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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结构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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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教学知识是物理教师从事专业教学所必须具备的核心知识，是物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学科教学知识
的核心内涵是把学科知识转化为可以让学生学习的形式。物理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结构包括物理教学理念知识、物理课

程知识、关于学生理解物理学的知识、物理教学策略知识、物理学习评价知识。学科教学知识来自于教师的实践智慧，并通

过教师的教学活动、教学评价、教学反思等诸多过程而获得，是物理教师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情境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知

识体系。

关键词：学科教学知识；物理教师；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４６－０３

　　一　学科教学知识的内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教师教育比较多的关注教师所

掌握的学科知识（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和一般教学法知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却忽视了这两种知识之间
的联系，这就导致培养出来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有效

的把学科知识表征为学生所能够理解的知识，难以让学生

真正理解和掌握学科知识［１］。

为了重新寻找教师的专业知识基础，以美国学者舒尔

曼（Ｌ．Ｓ．Ｓｈｕｌｍａｎ）为首的一批学者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简称 ＰＣＫ）的概念［２］。舒

尔曼认为教师基础知识包括学科知识、课程知识和学科教

学知识三类，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基础知识的一类。舒尔

曼把学科教学知识看作是多种知识的综合体，包含了关于

学习者的知识、课程知识、教学情境知识和教法知识等等。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把学科知识和教学法知识的融合体

（即学科教学知识）应用于特定的话题或者问题，通过合理

的组织材料、表征知识，使之适应不同学习者的兴趣和

能力［３，４］。

格罗斯曼（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Ｐ．Ｌ．）认为学科教学知识包括：教
师关于一门学科教学目的的统领性观念；学生对某一课题

理解和误解的知识；课程和教材的知识；特定主题教学策

略和表征的知识［５］。

科克伦（Ｃｏｃｈｒａｎ）、德鲁特（ＤｅＲｕｉｔｅｒ）等从建构主义的

教与学的观点出发，对舒尔曼学科教学知识概念进行了修

正，提出了学科教学认知（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Ｋｎｏｗｉｎｇ，简
称ＰＣＫｇ）的概念。他们认为，ＰＣＫｇ包含了学科知识、教学
法知识、关于学生的知识和关于学习情境的知识［６］。学科

教学认知强调了学科教学知识形成的融合性、动态性，表

明学科教学知识不是随着学科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的

获得而自然形成的，而是带有明显的个体性、情境性和建

构性［７］。

美国学者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Ｖｅａｌ和 ＪａｍｅｓＧ．Ｍａｋｉｎｓｔｅｒ建构
了一个金字塔式的ＰＣＫ等级结构模型，给出了各个要素之
间的等级关系。该模型给出了 ＰＣＫ俯视图结构和侧视图
结构，揭示出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嵌套关系。在该模型的

俯视图中，ＰＣＫ居于中心，环境、内容、评价、社会文化、教
学法、课程、课堂管理、科学的本质等八种知识居于其外，

再外面依次是关于学生的知识和学科知识，形成自内而外

的四个层次。在该模型的侧视图中，学科知识居于塔底，

第二层是关于学生的知识，塔尖则是 ＰＣＫ。该模型表明学
科知识是ＰＣＫ的基础［８］。

马格努森（Ｍａｇｎｕｓｓｏｎ）等认为，学科教学知识指的是教
师形成的如何帮助学生理解学科知识，包括学科中具体课

题、问题和专题的组织、表征，从而使之适应于不同兴趣和

能力的学习者，为教学服学的知识［９］。

帕克（Ｓ．Ｐａｒｋ）和奥利弗（Ｊ．Ｏｌｉｖｅｒ）认为，科学教师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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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学知识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科学教学的取向，明白学

生对科学的理解，科学课程的知识，教学策略和科学教学

的表征方式，与科学学习评价有关的知识［１０］。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比较认同的 ＰＣＫ内涵是：ＰＣＫ处
于“学科知识”与“一般教育知识”的交叉之处，它的核心内

涵就是把学科知识转化为可以让学生学习的形式［１］。

二　物理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结构
综合以上学者的ＰＣＫ研究成果，并考虑物理学的学科

特点及我国新物理课程改革的现状，我们认为，物理学科

教学知识是物理教师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为了帮助学生

理解物理知识，积极主动的融合物理学知识、教学法知识、

关于学生的知识等而形成的知识综合体。物理教师的学

科教学知识结构包括五个要素，即物理教学理念知识、物

理课程知识、关于学生理解物理学的知识、物理教学策略

知识、物理学习评价知识。物理教师通过理论学习、教学

反思、在职培训等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学习上述五类知识，

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整合，构建自己的学科教学知识体

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物理教师的ＰＣＫ结构模型

１．物理教学理念知识
教学理念是教学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能够使教师正确

的理解和把握物理教育教学规律，帮助教师纠正错误的教

学理念，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物理教师应该积极主动的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知识，更

新、丰富自身的教育理论水平，理解并掌握物理课程改革

的新理念，并依据教育教学理念审视、反思自己的教学活

动，进行教育经验总结，提升自身的教育理论水平。在实

施教学的过程中，物理教师应该正确认识物理学知识的性

质，把握物理学的科学本质，使得物理学知识与教学理念

知识有机融合，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物理教学观。

２．物理课程知识
课程知识是一定社会或文化主体有目的地加以选择

和设置的、以一定形式呈现的，基于一定的标准而建构的

知识体系。物理课程知识是从物理学科知识中挑选出来

的，根据教育目的和学生的接受水平而构建起来的一套体

系化的知识［１１］。

物理课程知识可以分为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

践性知识三个层面［１２］。本体性知识是教师所具有的特定

的物理学知识。条件性知识是物理教师所具有的教育学

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这类知识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

而习得，但需要在课程实施的实践中发展和深化。实践性

知识是物理教师在面临实际的课程实施和开发过程中所

获得的实践性智慧。这类知识来自教师的课程实践，具有

明显的经验性成分，是教师教育教学经验的积累。

物理教师对物理学科知识、物理课程计划、课程目的、

课程内容、内容选择标准等要有准确的把握，对物理课程

所依托的物理学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并能够根据学生的特

点、学校实际等情况对课程知识进行选择、利用、设计和

开发［１３］。

３．关于学生理解物理学的知识
教师在物理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学生是物理教学的

主体。物理教师掌握着物理现象、物理实验、物理概念、物

理规律、物理方法等具体的物理学知识。为了促进学生的

理解，教师必须掌握关于学生理解物理学的知识。因为，

学生是带着认识物理世界的前概念开始学习物理的，这些

前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影响着他们

的记忆、推理、解决问题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物理教师

必须全面的掌握影响每位学生发展的因素，不断完善对学

生的认知，包括学生的物理知识基础，物理学习心理，物理

学习需求，学习策略，物理学习障碍与困难，等等。

关于学生理解物理学的知识，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习能

力、思维能力、学习策略、心理特点、发展水平、学习态度、学

习动机和知识基础等知识。物理教师要充分掌握关于学

生理解物理学的知识，并通过教学设计等活动把物理学知

识转化成易于学生理解的教学内容知识，以帮助、引导学

生以正确的、有意义的方式理解物理学知识，减少错误概

念的形成机会，克服各种学习困难。

４．物理教学策略知识
教学策略是指在不同的教学条件下，为达到不同的教

学结果所采用的手段和谋略，它具体体现在教与学的交互

活动中。物理教师掌握足够的教学策略知识，并学会使用

有效的教学策略，可以使学生保持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

生的学习策略。物理教师获取教学策略知识有两个有效

途径：一是通过平时的教育理论学习获取教学策略知识；

二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自身的感性体验和教

学反思，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策略。

物理教学策略主要包括对物理教学过程、物理教学内

容的安排、教学方法、教学步骤、组织形式的选择，它包括

教学准备策略（确定教学目标的策略，设计教学内容的策

略，分析学生起始状态的策略，选择教学方法和媒体的策

略，教师自我信息准备的策略，设计教学环境的策略），教

学实施的策略（先行组织者策略，概念获得教学策略），因

材施教的策略（针对年龄差异的教学策略，针对能力差异

的教学策略，针对学生认知方式的教学策略），教学监控策

略（主体自控策略，课堂互动策略，教学反馈策略，现场指

导策略）［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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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物理学习评价知识
学习评价是评估学生物理学业成就和教师教学质量

的主要途径。通过学习评价，物理教师可以全面把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困难与障碍，正确地确定教

学目标，选择教学策略；了解课堂教学的不足之处，改进教

学方法。

教师通过学习物理学习评价知识，可以全面掌握学习

评价的功能，改变过去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做法，了解

评价主体、评价内容与标准、评价过程、评价方法，将目标

定位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评价的激励、诊断和发

展功能。物理教师要掌握定位性评价、形成性评价、诊断

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知识。在评价过程中注意把考试、

小测验、小论文、小制作、档案袋等方法结合起来，把定量

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评价

机制。

三　结　论
学科教学知识是物理教师从事专业教学所必须具备

的核心知识，是物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物理教师的学

科教学知识是融合了物理学知识、课程知识、物理教育理

论知识、学生知识、情景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并融人了教

师的教育信念、人生价值观等。学科教学知识来自于教师

的实践智慧，并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教学评价、教学反思

等诸多过程而获得，是物理教师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情境

的互动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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