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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的物理核心素养旨在培养学生从物理学视角认识自然,理解自然,学会探究,体会科学研究方法养成科学思维习

惯。教师在主导过程中应该具备一定的手段,因此在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导的前提下,本文通过物理基本核心素养的内容,

再次研究了舒尔曼提出的教师 PCK 理论,分析了 PCK 理论的内容及在教学中的具体指导作用,概括了实现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的基本做法,总结了教师 PCK 理论的构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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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是学生们结束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再教育与再进阶。

在高中学习中,学生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学科核心素养

是学科育人的价值观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形成自己正

确的价值观和能力的过程。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即“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科学态

度与责任”。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可以认为是学生通过高中物

理学习而要获得的一些基本的物理素质。 

要使学生形成这样的物理素质,具有这样的物理核心素

养,其关键体现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国有句俗话说“要给学

生一碗水首先老师得有一桶水”,但是反思一下,教师要是有

一桶水久真的可以给学生一碗水吗,恐怕不然。这杯水我们需

要考虑如何给以什么形式给,给他们什么样的状态才可以。 

早在十九世纪,美国的舒尔曼就针对当时的教师考核制

度提出来有关对教师教学的要求,提出来 PCK 理论。他提出

PCK理论包含“用专业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知识的综合去理解特

定单元的教学如何组织、呈现,以适应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和

能力”在之后的发展中,格罗斯曼将PCK定义为四部分内容即

“关于学科教学目的知识,学生对某一知识的理解和误解知

识,课程和教材知识,特定主题教学侧率和呈现知识[1]。 

PCK 理论的特性:PCK 理论是与学科内容相关的。教师的

PCK理论是教师将自己的学科知识以学生易理解的方式加工、

转化、表达与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在传授知识的之前需斟酌该

类学科知识的传授的形式与加工方式和转化效果；PCK 理论基

于经验的反思,与教师的实践相联系,体现哲学的否定之否定

思想,是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反思,再总结,再实践、再反

思与再总结的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PCK 理论具有个性化,在

教学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学生个体,由于其具有的前知识能力

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能力也不同,因此教师在传授的过

程中的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才会收到较好的效果；PCK 理论

具有客观性,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环境不同,认知

能力不同,因此对应的传授知识的形式也应该不同；总体体现

出其综合性,即与各因素相联系,相融合,教师采取多变的教

学方式才能形成稳固的教师PCK结构。 

结合高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PCK

理论在教学中的地位。 

1 物理观念 

物理观念是从物理学视角形成的物质、运动与相互作用,

能量的基本认识,它不是物理概念,而是经过高中物理学习使

物理概念与规律等在头脑中的提炼和升华后而形成的。在物

理概念构建的过程中利用PCK理论,在物理教学中需要体现循

序渐进式,先通过一些物理概念阐述与分析,然后提升为在生

活中的理解与应用,然后再逐步强化,升华为学生的物理观

念。例如在能量守恒观念的教学中,教师先是在力学中阐述能

量守恒定律,通过实验的手段获取守恒定律的事实,在之后的

学习中,再延伸到电学、热学、光学、原子物理的等。教学过

程中如能在能量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抓住守恒不放,则学生就

会逐渐由开始的能量守恒定律内化为能量守恒观。 

2 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是从物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

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式；是基于经验事实构建物理模

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方法在科学领域

的具体运用；是基于事实证据科学推理对不同观点和结论提

出质疑和批判,进行检验和修正,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

力与品格”[2]。这与 PCK 理论中对教师要在教学生对某一主

题的理解和误解知识传授形式的要求不谋而合,在传授知识

的过程中,体现知识的内容,并能理解应用,同时还可以在传

授的过程中教师故意将学生引入误区,通过部分尖子生的质

疑引发大部分学生的反思与再次探究,而后结合教师的共同

研究再次反思理解上的误区。那么在教学的过程中这样的肯

定、质疑、反思,否定与再重新构建的教学形式下[3],一方面

体现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出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达到逐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与

科学判断的思维方式的目的。 

科学思维的形成,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不是简单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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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的积累,而是将知识通过观点结论的质疑与批判的构

建过程呈现给学生,讲求的是教师在知识呈现过程的方式与

技巧,这就就是教师PCK理论中“对学生某一主题理解和误解

知识的传授形式”的对教师提出的要求。通过这样的形式,使

学生把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内化为自己的一套物理科学思维,

物理科学思维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

疑创新等,针对不同科学思维形式的形成根据教师的PCK理论

的客观性与综合性,教师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学形式。 

3 科学探究 

科学探究是指基于观察和实验提出物理问题、形成猜想

和假设、设计实验方案、获取和处理实验信息、基于证据得

出结论并作出解释,以及对科学探究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交

流、评估、反思的能力。物理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应该以实

验为依托的科学。实验能力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能力,但

是科学探究重在探究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实验。教师 PCK 理论

的个体化说明在教师个人在教学过程中在自己所任班级的

特定范围内,不断将知识总结创新的过程[4]。教师需要结合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结合自己的理解概括和系统化通

过与教育实践行为的互动,逐步实现教学目标。 

例如科学探究过的培养过程,以《伽利略理想斜面实验》

为例, 初接触是在探究自由落体运动的过程中。先是亚里

士多德认为重的物体落得比轻的物体快,然后是伽利略的质

疑并提出问题,然后是实验的验证证明两个铁球同时落地,

然后采用简单的斜面实验验证,进行合理外推, 后证明自

由落体运动的性质是初速度为零的 加速直线运动[5]。这样

的过程展现了科学结论的得出需要实验的验证,探究的前提

是提出假设与质疑。结合教学的情境,教师要在每一个物理

实验规律得出前引导学生思考规律的得出方法与验证的方

案,方案得出后还得鼓励学生去实验室验证自己的猜想、合

理的处理数据,当数据与自己的猜想有出入时要引导学生分

析并解释[6]。那么学生在这样的质疑与探究过程中就会逐渐

形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 

4 科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在认识科学本质,认识科学、技术、

社会、环境关系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探究自然的内在动力,

对科学的研究有好奇心与求知欲,并能主动去研究,且在探

究过程中始终秉承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尊重事实,尊重他人。

发表观点或实验结论有实验的依据,不篡改数据,不迎合不

迷信权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的态度。 

看来“要给学生一碗水先得自己有一桶水”的说法,这

种说法当然不错,但是,这“一桶水”并不是指简单的知识量,

而是要求教师既要有量又要有质,并且对质的要求还要更高

些。这就需要教师不断的自我锤炼,自我提升,注重对教学知

识和学生素质的分析适应。 

PCK 理论就是对教育者的提示与指导。其理论指出教育

者要对教学知识、学习者的知识,教学情境知识和教法知识

等,虽然该理论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但是各位学者在对 PCK

理论的本质认识还是统一的；需要用有效的方式阐述所学知

识,引导学生理解新知识；是与特定的知识相联系的知识；

是关于某一主题的知识,是一个不断完善构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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