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高中物理探究性实验课程设置的初步对比

一、前言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是高度定量化的、发展最成熟的

精密科学，又是具有方法论性质、一直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基础科学。它对人类

社会未来进步的诸多方面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探索自然规律，驱动技术进步，

改善生活状态以及培养人才发展等。21世纪是物理科学全面介入的世纪，因为只

有实用科学与物理相结合，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高中物理是高中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高中物理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

学要求要为实现普通高中的教学任务和培养目标更好地作出贡献，以适应现代社

会对人才的需要。近十几年来，许多国家的课程改革中都呈现出了加强物理课程

设置的潮流，如美国，把科学课程（包括物理课程）作为核心课程，并要建立全

国的课程标准，使美国学生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成绩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英国不

仅把科学课程（包括物理课程）作为国家统一的十门课程之一，还把科学课程作

为三门核心课程之一。而我国的高中物理课程，多年来更一直是高中的主要学科

之一。可见，国内外的教育界都注意到了物理课程在整个科学课程中所居的重要

地位，这也是与物理学在整个科学中的基础地位相吻合的。

物理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我们知道从物理学设立到如今，物

理实验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经典物理学的建立和发展，还是

现代物理学的突破都与物理实验息息相关。可以预言，未来物理学的发展一定离

不开物理实验。而实验不仅是一种验证性、操作性的实践活动，更是一种可以培

养学生科学素养的探究性的实践活动。在高中的各门基础课程中，物理课在提高

学生的科学素质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实验在物理教学中更是占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物理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物理实验课堂教学,不应该仅仅为应

试教育而开设,为实验教学而教学, 更应该利用实验探究的方法来加强对学生科

学素养的培养。可见，提高物理教学效果、开发学生创造能力、加强物理实验教

学、尤其是深入开展物理探究性实验教学，在推进素质教育和进行新一轮课程改

革的今天，显得更加突出，尤为重要。

二、中美高中物理探究性实验开展现状

目前，国内高中普遍采用的物理教材有两种：

一种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2 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全日制普

通高级中学物理》教科书，俗称“旧教材”。教材共 3册，按照力学、热学、电

学、光学、原子核五大板块分章的进行讲述，从实验的角度分为：演示实验、学

生分组实验、课后的“做一做”和课题研究。



另一种是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4 年审查通过的人教版《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实验物理》教科书，俗称“新教材”。教材共 7册，必修 2 册，选修

5册。必修的 2册全是力学部分的内容，选修的 5册包括热学、电学、光学、原

子核四部分内容。从实验的角度分为：演示实验、学生分组实验、课堂的“做一

做”、课外的“科学漫步”和“STS”以及课题研究。

美国 9－12 年级(高中)物理教材是《物理：原理与问题》。此教材是美国

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的高水平 9-12 年级(高中)物理教材。作者是美国密执安迪

尔伯思大学的著名物理学教授保罗·齐策维茨博士。教材一经面世，即风行于世

界，被许多国家选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后经过多次修订，至今仍长盛不衰。这

本教材体现了美国国家科学课程标准的精髓，即科学的本质、作为探究对象的物

理学、科学与技术、从个人与社会视角所见的科学。教材共 3册，里面不仅讲述

了物理学基础理论内容，并且每章都有学习目标、例题讲解、课后习题和物理实

验室。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教材还开辟了袖珍

实验室、物理学与社会、物理学与技术、小资料、问题解决策略、连接等小栏目。

本文选择上面 3套教材作为中外高中物理教材中学生探究性实验的比较对

象，是为了通过认真分析，研究不同教材学生实验的各自特点，期待得出一些结

论性启示，进一步对新课程改革中物理探究性实验的设置与选择加以总结。

表（一）美国 9－12 年级(高中)物理教材

学科

按性质分 按大小分

总数

验证性 探究性 实验室 小实验

力学 7 7 14 34 62

热学 1 0 1 7 9

光学 4 0 4 17 25

电磁学 5 3 7 20 35

原子物理 4 0 4 11 19

实验数目 21 10 30 69 130



表（二）中国 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物理教科书（必修加选修）

表（三）中国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物理实验教科书

学科

学生分组实验 学生选做小实验
教师

演示实验
总数

验证性 探究性 做一做 课题研究

力学 6 3 6 5 29 49

热学 1 0 4 2 9 16

光学 2 0 0 1 3 6

电磁学 8 2 2 6 11 29

原子物理 0 0 0 0 1 1

实验数目 17 5 10 14 53 101

学科

学生分组实验 学生选做小实验
教师

演示实验
总数

验证性 探究性 做一做 课题研究

力学 3 7 20 1 18 49

热学 0 2 3 1 4 10

光学 2 0 6 0 7 15

电磁学 2 8 14 3 27 54

原子物理 0 0 1 1 2 4

实验数目 7 17 44 6 58 132



关于表（一）的几点说明：

1、验证性实验和探究性实验的数目是指对教材中的“物理实验室”部分的

分类统计。

2、小实验数目是指对教材中的“袖珍实验室”的统计。此栏目是该教材的

一个显著特点，对实验的选择与设计紧扣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趣味性、易操作

性和易取材性。

关于表（二）和表（三）的几点说明：

1、验证性实验和探究性实验是对教材后所列学生实验的简单分类，由于实

验目的和过程的特点，分类的界线其实是难以划分的，有些实验介于验证性和探

究性之间，或者同一实验的一部分是验证性的，而另一部分则表现为探究性。

2、教师演示实验在教材中是课堂教学有“实验”标签字样的部分，对于一

些更小一些的的课堂演示实验并未做统计。

三、对比之后的总结：

美国教材学生的分组实验比较多，各章实验的分配比较均衡，既有开章的“起

步试验”，又有内容讲解过程中的探究性实验，更有章末学习之后的测定性实验。

“在编排特点上，美国的这套物理教材是具体的章节和教学内容形成有机的统一

整体，其实这也是作者的别具匠心之处，实验教学和其他教学环节是相互连贯的，

如果单独放在后而，会导致实验教学和其他课堂教学脱节”
[1]

我国新教材与旧教材相比，从教材编排上：“旧教材”中所涉及的实验往往

是在物理概念及规律教学任务完成后的验证性实验，而“新教材”比较注重概念

的引入和规律的得出的过程，所涉及的实验也往往都是在物理规律未知的情景下

的探究性实验。从实验数目上：新教材明显实验数目增多，探究性实验增多。从

实验设置上：有许多在“旧教材”中的教师演示实验改为学生的分组探究性实验，

更有一些“旧教材”中的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可见，这种教材改革思想

已经与国际化的教育非常想接近。

四、反思

目前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物理实验教学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许多教师

认为“做实验不如看实验（录像），看实验（录像）不如讲实验”。不愿花时间

从事实验教学，实验只被作为收集数据，验证理论，应付考试的工具，对实验教

学的潜心研究更是无法实现。学生实验形成了教师讲，学生做，教师示范，学生

模仿的教学，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以至于学生很少提出问题。大多数学生重

结果而轻过程，为了得到期望的结果，甚至修改实验数据。没有养成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没有学会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学生的主体地位远没有得到重视，学

[1] ISSN：1002-1538 祁映宏《中美 2套高中物理教材学生实验的比较与研究》《基础教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36页



生缺乏主动探究的欲望和热情，忽视了实验对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

新课程指出高中物理课程应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积极参与，乐于探究，

勇于实验，勤于思考。通过多样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学习物理知识和技能，培

养其科学探究能力，使其逐步形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因此，高中物理实验教

学迫切需要改革。

探究性实验是在假设的指引下获取支持或推翻假设的科学实证，是以实验为

载体探究科学结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已学过的知

识、技能，把自己当做新知识的探索者和发现者，通过实验亲自发现问题。

探究性实验由于其重视过程和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培养与他人合作的精神，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

的提高和主体性的发挥。强调通过实验探究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已成为当前实

验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

因此，我国新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和《普通高中物理

课程标准》，减少了一些验证性实验,增加了较多探究性实验，提倡将演示实验

尽量转化为学生的随堂实验，同时提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探索性实验，强

调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提倡“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

在实践中学习”。以此为契机，我们在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中，急需在新课程理念

下开展高中物理探究性实验教学的研究，以开阔教学思路、改进教学策略、提高

教学时效、丰满教学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