔者从物理知识的识记、理

解、应用3个维度对课后习题进行了水平层次划分.

将含行为动词“了解、知道、描述、说出”习题归入识

记水平维度,含行为动词“区别、说明、估测、分类、解

释、计算”归入理解水平维度,而含行为动词“学会、

体验、探究、调查、制作、形成、具有”则纳入应用水

平维度.4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习题类作业能力水

平层次题量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习题类作业能力水平层次题量情况

层次划分

版本

人教版 教科版 沪科版 北师大版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识记型 21 11.29 13 11.29 54 24.43 23 15.43

理解型 159 85.48 66 70.97 159 71.95 118 79.19

应用型 6 3.23 14 17.05 8 3.62 8 5.37

  从表3中可以发现,4版教材的识记型习题占

比依次为沪科版24.43%,北师大版15.43%,教科

版13.98%,人教版11.29%,沪科版教材占比最高,

体现沪科版更注重学生的物理基础知识、基本概念

的掌握,关注学生物理观念的形成.理解型习题占比

依次为人教版85.48%,北师大版79.19%,沪科版

71.95%,教科版70.97%,占比都较高,说明4版教

材都重视学生认知水平和思维发展,而且人教版更

为突出.应用型习题编排教科版占比17.05%,体现

了教科版更加关注学生对知识和基本方法的应用与

实践,更关注学生在探究中分析、处理信息能力的

培养.

习题水平层次划分的影响因素较多,笔者从习

题素材背景来源、习题知识点关联数及解题步骤数

3个指标对4版教材课后习题类作业进行分析[4].表

4中呈现4版教材习题素材背景来源都较为广泛,生

活情境来源习题占比依次为北师大版73.15%,人

教版72.72%,沪科版69.23%,教科版56.99%,占

比都较高,体现”生活走向物理,物理走向社会”教

育理念.因受课程内容限制,4版本的习题来源在科

技情境、实验情景方面虽然占比在低位持平,但也能

体现出物理知识与科技发展紧密联系,重视学生在

实验探究中解决问题能力,逐渐培养学生对科学、技

术的正确态度和责任.

表4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习题类作业习题背景数量及占比情况

版本

背景

生活情境 科技情境 实验情景 纯知识情境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人教版 136 72.72 5 2.67 18 9.63 28 14.97

教科版 53 56.99 3 3.23 11 11.83 26 27.96

沪科版 153 69.23 8 3.62 28 12.67 32 14.48

北师大版 109 73.15 3 2.01 15 10.07 22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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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纯知识习题方面教科版的占比偏高,会增加

物理学习的枯燥感,降低其趣味性.如表5所示统计

了4版教材课后习题类作业知识点关联数情况,由

于八年级物理主要以积累物理知识为主,因此,课后

作业习题以单一知识点为主,降低习题难度,增强学

习的信心.一定比例两个知识点关联的习题,目的在

于评价学生应用知识能力,而设置少量比例的3个

知识点关联习题则有益于能力较强的学习者进行拔

高.而在解题步骤方面,八年级学生缺乏解决问题的

方法,解决问题的思维还未形成,4版教材的习题解

题步骤均以1步至2步为主,详见表6,体现了教学

要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习得

的教育理念.综合表5和表6分析,沪科版有5.43%

习题存在3个及以上知识点关联,有9.95% 习题的

解题步骤在3步及以上,体现了沪科版的课后习题

相较其他3版教材难度要高.

表5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习题类作业知识点关联数及占比情况

版本

关联数/个

1 2 3及以上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人教版 119 63.64 66 35.29 2 1.07

教科版 64 68.82 28 30.12 1 1.08

沪科版 129 58.37 80 36.20 12 5.43

北师大版 113 75.84 34 22.82 2 1.34

表6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习题类作业解题步骤数量及占比情况

版本

步骤数/步

1 2 3及以上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人教版 82 43.85 97 51.87 8 4.28

教科版 56 60.22 35 37.63 2 2.15

沪科版 111 50.23 88 39.82 22 9.95

北师大版 87 58.39 60 40.27 2 1.34

2.3 课后作业习题插图设置对比分析

插图作为物理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理知

识的第二语言,与文字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发挥各

自的优势,能完美地表达物理知识,具有传递信息、

表达原理、启发思维的优势.基于初中生的心理特

点,相较于文字表达,插图因直观、形象的特点,极具

现场感,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按呈现方式分类,插图可分为实物类插图、卡通

类插图、示意类插图、图表类插图[5],如表7所示.

表7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作业插图数量及占比情况

版本

分类

实物类 卡通类 示意类 图表类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总计

总数 占比/%

人教版 11 13.75 42 52.5 20 25 7 8.75 80 100

教科版 8 12.12 46 69.69 9 13.64 3 4.55 66 100

沪科版 12 10.43 86 74.78 12 10.43 5 4.35 115 100

北师大版 6 7.79 41 53.24 24 31.17 6 7.79 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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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版本习题中卡通类插图占比最大,符合学生

的身心发展和认知规律,卡通插图的原形来自生活,

更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示意类插图的占比高

于实物图占比,考虑到八年级学生对物理概念、物理

原理、物理规律认识较抽象,难理解,教材借助示意

类插图将知识描述得更形象、解释得更具体.虽然图

表类插图在习题中比例较小,但也体现出各版本也

积极关注学生读图技能、分析图表、获取信息的能

力.按插图的内容分类,可以分为生活类插图、实验

类插图、理论类插图、情感教育类插图,如表8所示,

其中生活类插图占比最多,目的在于让学生体验生

活中的物理,建立生活现象与物理知识的联系,此类

插图的设置体现了物理教学要引导学生从物理走向

生活的课程理念.此外各版本习题也设置了一定比

例与学生的科学态度、责任感等相关的情感类插图,

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重要素材,体现出立德树

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

表8 4种版本八年级教材课后作业插图数量及占比情况

版本

分类

生活类 实验类 理论类 情感教育类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总计

总数 占比/%

人教版 38 47.5 19 23.75 22 27.5 1 1.25 80 100

教科版 39 59.09 39 19.69 13 19.69 1 1.52 66 100

沪科版 65 56.52 20 17.39 26 22.61 4 3.48 115 100

北师大版 27 35.06 24 31.17 25 32.47 1 1.30 77 100

3 不同版本教材课后作业对教学的启示

课后作业是运用生活实践、教材图例、科研成

果、科学史观、实验探究等素材围绕课程目标、学习

成果而设计,具有巩固与延伸、培养与发展、反馈与

交流等特点,应发挥作业评价的诊断功能和育人功

能.学科作业教学不仅要关注学生对学科知识的体

验,更应准确指向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和学生的关键

能力[6~9].基于课程标准、学科教学、学生发展,笔者

提供以下几点教学启示.

3.1 优化作业结构 突出原始物理问题

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活动的延伸和再创造,不

能局限于对物理习题的演算上,参观调查、实践体验

等课外体验活动应该成为学生课后作业的一部分,

让作业模块结构更加丰富,比例结构更加协调,作业

类型更加多样,减少冗繁堆砌.原始物理问题是自然

界及社会生产、生活中未经分解、简化、抽象、加工的

典型物理现象和物理事实,教师可以选取那些既能

引起学生学习兴趣,又与日常生活、工程实践、社会

热点密切联系的素材供学生课外学习,提出一些实

际问题或现象让学生调查或探究.学生在对概念辨

析和模型建构学习活动中,突出原始物理问题在作

业评价中的作用,使物理教育从纯粹知识传授模式

中解脱出来,真正体现物理教育的本源回归,促进学

生认知科学发展.

3.2 完善作业层次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指出了思维认知层

次水平存在差异性,一般而言,大多学者更乐于将思

维发展划分成3个层次,即低阶思维、中阶思维、高

阶思维.物理学习是一个逐层递进的过程,课后作业

承载着学生对学科知识内化和科学思维发展,而思

维发展对学生的影响远胜于物理学科知识.因此,物

理作业整体思路指向明确,作业层次与学生思维发

展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针对不同的思维发

展需求要设置不同的作业层次.其次,针对具体每一

次作业设计,也需考虑其内部的不同层次的思维分

布,需要关注各题型、各思维层次合理分配.最后,作

业内容设置应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相一致,衔接物理

与生活,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促进学生学以致用,

有助于学生将知识外化于能力,内化于思想.习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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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遵循由易到难、逐层递进的原则,促进学生思维

发展和深度学习.

3.3 丰富作业素材 展现教学资源时代特征

物理课后习题情境创设,作业素材选取都具有

特定价值导向,应承担着学生的物理观念建立、科学

思维培养,体现着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关系,充

分展现STSE的教育理念.部分教材版本习题情境

设置陈旧,部分素材资源缺乏人文特征,不能反映当

前科技前沿、研究成果及我国先进文化,要定期更新

和丰富作业素材以适应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例如在

运动与静止主题时,利用我国神州九号载人飞船与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交会对接为素材,探讨机

械运动的相对性;在压强或浮力主题时,可用我国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潜信息为题材,讨论影响

其所受液体压强和浮力的因素.在每个章节或主题的

作业设置中,挖掘出反映我国当前科技水平、先进文

化的素材资源,既能展现教学资源的时代特征,也体

现了作业的育人功能,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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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ituation,HotSpotsandEnlightenmentof
ScientificThinking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of

DomesticPhysicsCurriculum
———VisualAnalysisofChineseDocumentsBasedonCNKI

DengHaoyi ZhangJunpeng
(SchoolofPhysicsandTelecommunicaionEngineering,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Scientificthinkingisanimportantpartofcoreliteracy.ThisstudyusesCNKIdatabaseasthedata

sourceandusesthefunctionsofauthor,institution,andkeywordco-occurrenceinCiteSpacetovisualizethe

researchstatusandresearchhotspotsofscientificthinkingfromtheperspectiveofdomesticphysicscourses.The

researchfoundthat:theresearchisinthedevelopmentstage;thecooperationbetweentheauthorsandtheir

institutionsisnotclose;theresearchfocusfocusesonthe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scientificthinkingcontentof

textbooks,thedevelopmentofteachingmodelsandtheresearchonstrategies,andtheevaluationofstudents′

scientificthinkingability.Finally,accordingtotheresearchstatus,theresearchprospectisputforward,inorder

topromotetherelatedresearchonthescientificthinkingof mycountry′sphysicscurriculum andprovide

areference.

Keywords:visualanalysis;physicscourse;scientificthinking;researchstatus;research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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