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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自信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对国家文化主动传承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在西方文化长时间输入

的背景下,中学生很容易形成对我国文化以及科技发展的不自信,这自然会影响他们投身物理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

极性.在探讨了文化自信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在高中物理学科教学中渗透文化自信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

了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文化自信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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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

重视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继“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 ”3个自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又提出了“文化自信”,并强调要“增强文化

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在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深

度挖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和中小学语文、历

史、地理、体育、艺术等所有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所以,为了培养学生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

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非常有必要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

文化自信的教育.

1 文化自信的内涵

要讨论什么是文化自信,首先需要讨论什么是

文化.郭元祥指出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社会

存在和社会意识,是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晶[2].
文化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发展和沉淀根植于历史背

景,同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演化.中国文化

根植于华夏民族上下5000年灿烂的历史,积累和

传承了无数的物质或者非物质文化.民族的延续离

不开文化的传承,在传承文化的时候不仅仅传承了

知识,还传承了理想信念等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国力的腾飞,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民的知识

水平也在提高.所以文化自信中的文化不仅包含了

中华民族5000年沉淀下来的真知灼见、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社会准则等历史文化,还包含了解放战争

时期的抗日精神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文化,还包含了体现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

女排精神、抗疫精神等理想信念文化等等.
相对于文化,文化自信是指在文化了解和认同

的基础上,在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中,对国家文化认

同并主动传承的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3].文化自信

的前提条件是需要认同文化,没有认同何谈自信.而

这样的认同是在当下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甚至相互交

融和冲突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认同文化之前必然会

对比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认同了文化之后才可

能文化自信,这样的自信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状

态,同时也是能够促使人民进一步创建新的辉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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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动力所在.
从哲学角度而言,文化自信作为一种主体针对

客体所产生的心理状态,也就可以说,文化自信是社

会主体,对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活动所形成

的对自身文化确信和肯定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也是

社会实践主体的一种集体社会意识[4].对于其中的

社会主体,主要是指人,包括组织(党)、群体(人民群

众)及个体(人才)[5]、企业等.客体则主要指国家和

民族的文化[4],其中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和精神文化3个层面,也被称为精神财富的综合,甚

至包括对文化生命力的自豪感和坚定信念[3].文化

自信的过程是一个主体审视客体之后产生了积极的

心理状态,并体现出主体客体化的转变的一个过程.
比如,一个公民在审视了所在国家的文化之后,不但

认同了,同时还萌生了文化自信,基于这样的积极的

心理状态,该公民对于建设国家和服务他人以更好

地传承文化有了更强烈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文化自

信是一个主体客体化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文化自信的客

体对象也有了更加具象化的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6]、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与此同时,文化自信

应具备民族性[3],应包含对中华民族辉煌历史文化

的认同与传承;应具备时代性,我国现在处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应培养中小学生有时代特色的文化

自信;在世界文化背景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应

该具备文化的明辨能力,应当具备辩证性的文化自

信,能够辨别网络环境中纷繁复杂的信息;同时文化

自信还具备可塑性,文化自信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

的,这也是能够进行文化自信教育的前提.

2 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文化自信教育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我国的精神

文明建设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除

了文化的传承之外,还需要培养中学生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无法通过空洞的口号建立,要建立文化自

信有需要根植于具体的事实.而在物理学的发展中

有大量这样的故事,讲好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我国

物理学家的故事,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2.1 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文化自信教育的必要性

培育文化自信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路

径.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但是精神文

明的建设却相对滞后,在意识形态剧烈冲突的当下,

文化自信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中国近代史是

一段悲惨屈辱的苦难历史,也是一部觉醒奋起的悲

壮史诗.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向西

方学习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以解决物质

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7].在此过程中,

随着西方文化的长时间输入,中小学生成长在欧美

大片、美式快餐、西方节日等外来文化浸润的环境

中,无形之中会形成对西方文化的过度崇拜和向往,

同时也形成了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这些不自信体

现在了科技进步、医疗水平、艺术创造、工业制造等

多个方面.
从伽利略到牛顿,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物理学家

很多都是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如果不把物理学的发

展故事讲好、讲透,就会给学生一种“只有西方人才

能做好物理研究”的错误印象.这样缺乏文化自信

的错误印象不仅不利于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同

时对学生未来的奋斗方向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如果

主流的声音都是“中国人很难在物理学上有所建树”

的错误论调,那么学生即使有物理学的研究天赋,也

会给自己定下一个“难成大器”的基调.所以,在物

理学科的视角下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一项工作,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能力有志向的年轻

人进入科技创新的行列.
所以,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价值

观念非常必要.在高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科学

态度与责任就包含了学生对待物理学这门学科、对

待物理学家、对待物理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的态度.
如果学生对本国的物理学家的研究怀揣了一种崇敬

和向往的心态,对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持认可和惊艳

的态度,对中华民族的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使命感

与责任感,对于他们接下来的物理学习与后续发展

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2.2 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文化自信教育的可能性

物理学科是描述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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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的角度而言物理学知识本身并不具备任何价

值观.但是冰冷的结论是经由火热的思考才得出来

的,虽然物理规律仅指向客观现实,但是物理学的生

成过程都是科学家钻研和思考的结果.所以,物理学

的发展史、物理知识的生成过程、物理学科的最新进

展中都离不开人、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影响.所以物

理学科的发展切实具备文化属性,物理学的发展中

有中国人精彩的故事,所以在物理学科教学中进行

文化自信教育是可行的.
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中不乏中国物理学家的重要

贡献,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子的发现者是查德威克,但

是,其实中国的王淦昌先生在查德威克之前就提出

了可能发现中子的实验设想,后来查德威克是按照

王淦昌曾经的思路进行实验,最后居然真的发现了

中子的存在,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仅如此,

王淦昌先生后来还提出《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

议》,在14年后真的被美国科学家用该方法找到了

中微子.我国科学家不仅学术水平卓越,更有着坚韧

和奉献的精神.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鞠躬尽瘁的

科学家们,隐姓埋名28年,在没有成熟计算机的情

况下,用纸笔和算盘做出了大量而精确的计算.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果能够给中学生们,

在高中物理课堂上讲好这些中国故事,讲好这些中

国物理学家的故事,那么对于学生理解物理学,理解

物理学的发展进程,了解物理学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除了知识上的帮助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文化

自信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文化自信的孩子会相信

自己能学好物理的同时,还会相信自己的祖国,相信

人民,相信祖国的科学家的能力和品质,只有在这样

的基础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够、也愿意继续

为了科学事业而奋斗.只有具备了家国情怀的、有能

力的年轻人进入我国的各行各业,才能够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3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文化自信的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到:“未来属

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同时提出:“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

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我们需要培养有道德、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新人[8],不仅需要

未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能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

需要未来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能够文化认同、文化自

信,从而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承.

3.1 教师观念的转变

无论是从政策导向还是学生培养的角度而言,

文化自信培养的必要性都不言而喻,所以教师观念

的转变非常必要.“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以

“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包含了文化基础、自主发

展、社会参与3个方面.在“文化基础”中,指出了“文

化是人存在的根和魂”,肯定了文化的重要性,在“社

会参与”中明确提出了“具有文化自信,尊重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明成果,能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9]所以,“文化自信”切实是

中小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为了培养中华民族

的新生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

而不是量产只会应试的做题机器,所以,教师观念转

变非常必要.物理学科的教师应当树立起“课程思

政”的观念,落实全员、全过程育人的要求.
教师观念转变具体指的是在物理课堂中从单纯

的知识传授向兼具育人功能的转变,从偏重知识结

论向注重知识生成转变,从应试教育向理想信念培

育转变.政治认同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要

的素养,高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除了物理观念、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之外,还包含了科学态度与责任.具

体而言,物理课堂不仅仅是单纯传授知识的课堂,还

需要借助物理学的发展,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

世界观.物理学科的教学不仅仅是教会学生去解题

去计算,而是要通过物理知识生成的过程引导学生

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为了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教师观念的转变主要内容就是将“教书”和

“育人”有机地融合起来.
促进教师观念转变的主要手段离不开教师培训

和对教师的引导,强化理论研究可以帮助教师培养

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自觉性,示范课融入爱国主义教

育元素可以为教师教学实践提供灵感,强化物理教

师之间的教研和交流能够更好地整合既有的经验和

教学内容.如果能够将现有的教学中文化自信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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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加以整理,形成体系,构建理论,形成模型,那么就

能够让更多的物理教师认识并重视物理课堂中文化

自信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主动转变观念,达到扩大影

响的效果.

3.2 教学内容的多样化

从西方进行工业革命以来,物理学科飞速发展,

但是早在公元前,我国就已经有人开始对很多物理

现象和物理原理进行了研究和记录.我国古籍中对

这些研究的记录,是很好地培养文化自信的素材.比

如,公元前3世纪《韩非子》中记载了司南,《吕氏春

秋》记载了“磁石召铁”.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记

载了用冰制作透镜,用反射镜制作潜望镜.公元1世

纪,《论衡》记载了“顿牟掇芥”等力学、热学、声学、

磁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汉书》记载了尖端放电、避

雷知识和有关的装置.2世纪张衡智创了地动仪和

浑天仪,《潜夫论》分析了人眼的作用.5世纪,祖冲

之改造指南车,精确推算圆周率π,在天文学上精确

编制《大明历》.类似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10].所以,

能够在物理课教学中进行文化自信教育的素材非常

之多.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涌现出了大批

有才干有志向的科学家,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每一个

中学生熟知.比如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黄昆、中国

核武器研究的开拓者程开甲、可抵五个师的钱学森、

力学家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郭永怀等.他们

在祖国需要的时候,都果断放弃了海外优厚的条件,

回到了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11].将这些故事融入到相应

的教学内容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知识有更好的理

解,也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比如:我们可

以在“人造卫星”这一部分介绍“中国航天之父”邓

稼先,可以在“载人航天与太空探索”这部分介绍神

舟五号的杨利伟,介绍神舟十号和天宫一号的对接,

介绍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等众多航天员,也可以

给学生播放王亚平在天空课堂中的授课视频.也可

以给学生介绍我国最先进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

台,介绍“九章二号”和“祖冲之二号”量子计算原型

机,介绍世界上最大的500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以及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东方超环”等等物

理学的最新科技进展.
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好的故事、优

秀的榜样,都是在物理课堂中培育文化自信很重要

的载体.在物理课堂中培养文化自信的内容当然不

仅如此,还可以继续发掘和积累,如果能够做到素材

的总结和交流,能够形成体系,那么无论是对培养学

生的文化自信,还是对物理教师的专业发展都有很

大的帮助.

3.3 教学手段的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能用于支撑教学的手段不断

增加,培育文化自信的手段也多种多样.除了坐在教

室里,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语言和符号的教育之外,

还可以通过其他的课外方式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给学生播放相

关的纪录片或者科普宣传片,也可以引用和物理现

象、物理原理相关的诗词歌赋或者是成语典故.教师

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朗读或者学生朗诵等方式,将

这些内容贯穿于物理教学中.比如,在引入静电力的

时候可以用“玳瑁吸喏”;讲到力的时候,可以讲“力

重不能自称,须人及举力,刑之所以奋也”;在讲万有

引力的时候可以讲“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在讲比热容

的时候可以引用“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

家”.除了教师直接讲授之外,还可以给学生机会查

阅文献,以小组分享的方式对相关的内容进行讲解,

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在课堂上除了引用古典

文化中诗词歌赋这样的“软文化”,也可以组织建设

物理教学的专用教室.这样的专用教室可以是实验

室,也可以是具备虚拟现实交互功能的现代化教室,

也可以装备物理仿真实验设备、科技发展模型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走出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博物

馆、科技馆甚至是一些科研单位,在现场为学生讲解

相关的物理知识和物理故事,为学生展现我国科技

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学习核聚变的时候可

以给学生介绍中国的托卡马克装置;在学习受力平

衡的时候为学生展示南京长江大桥;在学习核裂变

的时候为学生介绍秦山核电站;在学习电力传输的

时候给学生展示我国的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实现西电

东送的装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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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党的带领下取得了辉

煌的历史成就,面对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

我们需鼓足乘势而上的干劲,这需要强大的文化自

信作为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做好思政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感受到做好新时代教书育人工作的重大责

任.初心引领未来,使命呼唤担当.高中阶段是学生

价值观形成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文化自信的培育

离不开每一个学科的参与,物理学科作为科学技术

的组成部分,在思政教育中也可以承担起包括文化

自信在内的价值观导向任务.对于青年学生而言,不

仅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需要认同所学的科学文化

知识,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祖国能够在科学研究和

科技创新方面有所建树.少年强则中国强,如果我们

的高中生都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能力、有担当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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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self-confidenceisapositivepsychologicalstateofactivelyimpartingandinheritingnational

cultureonthebasisofculturalidentification.Underthebackgroundoflong-terminputofwesternculture,itis

easyformiddleschoolstudentstoformalackofconfidenceinthedevelopmentofChinesecultureandscienceand

technology,whichwillnaturallyaffecttheirenthusiasmforphysicallearningandscientificresearch.Thispaper

analyzesthenecessityandfeasibilityofinfiltratingculturalself-confidenceeducationinphysicsteachinginsenior

highschoolbasedondiscussingtheconnotationofculturalself-confidence,andputsforwardtheteachingstrategy
ofinfiltratingculturalself-confidenceinphysicsteachinginseniorhighschool.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culturalself-confidence;seniorHighSchoolPhy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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