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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7_E6_95_99_E6_c67_468040.htm “黄娃、白胖、黑柱

、蓝仔、紫珠，一群顽童身着五彩衣，上树掏鸟蛋，下河捞

鱼虾。”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开篇文章，北京大

学赵凯华教授以5个“顽童”争论苹果落地速度的故事，引领

高一新生走进物理课堂。 北京市基教研中心物理教研室主任

、特级教师陶昌宏说，全新的描述性语言是新版物理教材的

特点之一。北京市采用的两套物理教材，人教版和教育科学

出版社物理教材都突出了叙事方式亲切、多配问题情景的特

色。 翻开人教版物理新教材，发现的确图片丰富、图文并茂

，每页至少一幅图片，多的达到6幅，包括历史照片、漫画、

实景照片等形式多样的插图。 高一教材重点还是力学 陶昌宏

说，高一物理教材变化其实并不大。 据介绍，新高一物理课

的核心内容依然是力学。新课改后，力学部分为高中物理必

修学分，也就是说，不管将来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都必须拿

到这个学分。和过去教材相比，运动的描述、匀变速直线运

动、力的合成分解、牛顿运动定律等仍然是教学重点内容。

陶昌宏认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性学科，而牛顿定

律又是经典物理学的核心，是学好物理不能忽略的基础性知

识。 这样看来，新课改后，物理课还是新高一生学习的难点

之一。相对于初中，物理课程的难度系数增加幅度最大。新

高一物理课程多涉及对物理模型的理解，并涉及到了矢量运

算。物理模型是把复杂的实际问题理想化，突出主要因素。

对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要求具备较高的素质才能顺利掌握



。 教材突出实验教学 那么，新课改实施后，高中生该怎么用

好新教材来学好物理呢？ 陶昌宏表示，新课改要求进一步提

高中学生的科学素养，达到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

和价值观的三维目标。这个教学压力在教师身上，原有的教

学模式必然要有变化。新课标加强了实验教学环节的内容，

不再规定“必做”实验，而是把实验和其他教学内容紧密结

合在一起。让师生因地制宜地开展实验教学。 新教材中，实

验栏目随处可见，有要求学生自己做的，有必须完成的定性

实验，有教师完成的演示实验。课后的“做一做”栏目也是

实验，让有余力的学生开展拓展性的学习。陶昌宏说，“做

一做”要求打破原有单一的教学模式，结合新教材，让学生

获得不同的认知方式。学生既动脑又动手，可以获取直接经

验和成功的喜悦，对理解物理基础知识和规律帮助很大。 新

教材中很多地方介绍了用传感器进行的物理实验。例如物理

必修①第一章中，在课后“做一做”栏目中，让学生借助传

感器用计算机测速度。其实，老版教材中也有传感器的相关

内容，但是，新课标和教材不但要求学生掌握传感器的使用

方法，而且突出了“可以用传感器干什么”的教学思想，有

益学生提高能力。陶昌宏说，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观念，掌

握科学研究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 科普板块留思考空间 据了

解，新教材中增加的科普知识版块内容将带给学生更多的思

考空间。例如，教材提出了“牛顿力学定律的适用范围”留

给学生思考。在必修②中，提出“时间和空间到底是什么”

的关于黑洞的探索，这些问题可能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的

内容，但教材并不是让学生去深入了解这些学术问题，而是

启发学生的思考，开拓思维。学生以掌握物理学知识、研究



方法为载体，感悟、形成科学观，这与课标要求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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