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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人教版普通高中物理必修１为例，对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０４年新旧两个版本物理教科书中的 ＨＰＳ内

容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合新课程标准，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３个维度对新旧教材 ＨＰＳ内容

进行比较分析，并挖掘新版教科书中对旧版 ＨＰＳ内容保留、增加和删减等情况，同时对新版教材中涉及最新科

学成果进行介绍．研究发现，新版教科书中的 ＨＰＳ内容较旧版教科书做了大量调整，更加重视科学哲学内容，
有利于学生认识科学本质，提高物理核心素养．同时新版教科书增加了我国多处最新的科学成果，使教科书中

的 ＨＰＳ内容更具时代性和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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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
继推行 ＨＰＳ教 育，目 的 是 让 学 生 通 过 学 习 科 学
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ＰＳ）来促进科学教育．［１］而
我国也逐渐重视 ＨＰＳ教育．特别是，２０１７年版普
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物理教学目标从“三维目
标”转向了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主要指 物 理 观 念、科 学 思 维、科 学 探 究、科 学 态 度
与责任４个 方 面．［２］ＨＰＳ教 育 可 以 通 过 科 学 史 实
帮助学生 梳 理 科 学 知 识 本 身 逻 辑，［３］再 通 过 对 科
学知识的哲 学 思 考，帮 助 学 生 形 成 能 基 于 事 实 和
推理提出质疑和批判的科学思维．同时，通过强调
社会因素在科学发展 中 的 作 用，ＨＰＳ教 育 可 以 帮
助学生认识 科 学 与 社 会 的 关 系，形 成 严 谨 认 真 和
实事求是 的 科 学 态 度 与 责 任．［４］在 物 理 课 程 中 增
加 ＨＰＳ内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把握科学本质，［５］

增强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教科书是教师教 学
的主要依据 和 学 生 学 习 的 主 要 材 料，也 是 发 展 学
生核心素养 的 重 要 载 体．［６］教 科 书 渗 透 相 关 ＨＰＳ
内容，不但能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更能让学生体会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掌握科学方法．［７］本文通过以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物理必修１
为研究对象，对２０１９年审核通过的最新版本教科书
与２００４年审核通过的旧版教科书进行对比，帮助教
师和学生更好地感知和理解教科书．
１　新旧教科书中的ＨＰＳ内容总体的呈现情况

表１中统 计 了 ＨＰＳ内 容 在 两 本 教 科 书 中 的

频数分 布，从 表 中 可 以 对 比 科 学 史、科 学 哲 学、科
学社会学３项 内 容 在 两 版 教 科 书 中 的 数 量 及 比
重．本研究根据张晶对 ＨＰＳ教育的概念界定和其
对 ＨＰＳ教育对应的科学教育体系结构的定义，［８］

分别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融入两本教
科书的情况做了详细地统计．

表１　新旧教科书中的 ＨＰＳ内容总数统计

科学史 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 合计

新版
必修１

２１处（４１％）１３处（２６％）１７处（３３％） ５１处

旧版
必修１

２５处（５１％） ８处（１６％） １６处（３３％） ４９处

　　由表１可 以 看 出，新 版 教 科 书 与 旧 版 教 科 书
相比 ＨＰＳ内容呈现的总次数基本一致，但３项内
容各自的数量有所变化．其中，科学史的呈现次数
减少、占 ＨＰＳ内 容 总 数 的 比 例 减 小；科 学 哲 学 呈
现次数 增 加、占 ＨＰＳ内 容 总 数 的 比 例 增 加；而 科
学社会学呈现次数增加、占 ＨＰＳ内容总数的比例
不变．旧版教科书中科学史、科学哲学、科 学 社 会
学３部分占比悬殊较大，其中科学史超过一半，科
学哲学占比较小．而新版教科书调整 后，科 学 史、
科学哲学、科 学 社 会 学３项 占 总 数 的 比 例 相 对 趋
于平均．虽然科学史占总数的比例仍为最大，科学
哲学占总数的比例仍为最小，但两者差距减小．

通过以上变化可以发现，新版教科书的编写比
旧版教科书更加重视科学哲学的内容．在２０１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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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物 理 课 程 标 准 中“能 正 确 认 识 科 学 的 本

质”［２］已明确成为课程目标之一．而科学哲学通过

对科学本质的哲学思辨，有助于学生理解科学的本

质，树立正确的科学观．［９］例如新版必修１序言中有

一段关于法拉第发明电磁感应定律的描述“磁能生

电的规律是符合直觉的，但其产生的方式却和最初

的直觉很不相同．可见，客观规律是否与直觉一致，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通过认真的

研究才能搞清楚．”通过这段描述，能够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辩证思维，帮助学生养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科学思维，而不仅仅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某些科学

方法．这种辩证的科学思维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看待

已有的科学定律，使学生达到课程目标中的“具有批

判性思维的意识，能基于证据大胆质疑，从不同角度

思考问题，追求科技创新．”［２］

新版 教 科 书 中 增 加 的 科 学 哲 学 内 容 中，有４
处为有 关“科 学 哲 学 认 识 论 和 方 法 论”的 相 关 内

容，通过增加 这 些 科 学 哲 学 的 内 容 强 化 学 生 的 科

学思维和对科学知识的认识方式．例如新版必 修

１理想实验的魅力这一知识点，在旧版的内容基础

上又增加一 段 补 充 文 字“伽 利 略 理 想 实 验 的 本 质

是想象着把 实 际 中 存 在、影 响 物 体 运 动 的 摩 擦 力

去掉，抓住事 物 的 本 质”，能 够 帮 助 学 生 更 好 地 理

解这种即便 不 可 能 通 过 现 实 中 的 实 验 实 现，但 只

要逻辑自洽，仍可以合理推理出科学定律的方法．
这些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有助于拓宽学生

的思维，令学生产生更多的创造性见解．
２　旧版教科书中的ＨＰＳ内容在新版教科书中的

保留情况

表２中统计了旧版物理必修１中所有 ＨＰＳ内

容在新版教科书中的保留情况．新增指新版教科书

中该处内容在旧教科书中没有相关内容，删除指新

版教科书中不再含有旧版教科书中的该处内容，保
留指新版教科书中保留了旧教科书的相关内容．保

留又分为相同、更新、增添、缩减、修改．其中特别说

明的是，更新是指旧版教科书中该处内容在新版教

科书中更改为２００４年以后的科学成果或因２００４年

以后的科学成果而产生变化．如新版必修１第１１２
页（对应旧版必修１第９４页），旧版教科书中留下了
“引力波是否真的存在？”的疑问，而新版教科书则是

改为“直到２０１６年，科学家们用激光干涉仪代替铝

棒作为‘天线＇，建成了引力波激光干涉仪探测装置，
才首次探测到了来自于双黑洞合并的引力波信号．”
表２还统计了在新版教科书保留的 ＨＰＳ内容中相

同的数量，此处的相同指该内容新旧教科书基本一

致，没有新增其他的ＨＰＳ内容，个别句子的改动，如

不涉及知识内容的变动，仍算作相同．

表２　旧版教科书中 ＨＰＳ内容的保留情况统计

科学史 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

新版必修１　 ２１处 １３处 １７处

旧版必修１　 ２５处 ８处 １６处

新增 ５处 ６处 ４处

删除 ８处 １处 ３处

保
留

相同 ７处

更新 ４处

增添 ３处

缩减 ２处

修改 １处

合计
１７处

６处

１处

０处

０处

０处

合计
７处

６处

２处

３处

１处

１处

合计
１３处

　　由以上表２可以看出，旧版教科书中的ＨＰＳ内

容大部分均保留至新版教科书中，其中旧版教科书

中的科学史内容保留了１７处，删除了８处，如新版

必修１的序言中删除了旧版教科书里有关“长征二

号”火箭的内容．科学哲学内容保留了７处，删除的

最少，只有１处，为旧版必修１第６７页中比利时物

理学家的一句话“物理学并不是自然界本身，是人类

与自然界的对话．”科学社会学内容保留了１３处，删
除３处，如新版必修１的静摩擦力知识点删除了旧

版教科书里有关传送带和轮胎表面的内容．
在新版教科书保留的 ＨＰＳ内容中，科学史有

７处与旧版教科书中的内容相同，科学哲学与科学

社会学两者均有６处内容与旧版教科书中的内容

相同，但由于其保留总数不同，比例相 差 较 大．科

学史共有７处相同，相同比例最低，占保留总数的

４１％，占旧版 必 修１中 科 学 史 内 容 总 数 的２８％．
如旧版必修１第２章 序 言 部 分，有 关 世 界 上 第 一

条商业运行的磁悬浮列车———“上海磁浮”的内容

被完整地保留在了新版教科书中．科学哲学共 有

６处相同，相 同 比 例 最 高，占 保 留 总 数 的８５．７％，
占旧版必修１科学哲学内容总数的７５％．如旧版

必修１第３章序言部分，恩格斯的一段话“交互作

用是我们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考察整个运动着

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自然科学证实了…交

互作用时事 物 真 正 的 终 极 原 因”被 完 整 的 保 留 在

了新版教科书第３章第１节中．科学社会学共有６
处相同，占保留总数的５０％，占旧版必修１科学社

会学内容的３７．５％．如旧版必修１的路程和位移

知识点中的一幅北京到重庆的地图被保留在了新

版必修１的位置和位移知识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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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旧版教科书中 ＨＰＳ内容变动情况

图１为桑 基 图，通 过 始 末 端 的 分 支 宽 度 表 示

变化量，宽度之比与数量之比一致．由图１可以清

晰看出旧版教科书中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

学３项内容 的 保 留 和 变 动 情 况，可 以 明 显 发 现 科

学哲学的内容变动相对较小，而科学史、科学社会

学的内容变动相对较大．科学哲学内容中，多数为

理论性的知识或哲学思想，这些内容较为稳定，不

会因时代的 变 迁 而 发 生 太 多 改 变，所 以 在 旧 版 教

科书中涉及科学哲学的内容大多被保留且没有改

动．而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中，大多涉及与时代相

关的内容，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旧版教科书

中部分内容已经过时．对于使用新版教科书的 学

生来说，这些内容已不熟悉，很多学生甚至从未听

闻过有关信 息，不 利 于 学 生 将 课 本 知 识 与 自 身 生

活中的现实联系起来，所以不做保留．如旧版教科

书中关于协和式飞机的讨论，新教科书未做保留，
原因是协 和 式 飞 机 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全 部 退 出 运

营，而使用新 教 科 书 的 这 批 高 中 学 生 此 时 才 刚 刚

出生．
由图１可 以 看 到 旧 版 教 科 书 被 删 除 的 ＨＰＳ

内容中，科学史占了大多数，被删除的科学史内容

中有一些是 被 证 伪 的 科 学 史 实，目 的 使 教 科 书 内

容更加严谨．例如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被后 人

证明为虚假 史 实，虽 然 旧 版 教 科 书 中 注 释 已 有 解

释，但为了不误导学生，新教科书中仍将比萨斜塔

的部分删除，而 且 在 伽 利 略 对 自 由 落 体 运 动 的 研

究的部分加 上 了“利 用 逻 辑 推 理 说 明 了 重 物 与 轻

物下落得同样快”的语句．新版教科书的严谨还体

现一些细节内容的修改，例如“从伽利略的一生看

科学与社会”内容中，将“时隔３４６年，罗马教廷于

１９７９年承认对伽利略的压 制 是 错 误 的”修 改 成 了
“时隔３５９年，罗 马 教 廷 于１９９２年 承 认 了 对 伽 利

略的压制是错误的”．这些科学史内容的删除或更

改，体现了２０１７版 普 通 高 中 物 理 课 程 标 准 中，学

科核心素养第４点“科学态度与责任”里所描述的
“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和持之以恒的科学态度”，［２］

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的发展．

３　新版教科书中 ＨＰＳ内容涉及最新科学成果的
呈现情况

表３统计了新版物理必修１中所有涉及最新
科学成果的 ＨＰＳ内容，此处的最新科学成果指的
是该处内容 为２００４年 以 后 的 科 学 成 果 或 因２００４
年以后的科学成果而产生变化．

表３　新版必修１中 ＨＰＳ涉及最新成果的统计

科学史 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

旧
教
科
书
中
更
新

１．新版必修１第９页（对
应旧版必修１第６页），表
格“２０世纪 以 来 物 理 学 重
大发现和与物理学相关的
重大技 术 进 步”新 增 希 格
斯玻 色 子 观 测（２０１３年）
和引力波观测（２０１６年）．
２．新 版 必 修１第９２页
（对应旧必修１第７７页），
科学漫 步 栏 目“用 动 力 学
方法测质 量”增 加 了２０１３
年我国航天员在空间站进
行太空授课的内容．
３．新 版 必 修１第９６页
（对 应 旧 版 必 修１第７９
页），国 际 单 位 制 知 识 点．
新增２０１８年第２６届国际
计量大 会 决 定，千 克 由 普
朗克常量ｈ及米和秒定义
的内容．
４．新 版 必 修１第１１２页
（对 应 旧 版 必 修１第９４
页），“学生实验”部分，旧版
必修１中为“引力波是否真
的存在？”而新版 必 修１改
为“直到２０１６年，科学家们
用激光干涉仪代替铝棒作
为‘天线＇，建成了引力波激
光干涉仪探测装置，才首次
探测到了来自于双黑洞合
并的引力波信号．”

１．新 版 必
修 １ 第 １２
页（对 应 旧
版必修１第

９页），物 体
与质点知识
点 部 分，用
列车来谈什
么时候物体
能 视 为 质
点，什 么 时
候 不 能，描
述突出主要
因 素，忽 略
次要因素的
科 学 方 法
论．新 版 教
科书将插图
中的旧式火
车换成了和
谐 号 列 车．
（２００４年 第
一次投入使
用）

１．新 版 必 修 １
第４４页（对 应 旧
版 必 修 １ 第 ４３
页），习 题 部 分．
将题面中航母飞
机的弹射式起飞
改 为 滑 翔 式 起
飞．滑 翔 式 起 飞
为辽宁舰载飞机
的 起 飞 方 式．
（辽宁 舰２０１２年
投入使用）
２．新 版 必 修 １
第４８页（对 应 旧
版 必 修 １ 第 ４５
页），自 由 落 体 知
识 点．将 旧 版 必
修１的手拿尺 子
感受自由落体加
速 度，更 改 为 用
智能手机中带的
加速度传感器测
量自由落体加速
度．（２００８年 苹
果公司推出第一
台 触 摸 屏３Ｇ 智
能 手 机，随 后 智
能 手 机 风 靡 全
球）

新
教
科
书
中
新
增

１．新 版 必 修１第３９页，
习题部分，增加２０１５年嫦
娥三号登月探测器平稳落
月的内容．
２．新版必修１第１０４页，
超重与 失 重 知 识 点，增 加
航天员在天宫二号展开水
球实 验 的 照 片．（天 宫 二
号于２０１６年成功发射）

无

１．新 版 必 修 １
第５３页，习 题 部
分，增 加ＥＴＣ有
关 内 容．（２０１５
年，除海 南、西 藏
外，全国２９个 省
份实现高速公路

ＥＴＣ联网）

总计 ６处 １处 ３处

　　由表３可以看出，新版教科书中总共有１０处

ＨＰＳ内容涉及２００４年后的科学技术发展，占新教
科书 ＨＰＳ内容的２０％，主要集中在科学史部分．
旧版教科 书２００４年 初 审 通 过，新 版 教 科 书２０１９
年审核通过，１５年间有大量新的科学科技成果，对
原有的 ＨＰＳ内容产生影响，旧教科书中一些内容
已经过时或不符合新的科学发现．新课标的基 本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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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中明确指出“注重课程的时代性，关注科技进

度和社会 发 展 需 求”［２］故 新 版 教 科 书 对 旧 版 教 科

书中原有的部分 ＨＰＳ内容做了更新或删除．
新的科学科技成果能帮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

知识点，更贴合学生日常所见，能够引起学生共鸣，
并通过ＨＰＳ教育促进社会发展．例如智能手机测

自由落体加速度图片，一方面能让学生通过手机屏

幕，更加直观地了解手机从下落到接住的多个过程

中加速度的变化情况，并一方面又通过智能手机引

发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我国推进ＥＴＣ（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建设进度缓慢，新版教科书通过

有关ＥＴＣ的习题，让学生计算车辆通过ＥＴＣ通道

相比人工收费通道节省的时间，进而了解ＥＴＣ系统

的便捷性，从而促进学生乃至学生家长对ＥＴＣ的支

持和重视，体会我国ＥＴＣ的推广重大意义．
新教科书的 ＨＰＳ内 容 中 增 加 了 我 国 最 新 的

科学成果，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展示中华民族

的科技成果，同 时 为 新 时 代 培 养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的可靠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例如新版教科 书

增加了２０１３年 我 国 航 天 员 在 空 间 站 进 行 太 空 授

课的内容和２０１５年 嫦 娥 三 号 登 月 探 测 器 平 稳 落

月的内容．这些内容都能让学生感受到我国航 空

事业的蓬勃发展，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新教科

书还增加了航母舰机的滑翔式起飞内容．在２０１２
年我国辽宁 舰 正 式 建 成，而 辽 宁 舰 使 用 的 正 是 滑

翔式起飞，增 加 此 知 识 能 给 我 国 学 生 补 充 航 母 舰

载机的滑翔 式 起 飞 的 概 念，强 化 理 论 基 础 以 了 解

我国有关科技的发展．
４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 可 以 得 出，２０１９年 审 核 通 过 的 新

版教科书对 ＨＰＳ内容做了许多调整．新版教科书

注重帮助学 生 了 解 科 学 本 质，提 高 学 生 的 物 理 学

科素养，通过 在 教 科 书 增 加 了 大 量 科 学 哲 学 的 内

容，培养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同时

新版教科书 非 常 注 重 内 容 的 时 代 性，对 不 符 合 时

代特点的内 容 做 了 删 改，同 时 增 加 了 许 多 新 时 代

的科学成果，并通过增加我国最新的科学成果，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
针对以上 分 析，建 议 教 师 在 使 用 新 版 教 科 书

时要有效利用教科书中的 ＨＰＳ内容．通过对教科

书中 ＨＰＳ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结合自身

的生活实际 来 感 知 课 本 内 容，对 于 学 生 理 解 知 识

和掌握知识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建议教师在讲 解

ＨＰＳ内容时，要多给学生讨论思考的空间，无论是

科学史、科学哲学还是科学社会学，站在不同的角

度分析会有不同的观点．新教科书中增加的 ＨＰＳ
内容更希望 学 生 了 解 科 学 的 本 质，学 生 通 过 讨 论

思考，才能更好地理解内容中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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