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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寻义务教育物理课程的育人价值,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将2022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以下

简称2022版课标)与2011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以下简称2011版课标)进行对比,分析文化自信在新版课程

标准中的具体体现,并基于分析提出了对应的教学建议,以期厘清当下物理课程的育人使命,领会课程标准的育人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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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

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 力 持 有 的 坚 定

信心.
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展开.教

育部先后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

纲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要求在课程建设和课程标准修订中强化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内容.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任

务,适时启动课程标准修订和课程开发的研究论证、

试点探索和推广评估工作[1].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育人方面的重要意义.
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载体,是

教材编写、教师教、学生学、质量评价的直接依据,

2022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2022版《义务教育物理课

程标准》.有鉴于此,有必要对2022版课标和2011
版课标中体现文化自信的内容进行全面地梳理分

析,以期为接下来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意见.

1 文化自信在新旧版课程标准的呈现情况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注重落实物理学科的育人价

值,培养学生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

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2].为此,从课

程内容结构角度,对涉及文化自信的内容进行了对

比分析,以期在物理教学中关注文化自信的培养,更

好实现物理课程核心素养的达成.

1.1 2011版课标中文化自信内容的呈现

2011版课标“科学内容”中共有3个一级主题,

其中有关文化自信的内容主要呈现在一级主题“物

质”中(表1).在样例中引导学生关注我国在载人航

天和探月工程领域的新成就[3].

1.2 2022版课标中文化自信内容的呈现

2022版课标共设置5个一级主题,其中4个一

级主题涉及了文化自信方面的内容.在一级主题“物

质”中的具体呈现情况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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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物质主题中文化自信的具体呈现

二级主题 三级主题/样例/活动建议

 1.3物质的
结构和物
体的尺度

 1.3.3了解人类探索太阳系及宇宙的历程,知道对宇宙的探索将不断深入,关注探索宇宙的一些重大
活动.

样例:了解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或探月工程的新成就

表2 物质主题中文化自信的具体呈现

二级主题 三级主题/样例/活动建议

1.1物质的

形态和变化

1.1.3经历物态变化的实验探究过程,知道物质的熔点、凝固点和沸点.了解物态变化过程中的吸热和

放热现象,能运用物态变化的知识说明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样例:了解我国古代的铸造技术,并尝试运用物态变化的知识进行解释

1.2物质的

属性

1.2.4了解关于物质属性的研究对生产生活和科技进步的影响.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代青铜器、铁器的制造技术及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1.3物质的

结构和物

体的尺度

1.3.3了解人类探索太阳系及宇宙的历程,知道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将不断深入,关注探索宇宙的一些

重大活动.
样例:了解我国在载人航天及其他航天科技方面的新成就,体会我国航天人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

信念和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精神.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研制到成功发射的历程,体会这一

历史性突破对我国航天技术发展的重要意义;查阅资料,了解“中国天眼”在探索宇宙中的作用及我国科

学家建造“中国天眼”过程中的卓越贡献;查阅资料,了解“天问一号”在探索火星方面的进展及我国航天

事业对人类探索宇宙的贡献

  在一级主题“运动与相互作用”中的具体呈现

情况如表3所示.
在一级主题“能量”中的具体呈现情况如表4

所示.
在一级主题“跨学科实践”中的具体呈现情况

如表5所示.
表3 运动与相互作用主题中文化自信的具体呈现

二级主题 三级主题/样例/活动建议

2.1多种多样

的运动形式

2.1.1知道机械运动,举例说明机械运动的相对性.
活动建议: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交会对接为例,讨论运动的相对性

2.2机械运

动和力

2.2.1会选用适当的工具测量长度和时间,会根据生活经验估测长度和时间.
样例:了解我国古代测量长度和时间的工具,感受古人解决问题的智慧

2.2.2能用速度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并能进行简单的计算.会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高速列车的运行速度,以及铁路交通的发展进程.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空

间站在太空中飞行的速度大小

2.2.8探究并了解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知道大气压强及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了解液体压强与

流速的关系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中船闸是怎样利用连通器特点让轮船通行的

2.2.9通过实验,认识浮力.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知道阿基米德原理,能运用物体的浮沉条

件说明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样例:了解潜水艇的浮沉原理.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潜信息,讨论影响其所受液体压强和浮力大

小的因素

 2.3声和光
2.3.2了解乐音的特性.了解现代技术中声学知识的一些应用.知道噪声的危害和控制的方法.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建筑应用声学知识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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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二级主题 三级主题/样例/活动建议

2.4电和磁

2.4.2通过实验认识磁场,知道地磁场.
样例: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代指南针的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
活动建议:利用磁体和缝衣针制作指南针,验证同名磁极互相排斥、异名磁极互相吸引

2.4.3通过实验,了解电流周围存在磁场.探究并了解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了解电磁铁在生产
生活中的应用.
2.4.5探究并了解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了解电磁感应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磁悬浮列车发展状况.讨论电磁技术在其中的应用

2.4.6知道电磁波.知道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知道波长、频率和波速.了解电磁波的应用及其
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作用和优势,讨论电磁波在卫星通信技术中的应用

表4 能量主题中文化自信的具体呈现

二级主题 三级主题/样例/活动建议

 3.2机械能

 3.2.1知道动能、势能和机械能.通过实验,了解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举例说明机械能和其他形式
能量的相互转化.
 样例:分析《天工开物》中汲水装置工作时能量的相互转化

 3.2.4能说出人类使用的一些机械.了解机械的使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代水磨、水碓等机械,写一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调查报告

 3.6能源与可
持续发展

 3.6.2知道核能的特点和核能利用可能带来的问题.
 样例:了解处理核废料的常用方法.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受控核聚变(人造太阳)的研究进展,了解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3.6.3从能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体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活动建议:查阅资料,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概况

表5 跨学科实践主题中文化自信的具体呈现

二级主题 三级主题/样例

 5.2物理学与

工程实践

 5.2.1了解我国古代的技术应用案例,体会我国古代科技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
 样例:了解我国古代“龙骨水车”的工作原理,尝试设计相关装置

 5.3物理学与

社会发展

 5.3.3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成就,增强科技强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样例:了解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就,体会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重大意义,树立科技自立自强

的信念;知道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科学家的杰出贡献和爱国情怀,发扬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

2 文化自信在两版课标中的对比分析

2.1 内容标准中主题覆盖更全面

从主题覆盖率上来看,文化自信内容在2011版

课标中一级主题覆盖率为33.33%,二级主题覆盖

率为7.14%;在2022版课标中一级主题覆盖率为

80%,二级主题覆盖率为61.11% 如图1所示.
从新旧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的主题覆盖率

对比中可以看出:课程标准修订中强化了中华优秀

文化内容,我国文化内容在各级主题中的比例明显

增加,涉及文化自信内容的主题覆盖率有显著提升,

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理

解,提高对国家文化的认同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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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现实意义,培养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归属感

和自豪感.这也是物理课程核心素养中“科学态度与

责任”的具体体现,以此来发挥物理学科独特的育

人导向作用.

图1 文化自信内容在新旧版课标中的主题覆盖率

2.2 情境素材呈现方式更多样

我国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结合物理学科特

点,将课程标准中涉及我国文化的相关内容梳理为

以下4个类型:科学著作、古代发明创造、现代科技

成就、中国科学家事迹等[4],如表6所示.

义务教育阶段,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为重点,提高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2022版课标

中多元化的内容选择,从书籍、实物、人物3个方面

构建立体的可知可感的中国科学文化内涵,不仅有

利于加深学生对文化的了解认知,增强文化自信心,

同时也引导学生从物理学的角度理解、诠释、继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

表6 2022版课标中文化自信的情境素材

类型 课标中的示例

经典科学著作  《天工开物》

古代发明创造  鲁班尺、孔明灯、指南针、龙骨水车、古代青铜器铁器的铸造技艺、水磨、水碓等机械

现代先进科技成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我国火箭技术、两弹一星、高速列车、三峡水利枢纽、北斗卫星导

航、磁悬浮列车、中国天眼等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  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

2.3 教学提示可操作性更具体

2022版课标以“教学提示”的方式给出了具体

的教学策略建议和情境素材建议.

如在 “物质”主题教学提示中侧重提出与古代

科技等相关的常见情境素材建议;在“运动与相互

作用”主题教学提示中要求充分利用科学史料,培

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感.建议将我国的

相关科技成就引入课堂;在“能量”主题教学提示

中要求学生讨论和分析我国古代的一些机械,列

举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利用的主要能源;在“跨学科

实践”主题教学提示的情境素材建议中倡导举办

关于我国古代科技发明的作品展览[2],引导学生

了解我国古代科技成果、关注我国最新科技进展,

让学生通过资料查阅、现场考察、实物查看、比较

分析等实践活动认识我国古代科技的悠久历史和

当代科技的辉煌成就,不断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国家认同感.

3 建议与启发

3.1 教材编写应关注中国科学家事迹

以苏科版义务教育物理教科书(2013年审定)

为例,对课程标准中涉及的情境素材进行梳理总结

如表7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教材在科学著作、古代发明创

造、现代科技成就3个方面的情境素材丰富.教科书

仅介绍凭借速度为国争光的中国运动员,刘翔跨栏,

举重名将陈艳青等中国人物,较为详尽介绍了富兰

克林、伽利略、爱迪生、帕斯卡、瓦特、欧姆、焦耳、奥

斯特、居里夫妇等物理学家事迹,而在人物方面的中

国科学家杰出事迹却提及较少.
教材编写可增设《国家工程》栏目,适当着墨中

国科学家事迹,讲好中国故事,彰显立德树人.让学

生重温中外科学家的成长及科学研究历程,敬仰和

阅读科学家的相关事迹,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

性,在接触和了解中外科学家成长经历的过程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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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生对物理学科价值的理解体认,加深对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的认识与热爱.在中外科学家成长经历

的对比学习中,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

别能力[5].促进学生具备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表7 物理教科书中体现文化自信的情境素材

类型  教材中的示例

经典科学著作
 唐张志和《玄贞子》人工虹,墨子《墨经》小孔成像,墨子《墨经》杠杆,沈括《梦溪笔谈》
小孔成像,元代《农书》水磨,王充《论衡》静电现象等

古代发明创造
 曾候乙编钟,回音壁等建筑,冻豆腐,水磨,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日晷,杆秤,青铜战

车,孔明灯,碓、桔槔等杠杆,指南针,烽火台等

现代先进科技成就
 中国铁路发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的探月工程,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歼十战斗机,
超导研究,北斗导航,我国核能利用,三峡水电站等

中国杰出科学家事迹 无

3.2 教学要注重丰富学科文化教育内涵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要引导学生阅读科学典

籍,再现古代发明,紧追先进文明,探寻科学家足迹.
对于科学典籍,教师要做有心人,可对相关典籍

比如《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墨子》《考工记》等涉

及物理学科内容的,加以整理,按照知识模块进行分

类汇编,形成文字、图片、实物、视频等形式的教学

资源.
对于古代发明,要提前创设再现条件,以跨学科

实践的形式重现或改进古代发明,如古代投石机、杆

秤等.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差异,采用师生合作、学

生合作、独立完成的方式重现古代发明,利用学校科

技文化节进行集中的展示汇报.
对于我国现代先进科技成就,可通过查阅科技

文献资料、现场参观等方式,探秘中国卫星发射基

地,追寻飞天梦.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科技的建立和发

展历程,线索清晰,层次分明,循序渐进地制作科学

技术发展的时间轴,让学生对我国先进科技有较系

统的认识.
对于科学家事迹,可以通过查阅资料,自主制作

科学家成长时间轴,巧妙结合科学楷模的榜样示范

作用,让经历基础教育的学生重走科学家当时发现

的历程,敬仰和阅读科学家的相关事迹,激发学生的

学习主观能动性,把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家国情怀在

物理课程教学中进行有效渗透,培养他们的奉献意

识、爱国精神和民族担当[5].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文化自信在2022版课标中

已有突出体现,期待已经启动的义务教育物理教科

书编写也能有机融合文化自信的内容,增加中国文

化的出镜率.如何通过学科育人提升文化自信,如何

探索我国文化在物理学科中更为有效的渗透方式,

是今后教学实践中要持续关注的难题[5].虽任重而

道远,但可期可待.相信具有5000年文明发展史的

当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文化自信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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