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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科技发展的新文化背景,打造通识课程《物理文化与教育》,通过数年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首先介绍《物理文化与教育》通识课程的意义;其次介绍课程内容与理念;第三介绍《物理文化与教育》移动微课及

其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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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综合改革催生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综合改革是在当前大众教育背景下,对我

国精英物理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反思,从教师

队伍、课程体系、教学理念等方面全面改革,以加强

教师专业技能培养,突出科学素养的提升,突出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改革.我们对传统的物理学

师范专业进行专业综合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加强物

理文化引领和教师教育专业技能培养,提升学生全

面科学素养.

我们借鉴美国通识教育理念,努力打造我们的

通识教育品牌课程,“美国大学通识课程的基本构成

较规范、统一,总体而言,目前美国大学通识课程一

般由两大部分构成 :(1)以培养大学生的读、写、交

流等能力为目标的技能类课程;(2)有利于大学生

形成均衡的知识结构,全面看待和理解人类社会,

以及自然界所需要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常识,以及为满足学生兴趣和个性发展所需要

的其他非专业课程的知识性课程.虽然有些学校略

有不同,但大体都可归入上面两个部分.”[1]

《物理文化与教育》通识课程,是我们物理学专

业综合改革的重要切入点,用物理文化引领教师教

育理论与实践创新,为未来的物理教师提供全新的

理论支撑.《物理文化与教育》通识课程是以同名专

著[2]为教程,在第7或第8学期开课,共计32课时.

该课是国内从文化角度对物理教育进行系统论述的

新课程,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交融的学术创新成

果.

2 《物理文化与教育》通识课程开设理念

《物理文化与教育》的研究和教学是激动人心

的,物理文化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

泛的教育应用.该课程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交融

的学术创新成果.论述了物理文化的发展阶段,定义

物理文化概念,提出并探讨了物理文化的知识构建、

物理文化的特征、物理文化的功能等物理文化基本

理论问题.以物理文化为物理教育研究的新的逻辑

起点,对物理教育的三维目标、科学探究、自主学习

等重要概念进行文化解读,对物理文化名人爱因斯

坦、费恩曼、杨振宁的教育理念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

阐释.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教物理不仅是教书,是在传

播一种文化,就是把物理当成一种文化来传承,不是

当做知识来传授.为什么以前不当文化当知识? 这

与中国历史有点关系,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

国,它不接受西方文化.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有一批

学者宣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大众不了解西

方文化,只了解西方科技.知识不是一个独立的,它

是在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所以我们要传播这种知识就不能回避这种文化,

比如这种文化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创

新、探索.中国文化不讲究创新,讲究服从,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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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文化讲究版权,发明权,牛顿与胡克在300多年

前就非常强烈地争夺过发明权,所以物理学界非常

尊重发明权.物理文化的精髓不是知识而是观念,是

精神.所以物理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科学

精神.人类在自然界生存有不断探索自然界的一种

欲望,了解自然发展的规律.所以它的价值就是研究

和探索自然规律,发现这些规律,物理学家一旦把它

表达出来,他们就会感觉这一生太幸福了.作为发明

者最高奖励就是采用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物理定律、

公式、单位、实验、概念等.中国文化就是体现统一,

不突出个人.物理文化不只是物理与文化两词连在

一起而已,它有很多新的东西.物理文化本身是存在

的,所以才能研究它.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文化载

体,受到地域文化、家庭文化、学科文化的影响.
物理文化是鲜活的文化,由人和物构成的综合

体,人是经过系统学习、严格训练、掌握物理知识、物

理方法,具有科学精神、科学行为准则的物理工作者

和物理专业学习者,是物理文化的活的载体.自然可

以把物理教师看作“活”的物理文化载体,从这个意

义上说,物理教师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社会要求

教师是“担负着传递社会和文化价值与标准的任务

的人,而他就是被学生看作代表和具有这些价值的

人”,就是说,物理教师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传递物理

文化,以保证文化的连续性.物理教师借助教材系统

地向学生讲述物理知识,介绍物理方法和历史;物理

教师通过实验设备创设物理环境,让学生操作仪器、

观察现象、测试数据、分析数据,从实践中学习物理,

接受物理文化的熏陶,培养系统理解和掌握物理文

化精髓的活的物理文化的载体,以保证物理文化得

以延续和发展.物理教师带着深厚的感情带领学生

去理解科学家,去分享他们的智慧成果,去体验他们

发现的快乐,去感悟他们的方法和价值观.物理文化

除了具有延续性以外还具有创造性,物理教师既要

充当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同时要充当文化的整理和

创造者.物理文化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伟大成果,集

中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智慧,优秀的物理教师应能感

受物理学探索过程中闪耀着科学创造之光.物理教

师要在学校中创造出一种“活”的物理文化环境,这

种环境充满探索、发现、创新,充满好奇心.物理教学

过程要始终把学生探索精神的培养,放在重要地位,

把物理知识和方法的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基

础.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要多样化,不能把活生生

的充满创造之光的物理学蜕化为干巴巴的概念、枯

燥的公式和繁杂的计算,不能把具有生动性、创造性

物理教学变为对付各种考试的应试活动.激发学生

的好奇和兴趣,满足学生探究的天性,建立学生的科

学价值观,促进学生的发展,乃是物理教育的根本任

务.

3 打造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移动微课

《物理文化与教育》在几届学生中开设,受到学

生欢迎.但是由于在大四开课,学生经常要请假外出

参加各种考试和招聘活动,我们学校离省会有400
多公里,因此学生到课率难以保障.如果调整到低年

级开设也很难找到适合的位置.2013年以来,国内

兴起“微信”热,老师们也建立了各种微信群,信息

传递交流异常方便,面对智能手机的冲击,学校教育

管理部门无以应对,我们提出:让手机成为学生学习

的工具.2015年开始构思开发“移动微课平台”,经

过近1年的准备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于2016年5
月30日正式上线运行.移动微课《物理文化与教

育》(图1)迅速在国内物理师生中传播,几天之内传

到四面八方,反响非常大,受到同行的关注和鼓励,

摘录有代表性的部分意见如下:

著名教育家查有梁先生:“很好的题目,坚持下

去,必有大贡献! ”

广东岭南师范学院校长罗海鸥教授:“初读《物

理文化与教育》,有耳目一新之感.你在贵州毕节和

梅州这样相当边缘的地方和学校,真诚专注于物理

文化研究,做得早且扎实系统,一直走在国内前列,

不仅论著,还是师生对话、教学札记,都写得简洁明

了、真诚感人,就像你的为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

令人敬佩的.你是一位德才兼备又低调务实的好教

授,希望你坚持做下去.有空来我校做个专题报告,

我们为你购票.”

科学出版社华南分社社长郭勇斌先生:“祝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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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主导的物理文化与教育课程取得巨大成功! 希望

以后有机会加强合作,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协助和支

持! ”

厦门理工学院眭平教授:“为物理教育界做了一

件好事.”

深圳南山第二实验学校邓晋标校长:“在老师

《物理文化与教育》指引下,泛读了一些物理文化的

的文章和老师的《物理文化研究对物理教育的启

示》,开拓了视野,才知道当年所学物理知识之肤浅,

才觉悟物理文化之广博! 老师互联网 +…… 的课

程创新给物理专业开辟了一条泛在学习之路,可以

更好地培养学弟学妹们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祝

老师的学术研究在物理学领域生根开花结果! ”
……

(a) 课程简介

(b) 课程导航

图1 移动微课《物理文化与教育》截图

总之,《物理文化与教育》移动微课,学习者可

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学习,可以利用等车、吃饭前

等餐、睡觉前的碎片时间浏览学习,该课顺应了终身

学习、泛在学习的世界潮流,为物理教学改革做出了

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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