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素养视角下物理课程人文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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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学物理教育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实施素质教育，应以 “人本”为核心，以 “核心素养”

为统领，在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丰富物理课程的人文内涵，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发

掘物理课程中的人文教育因素，结合相应的内容组织教学，遵循 “寓教育于传授知识之中”的原则，能对

人文教育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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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其发展史代表一

种先进文化，对人类走向现代文明进程起到至关重

要的推进作用。尤其是近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深刻地

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思维方式，也从根本上

改善了人类生活，物理学也因而成为世界文化中非

常重要的财富。

然而，长期以来物理学发 展 取 得 的 惊 人 成 就，

很大程度上 遮 蔽 了 物 理 课 程 对 人 的 精 神 世 界 的 影

响，以致于人们常常片面地将工具价值或技术价值

作为物理教学的唯一目标，而忽视了物理教育的人

文价值，这种观点对中学物理教育产生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由于片面强调物理学的基础性、工具性和

应用性，尤其是当物理课程沦为应试教育的一种工

具时，过强的功利主义和教育短视使物理教学异化

为一种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应试训练程序 操 作，

其人文内涵几乎丧失殆尽。

在 “核心素养”的理论体系下，人们逐渐认识

到物理教育的 工 具 性 与 人 文 性 是 统 一、不 可 分 割

的。［１］从素质教育视角看，物理学 既 是 “器”又 是

“道”，既是工具又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物理

课程的一项重要功能，或者教育目标之一就是对学

生的人文素养进行培养，为学生高尚思想情操的形

成以及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是物理课程人文功能

的核心所在。

一、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优秀品格

（一）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

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主

要有以下途径。

一要在 实 验 课 中 培 养 学 生 遵 守 规 则、爱 护 仪

器、勤俭节约、合作交流、严谨认真的良好习惯和

实事求是的科 学 态 度。物 理 实 验 讲 究 操 作 的 规 范

性、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学生认真踏实地完成实验

的每一个环节，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在

实验课中，常有学生因自己实验失败或误差 较 大，

为了迎合物理定律而进行数据修改、弄虚作假或抄

袭别人的数据，违背实事求是的科 学 精 神。对 此，

教师应耐心地进行正面引导，指出研究科学规律应

采取科学态度，忠实于实验数据，实验失败或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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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都是正常现象，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并善于

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学生领悟到失败与

成功的辩证关系。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误差较

大时尝试分析原因并改进操作手段，从而提高学生

的实验能力，并培养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要通过介绍历史上物理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

艰苦历程和感 人 事 迹，让 学 生 受 到 科 学 精 神 的 熏

陶。物理学的发展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 “革命斗争

史”，许多优秀科学家 （如布鲁诺、哥 白 尼、伽 俐

略等）为了追求和捍 卫 科 学 真 理 而 遭 受 残 酷 迫 害，

他们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物理规律和原理就是很好的

教育素材。在这些内容的教学中，揭示并再现这些

规律与原理的产生与建立过程，能发挥深刻的教育

作用。

三要开展科学实践、社会 调 查 和 研 究 性 学 习，

在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一切从实际出发、杜绝主观

臆断、注 重 调 查 研 究 等 实 事 求 是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态度。

四要开展新课程所倡导的科学探究活动，努力

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体会科学探究

的意义，深刻领会物理学是一门精确科学，哪怕相

差一个符号也不允许，以此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

科学精神。

（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

物理学 是 一 门 以 观 察、实 验 为 基 础 的 自 然 科

学，其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物理学的理论一旦

被实践 证 明 是 真 理，就 不 容 置 疑，否 则 就 要 被 摈

弃。如关于自由落体运动，伽利略的观点得到了实

践的证实因而被人们承认，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经

不起实践的检验因而必然被否定。物理学不仅是一

门自然科学，更能教会人们尊重事实、捍卫真理。

物理学还具有逻辑的严谨性，反对虚伪，教人

正直、诚 实。作 为 教 学 科 目 的 物 理 是 一 门 体 系 严

谨、结构紧凑、科学性极强且较为抽象的学科。要

学好这门课程，必须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坚韧不

拔、不怕困难。

（三）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是核心素养的一项目标追求，它不仅

影响学生个人的成长，也关系到社会文明与进步。

被许多人认为枯燥无味的物理学实际上有独特

之美，充 满 无 穷 魅 力。物 理 美 是 一 种 典 型 的 科 学

美，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包 括 理 论 美、形 式 美、

实验美等，其主 要 特 征 是 简 洁、对 称、奇 异。如，

单摆的振动过程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称美，爱因斯坦

的质能 方 程Ｅ＝ｍｃ２ 仅 三 个 字 母 就 以 巨 大 的 概 括

力，将整个自然界的质量和能量的转化关系科学地

揭示出来。实际上，每个物理公式本质上就是一首

精美的诗。如，牛顿第二定律的表达式Ｆ＝ｍａ在

审美意义上，与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有异曲同工之

妙。

物理学中美的图象、理论、公式比比皆是，这

些都是物理教学中的美育素材。教师在这些内容的

教学时可以用简洁而富有艺术性的语言，把物理美

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和体验物理的美，让学

生在美的熏陶中获得美感体验，把审美情趣与道德

情感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地分辨生活中的美

与丑，形成追求真善美的信念。人的道德情感和审

美感受是相互联系的，物理教学中的美育还能促进

德育的发展和完善，苏霍姆林斯基说：“美是一种

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心地纯洁，感

情和信念端正。”［２］

二、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物理学包含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 教 育 的 内 容，

教师要自觉地将物理教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有机

地结 合 起 来，有 意 识 地 培 养 学 生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观点。

（一）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基本结构和物质运动一般规

律的科学。从微观粒子到宇宙天体，整个自然界都

统一于物质。教师要通过具体内容的分析，让学生

懂得无论物质以何种形态存在，无论是能被人们直

接感知和观察到，还是需要借助仪器才能观 察 到，

物质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质在

永不停息地运动着，小到微观粒子，大到宇宙星系

概莫能外。在中学物理课程中，从力学中的机械运

动、天体运动，到热学中的分子运动等，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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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能让学生建立起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

对的”观念。这种观点与 “万事万物是相互 联 系、

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相互映衬。

（二）量变到质变规律

物理课程中，有大量鲜活的素材可以作为 “量

变到质变”这一辩证法则生动的例证。如，物质的

三态变化中，沸点、熔点、凝固点就是质变点；凸

透镜成像过程中，焦点和两倍焦距处分别是虚像与

实像、放大的像与缩小的像的质变点；竖直上抛的

物体在运动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点是转变为自由

落体运动的质变点。在相关内容的教学中，教师要

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指出不同事物量变引起质

变的质变点，即蕴涵着 “发展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

程”这一普遍原理。

（三）对立统一规律

在物理教学中有许多具体事例。如，构成物体

的分子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着斥力和引力，两者互为

依存，使万物和谐；物体间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

同时存在，又同时消失；裂变和聚变，波粒二象性

等，既对立又统一。对这些具体事例的分析，能让

学生从物理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 “发展是对

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一辩证法的核心观点。

（四）否定之否定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说，物理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们对物理现象及其本质的认

识过程，就是不断否定错误的假设或理论而逐步深

入的过程。如，对光的本性的认识过程，从 “微粒

说”到 “波动说”，再 到 最 终 形 成 了 光 的 “波 粒 二

象性”理论，经过否定、否定之否定后，产生了认

识上的飞跃。这一事例的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培

养学 生 否 定 之 否 定 的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观 点 的 良 好

契机。

此外，教师可以在 “增大和减少摩 擦 的 方 法”

的教学中渗透 “一分为二”的观点，在 “电压是使

自由电荷发生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的原因”的辨析中

阐明内 因 和 外 因 的 辩 证 关 系。诸 如 此 类，不 胜 枚

举。这些内容的教学和学习活动，为学生形成辩证

唯物主义认识论打下良好基础。

三、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责任与担当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而爱国是

家国情怀的前提。在物理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掘

爱国主义因素，结合相应内容的教学，对学生进行

潜移默化的教育。［３］

（一）以 我 国 古 代 领 先 于 世 界 的 物 理 学 成 就，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科学技术

方面曾为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做出极大贡献。较具

代表性的有春秋末 年 的 著 作 《考 工 记》、战 国 时 期

的 《墨经》 《吕 氏 春 秋》、西 汉 时 期 的 《淮 南 万 毕

术》、东汉时期的 《论衡》、北宋的 《梦溪笔谈》和

明朝的 《天工开物》等，记载了十分丰富的包括力

学、热学、光学、电磁 学 在 内 的 物 理 现 象、知 识、

原理和规律，还包含了许多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

理学的基本要 素。英 国 科 学 史 专 家 李 约 瑟 博 士 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列举了２６项中国向西方

传播的科学技术，并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

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

更是 如 此，关 于 这 一 点 可 以 毫 不 费 力 地 加 以 证

明。”［４］

目前，多数版本的中学物理教材在引用物理学

史料时，忽视了我国古代物理学成就。如， “牛顿

第一定律”一节中，有教科书写道，亚里斯多德认

为 “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在他以后大约两千

多年的时 间 里，人 们 都 认 为 这 个 结 论 是 正 确 的”

“但是，到了１７世纪，伽利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是错误的”。［５］其实，我 国２４００年 前 的 古 书 《墨

经》就已指出 “力，形 之 所 以 奋 也”［６］，已 然 阐 释

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又如，在 “机械运

动”一节中，涉及物理学史时基本上都认为是伽利

略在其论著 《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 “第一个探讨

了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７］实际上，我国东汉时期

的 《尚书纬》在记载地球运动时就指出： “地恒动

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闭牖而坐，舟行不

觉也。”［８］这与一千多年后伽利略的论述非常相似。

此外，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补充一些我国古

代物理学史料。如，在共振和共鸣的教学时，可以

１５１



介绍我国北宋科学家沈括设计的纸人共振实验，该

实验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共振共鸣实验。又如，在凸

透镜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展示古人的 “凿

冰取火”实 验。１７世 纪 著 名 的 科 学 家 胡 克 在 英 国

皇家学会演示这个实验时，赢得在场科学家们的赞

叹，但他们无法想象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汉时

期就成功地做过类似的实验。［９］

（二）以我国现阶段物理学领域 的 成 就，增 强

学生民族自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科学技术方面取

得了空前发展，物理学领域的成就也举世瞩目。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７年新年贺词中总结我国２０１６
年重大科 技 成 就 时 提 到 的 就 有４项 重 大 成 果［１０］：

一是暗物质卫星 “悟空”号在轨运行一年，这是迄

今世界上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

间探测器，有望推动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取得重大突

破；二是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巩

固和扩大了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三是 “中国天眼”ＦＡＳＴ落成启用，这是世界上最

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在未来二三十

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四是 “神舟十一号”与 “天

宫二号”对接并展开科学实验，主要科学实验项目

的研究水平位于国际前沿，技术发展处于国际先进

行列。

我国在核技术、弹道导弹技术、量子通信技术

等许多重大科技领域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在钠米

科技、超导、新材料的研究与应用等领域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我国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研制成

功只花了不到三年时间，我国磁悬浮列车的最高时

速是全世界最快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在教材中找

到相应载体，并渗透在教学过程中，从而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

（三）通过 “ＳＴＳ”教 育 唤 起 学 生 责 任 与 担 当

意识

物理教学要落实三维课程目标，除了要让学生

掌握物理学的知识与技能、获取物理知识的过程与

方法，还要让学生懂得所习得的这些知识与能力在

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

作用 和 可 能 产 生 的 负 面 影 响，培 养 学 生 “ＳＴＳ”

（科学、技术、社会）意识，使他们能 够 形 成 关 于

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正相关的价 值 观。

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调查等活动，能让学生了解

和接触一些与物理知识相关的社会热点问 题。如，

热岛效应、环境保护、能源 危 机、水 资 源 问 题 等，

使学生意识到科学 技 术 是 一 把 “双 刃 剑”，其 成 果

使用不当也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唤起

学生守护家园、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物理教学还要让学生有适当的危机意识。在科

学技术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惊人成就，但与科技

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正视差距，砥砺前行，可

以唤 起 学 生 责 任 与 担 当 意 识 以 及 振 兴 中 华 的 使

命感。

综上所述，物理课程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为

物理教育 落 实 “中 国 学 生 发 展 核 心 素 养”的 “人

本”理念提供了极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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