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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观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以学生被动接受物理客观知

识为主要目的，并把物理教育看成是一种目的鲜明的系统的

灌输、启发、教化、培养的社会活动而非文化性的活动，因

此就没有意识到物理教育中其实首先存在着的文化的深层作

用。 现代文化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特定的心理过程都内在

地蕴含着文化因素；[4]例如长期以来国人教学思维中天然地

接收、适应和发展着应试（特别是钻研应试技巧），其中科

举文化的影响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任何一种理论、包括

它使用的概念、命题、预设也都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语言

、文化背景会使人们对同一概念或理论产生完全不同的思路

和理解。[4]学生对任何一个物理概念的理解都以他自己的社

会文化生活积淀（如发达城市的孩子与农村孩子的表象就有

很大差异）作支撑的现象等，都是这方面的具体例子。从文

化的角度来审视物理学的发展，并以“意义网络”作为属来

定义物理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物理文化在物理教

育中所起作用的思考。 当我们在物理教育中提升文化意识时

，物理教育便不是一种基于知识的传授过程，它首先是一种

文化交流活动。按照社会学家关于文化是一种意义网络的观

点，物理教育就是将物理学习者社会化[③]到物理文化这一

意义网络之中的文化活动。社会化的结果是学生能运用物理

学科的科学语言、物理科学方法及物理科学思维与科学态度

，在物理文化的意义网络中自由交往，从而逐渐使物理文化



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根植于学习者的头脑和社会整体文化中。

显然，这一结论的宏观状态与物理教育中长期执行的学科人

才的选拔，是完全不同的！而这种效果，则更符合（接近）

基于现代教育理念的科学教育的根本宗旨。 然而要真正实现

社会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物理教育这种特殊的文

化与心理过程，我们认为至少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

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物理科学的西方文化背景；三是学生

的主体文化。 1 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国传文化的研究表明，中

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科学精神。在过去，这种缺乏在很

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而现在，这种缺乏

又潜在地影响着我们对科学文化的有效学习。例如在物理学

习中学生表现出的唯“书”是从、唯“师”是从，缺乏质疑

、批判与创新精神，重观点轻实验、重结论轻过程等。不难

看出这些现象后面有着封建文化的影子，所以可以说，这种

现象反映了学生的物理学习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

。在物理教育实践当中，如何减小这种传统文化潜在的影响

，如何能使物理文化所承载的科学精神根植于学习者的脑海

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的目

的之一在于相互之间的学习和取长补短。我们引进西方科学

文化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想用西方文化中理性的科学精

神克服和补充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缺陷；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在物理教育中强调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意义，显然比学

到一些具体的物理知识更深远。 2 物理学的西方文化背景 作

为物理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物理学起源于西方文化，可

以说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亚文化[④]。从这种意义上说，引进

西方物理学的过程也是引进一种西方文化的亚文化的过程。



当我们把西方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课程时，西方文化便不可

避免的以隐性课程的形式存在。由于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人

们在对科学的认识、对科学所持的态度等问题上有很大差异

，而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文化上的“冲突”，最终会造成物理

学习的困难。例如学生很难理解为什么不能验证的牛顿第一

定律还能成为科学定律，牛顿的研究是唯物的却为什么认为

上帝给了第一动力？因此，物理教学不能仅讲解物理科学知

识，同时还需要向学生适当阐释一些知识后面的西方文化背

景，这样才能避免或弱化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文化

“冲突”。[5]在物理教学过程中，给学生展现物理学发展的

历史轨迹、介绍物理学家重要事迹和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

境、适当对比同一时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物理科学的发展状

况等，是增强学生文化感受力，避免和弱化文化冲突的一种

基本途径。 3 学习者的主体文化 学习者的主体文化是指从事

学习活动的个体所拥有的个性化的整体性的符号和意义的网

络。需要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文化与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有

极密切的联系，因为认知结构乃是个体头脑中的所有观念亦

即一种网络。显然，这种认知结构与学习者所经历过的社会

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它对主体的学习起着重要作用。 很长时

间以来，人们认为科学知识不依赖于认识者的主观世界，它

反映的是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按照这种观点,学习就是学习者

被动接受这些客观知识，与其适应的心理过程就是联结派的

“刺激反映”过程。而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科学知识是科学

研究者对经验世界的概念建构过程，即它与认识者的认知结

构相关联。[6]所以学生的学习也是学生利用已有的认知结构

主动建构新意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个体特有的文化



背景将对当前的建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物理教

学中，一方面我们要考察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及时调整教

学内容与教学活动，使学生能顺利通过其认知水平的“最近

发展区”[⑤]；另一方面我们要促进学生主体文化的扩充与

整合。由于学生是一定社会的存在物，他们总是在一定的以

大社会背景为基础的具体情境中进行意义建构的。在具体教

学中，能从内在沟通学生认知结构和学生主体文化这两个方

面的，正是追求真、善、美的物理文化精神和所研究问题的

具体情境。要实现学生主体文化的扩充与整合，需要为学生

提供广泛接触社会与合作交流的机会。在物理教学中，开展

合作学习、情景学习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结合，是实现主

体文化扩充与整合的有效方法。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当我

们在物理教育中提升物理文化意识时，物理教育便从仅注重

向学生展示那些关于物理学的科学事实，转向同时兼顾重视 

“那些事实所蕴含的文化故事的方式”，[7]这不但使得物理

教育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且具有人文色彩，而且也为物理

教育中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