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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综合与分科科学课程的标准和实施结果的比较研究”的基
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出版基金和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
　　回首2003年9月至2007年6月在西南大学物理学院的求学之路，感叹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四年的博士学习，感慨颇多，这是我学生生涯中最艰辛、最困惑的阶段，也是我学术生涯起步的时期
。
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导师所承担的教育部重大课题“国家中学物理课程标准研制”和“国家高中物理
实验教材研究与编写”的研究工作，承担了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及其配套的教师用书和学习手册的编写工作。
尽管付出很多，但付出后终有收获：通过课题研究，特别是经过两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艰苦写作过程
，我学会了课程与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的科研能力大有长进。
　　博士学位论文能够完稿，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并付诸出版，我要感谢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人。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廖伯琴教授。
当年，正是承蒙导师的不弃，以宽容之心接纳了我，我才有幸进入基础教育物理新课程改革的前沿阵
地，也才能荣幸地在只读了一年半时间的博士后就从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调入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
息科学学院工作。
在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近19年之后，我重返母校成为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团队的一员。
读博期间，从导师身上我学到了许多，除学到了知识，学到了怎么做研究之外，老师精深的学术修养
、严谨的治学态度、仁慈宽厚的胸襟、勤奋的工作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现在对我的学生要求严格，可以说是传承了廖老师的学术风格。
导师不仅在学业上指导我、在工作上帮助我，而且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和身体，总是让我注意休息。
但是，她自己却从来没有半天的休息时间，经常出差回来就直奔办公室。
我的论文选题、开题及写作过程中都凝聚着导师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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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合科学课程与分科科学课程的比较研究》将从课程标准和课程实施结果即教学效果两大层面对综
合与分科科学课程进行比较研究。
研究的思路有二：第一步，先比较综合与分科科学课程的课程标准是否存在差异，再比较两类课程实
施后的教学效果是否存在明显差异；第二步，就课程标准的比较结论与教学效果的比较结论进行再比
较，看课程标准预期的结果与课程实施后的实际结果是否一致。
通过第二步的比较，了解课程实施过程中哪些预期目标得到了实现，哪些预期目标没有得到实现，并
进一步探讨失败的原因。
最后，根据实证结论得出的课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研究分析提出综合与分科科学课程的实施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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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健智，1965年生，湖南邵阳县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西南大学教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物理
与信息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中学物理》副主编，全国高等物理教育研究会理事
。
主要从事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教育、教育测量与评价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在《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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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74个知识点中，《科学课程标准》没有做出明确要求的有9个，它们是：质量、时间的测量、长
度的测量、力、浮力、分子热运动、分子动理论、热机、光的直线传播。
根据同样的方法分析可得，也只有3个知识点在标准中完全没有涉及，它们是：时间的测量、长度的
测量、热机。
这3个知识点与其他71个知识点的关联程度如何，下面进行分析。
　　（1）时间与长度的估测与测量　　这两个知识点可能涉及到下列内容：用脉搏等日常经验或借
助太阳的运动等自然现象估测时间；用钟、表等测量工具测量时间；用日常经验目测长度；用刻度尺
、皮尺、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等测量工具测量长度；测量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还涉及到由此引起的
时间与长度测量的误差问题，如什么叫误差，减小误差的方法等。
　　时间与长度的测量会影响后面的知识点“速度与平均速度”的学习。
如有些情景下，要先测量时问与长度，才能判断物体做什么运动，才能求出平均速度。
因此这两个知识点与其他的知识点有关联。
　　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使用对初中学生来说有点难度，因此一般不做明显要求，何况物理标准
中只要求会选用适当的工具测量长度，在内容标准的例题和活动建议中也完全没有涉及到它们。
因此，尽管在科学标准中没有涉及到时间和长度的测量，但如果只要求会用钟、表来测量时间，用刻
度尺、皮尺来测量长度，用日常经验来估测时间或长度的话，这两个知识点是常识性问题，可以在标
准中不做出明显的要求而默认为学生应该了解或掌握的。
　　（2）热机　　关于热机，《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是“了解内能的利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
重要意义”，并给出了一个例题：“了解蒸汽机、内燃机、汽轮机、喷气发动机的基本原理及这些发
动机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
在编写物理教材时，可以全面介绍各种热机的基本原理，也可以重点介绍某一种热机原理，但要求通
过热机的发展推动工业革命的典型事例，以及介绍热机研究的新进展与未来社会发展关系，让学生了
解内能的利用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激励学生将科学服务于人类的责任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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