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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5月4日收到排好版的书稿，心情有点激动。
这些天一边忙工作，一边审读书稿，今天终于有了写前言的冲动。
优秀学术成果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
本书的源头可以从1994年发表的《从文化视角看物理教育观》一文算起。
现在看来，那篇文章比较简单和粗糙，但已涉及物理文化的定义、特征和文化视角下的物理教育观等
核心问题。
我1996年出版的《物理文化论》一书对物理文化这个命题进行了系统的开拓性研究，写作简明扼要，
结构比较完整。
但现在看来，该书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不少地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细致。
正如一句哲学名言所说：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认识它；只有认识到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
。
《物理文化论》出版以后，我对文化方面的论著更加敏感，先后研读了一批文化方面的名著。
另外，我对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名著的兴趣多年来有增无减。
我曾经想过再版《物理文化论》，以充实和提升，但始终未能实施。
1998年，我从贵州调到广东嘉应学院，在做行政工作之余兼上物理系的物理教学论课程。
虽然我曾出版过《物理教育的多维探讨》（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书，但那是进行大学物理教育研究的
成果，当时我对中学教育并不十分关注。
进入21世纪，我国中学物理以《课程标准》为起点的教学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因而我们物理教学论
课程也要进行相应改革，以适应中学改革的需要。
2003年，物理课程与教学论成为学校的重点扶持学科，我在协议书中承诺3年内完成专著《物理文化与
教育》，但是面对2004年学校的学士学位授予单位评估、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我都处在
最前沿，所以根本没有整块时间完成专著的写作任务。
不过，我在学术上始终没有懈怠，几年内发表10篇重要的学术论文。
　　通过长期的学习和思考，我意识到：物理文化概念可以作为物理教学的三维目标的理论基础；21
世纪物理教育改革的几个革命性的概念——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科学探究、自主学习、课程资源、
教学设计、教师发展都与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在整合个人的文化积累与社会文化积累的基础上，2007年底完成了本书的理论框架设计，并有
幸得到科学出版社的认可。
经过一年多紧张的写作和修改，现在终于完成了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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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物理文化作为科学文化一个蓬勃发展的组成部分，关于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泛
的教育应用价值，越来越受到学者和物理教师的关注。
    本书基于文化概念的基本理解，对物理文化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定义和阐述：在准确把握物理文化概
念的基础上，深入对其知识构建、特征、功能等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物理文化与物理教育的关系，并
由此对物理教育的理念、目标、课程标准和课程资源等进行了论述，探讨了在新的物理文化教育背景
下物理教师应具有的知识结构和专业发展规律。
本书还对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费恩曼、杨振宁的物理教育理念和思想进行了解读。
    本书适合大学基础物理教师、中学物理教师、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师范物理高年级的学生及
对物理文化和物理教育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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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世雄，1957年4月生，内蒙古人，现任嘉应学院物理与光信息科技学院院长、教授，全国高等物理教
育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物理学会理事。
先后主持和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6项。
独立出版专著2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科学学研究》、《物理》、
《力学与实践》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5数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先后获得贵州省人民政府首届青年科技大会论文二等奖，贵州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科研成果三等奖，全国普通高校省级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广东嘉应学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曾宪
梓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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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物理文化从属于科学文化，是科学文化的一个子系统。
物理文化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知识体系、观念形态、语言符号、社会组织。
现分析如下：　　（1）知识体系。
从古代以来，特别是牛顿力学创立后的300多年来，世界物理学共同体创造了庞大的理论知识体系，并
进行有组织的知识传播，使物理知识不断地积累和传播，逐步建立了分支理论知识体系：高能物理学
、核物理学、分子物理与光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等离子体物理学、声学、理论物理学等，各分支
物理学科又有自己的分支体系。
同时物理学共同体为探索物质世界奥秘，而制成粒子加速器、正负电子对撞机、云室、天文望远镜、
迈克耳孙干涉仪、氦氖激光器等物理专门仪器、设备，这些属于物理技术知识。
　　（2）观念形态。
世界物理学共同体在认识和传播物理规律的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科学原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
及价值标准，这些构成了物理文化的观念形态。
作为一种崭新的观念，物理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探索、创新、务实、批判的气质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3）语言符号。
应用语言和符号表述人类思想，是人类适应自然、认识自然的结果。
作为人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物理学，除了可以应用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符号定性地表达物理思想外，
还应用赋予特殊意义的物理符号、模型定量地反映物理知识。
物理公式在国际范围内都是通用的。
　　（4）社会组织。
在物理科学发展历程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物理规律研究和物理知识传播教学
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这就是物理文化活的载体，由国际纯粹和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国际物理教
师联合会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师协会等组成。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给物理文化下一个描述性的定义：物理文化是古代哲学家、近代物理学
家和现代物理共同体历经数千年逐步创造的物理知识体系、观念形态、价值标准以及约定俗成的工作
方法的总和。
　　换言之，物理文化是鲜活的文化，是由人和物构成的综合体。
人是由经过系统学习、严格训练，掌握物理知识、物理方法，具有科学精神、科学行为准则的物理工
作者和物理专业学习者组成的物理文化的活的载体；物是物理书籍、论文、物理知识软件、为研究物
理规律而特别设计的物理仪器设备等物质载体以及由人和物共同创造的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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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文化不止是知识体系，更是时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物理教育不止是概念与规律的演绎，更是
高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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