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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研究与实践 ①

贾竹君
（湖南科技学院 电子工程系，湖南 永州４２５１９９）

摘　要：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简称ＳＴ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的。科
学指导技术，技术服务社会，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不断创新和完善科学。基于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研究和
实践，有利于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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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课程是大学理科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
对于大一大二学生来说，基础课程不仅仅是为所学专业

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得科学素养、科

学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ＳＴＳ是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社会（Ｓｏｃｉｅｔｙ）三者的简称，它们之间彼此
联系又相互影响［１］。科学指导技术，技术服务社会，社会

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再次不断创新和完善科学，同时科

技又是一把双刃剑，科技最终受惠于社会，而高科技也会

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就是 ＳＴＳ教育［２］。大学物理是关

于自然界最基本形态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物质的结构和

相互作用以及它们的运动规律，是其它自然学科的基础，

自然界的一切运动都可归结为物理学的研究范畴。物理

学的基本概念和技术已被应用到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领

域［３］。把ＳＴＳ教育融会贯通到大学物理教学之中，是提
高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是科学教

育回归自然的体现。

１　基于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实践效果
本教学团队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间探究过在大学物理教

学中渗透ＳＴＳ教育的策略和实施步骤，并进行了实践研
究［１］，但主要涉及的是师范类非物理专业如数学教育专

业、化学教育专业等，这些专业的学生的特点是基础知识

比较扎实，思维敏捷，推理能力较强，是未来的初高中教

师。实践研究的内容是大学物理（下册）中的电磁学，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按照实施计划，我们在电子工程系

２０１３级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２个班再一次进行了实践研
究，内容是大学物理（上册）的力学和热力学部分。在实

施实践教学之前和之后对学生进行试卷测试，试卷分别

叫前测试卷和后测试卷，每卷均为２０道题，总分１００分。
２个班共８９人，８９份前测试卷全部收回，后测试卷８９份
回收８６份。前、后测试卷主要调查学生对科学、技术和社
会三者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认识以及科学意识、科学态度、

科学兴趣、科学价值观等的变化。从统计结果来看，由前

测试卷中学生对ＳＴＳ知识了解过少，甚至没听说过，到后
测试卷中了解了ＳＴＳ的内涵这就是一个进步。学生们普
遍意识到环境对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对后测试卷

中提到的是否修建核电站，有 ２０％的学生表示反对，比
２００９年的问卷偏高（原来是１２％），估计日本的核泄漏事
件留下了阴影。与２００９年的师范专业学生相比，电子科
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严谨性不如师范生，数学基础较差，

但动手能力更强，做实验时更易入手，对科技的领悟力更

快，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之间的影响更关注。值得欣

慰的是，两届学生后测试卷中对学习物理的兴趣都提高

了１０个百分点。
我们首先对教材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了解哪些

内容的理论性更强，哪些内容更与实践相关，哪些内容在

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更能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渗透，然

后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最后按计划实施教学，在

教学中渗透ＳＴ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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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内容
我们以《大学物理》（匡乐满主编，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第一册为例，主要内容是力学和热力学。根据非物理

专业《大学物理教学大纲》，经过仔细阅读和讨论得出了

基于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教学内容，如表１所示。

表１　基于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教学内容

章节 ＳＴＳ内容

第一章 运动的描述
伽利略的故事、计算机硬盘的盘片、田径运动员的弯道技术、洗衣机的离心运动、车轮、移动射击

（活靶）、运动物体上抛物比如飞机上投弹等。

第二章 运动定律与力学中的

守恒定律

牛顿的故事、惯性的运用、不倒翁原理、宇宙飞船、锁、走钢丝者手中的长杆、永动机、杠杆在生产

和生活中的应用、荡秋千、神奇的旋转拖把等。

第三章 狭义相对论基础 爱因斯坦、三个宇宙速度、膨胀宇宙、月球探测。

第四章 机械振动 活塞的运动、共振的优缺点、雪崩、海啸、调谐、地震、热带风暴、振动污染。

第五章 机械波 雷达与多普勒效应、乐器、次声波所产生的共振。

第六章 气体动理论基础 热气球、燃煤炉灶中的气压。

第七章 热力学基础 蒸汽机、内燃机、空调、电冰箱、火力或风力发电站、热污染。

３　基于 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设计与
实践

找出大学物理教学与 ＳＴＳ教育内容渗透的结合点
后，我们制订出了教学计划［４］。除在常规教学中渗透ＳＴＳ
教育外，还举办专题讲座，成立科技创新小组，开放实验

室，撰写调查报告、问题探究报告等，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实践效果。

３．１　举办专题讲座
我们首先给学生进行了一次 ＳＴＳ教育专题讲座，向

学生介绍ＳＴＳ教育及信息高速公路对科学、技术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影响；客观分析“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正反

两个方面的社会经济影响，即“信息高速公路”不仅将深

刻改变社会经济形态和结构，而且将永久改变人们的生

活、工作和相互沟通的方式［５］，但它也可能带来许多明显

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社会变得更加脆弱、道德沧丧、人的

行为异化、隐私权进一步受到严重侵害等。如美国“棱镜

门”事件，“人肉搜索”，各种电信和网络诈骗。

３．２　在常规教学中渗透ＳＴＳ教育
根据表１中基于ＳＴＳ教育的大学物理教学内容，我们

在常规教学中根据具体内容章节渗透 ＳＴＳ教育，包括理
论、实验和习题，贯穿整个学期；重视实验教学，并在教学

过程中随时补充新的科技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

趣。比如讲第一章离心运动时，描述其利与弊。联系网

络、媒体上报道江西省两女童被洗衣机绞死事件，告诫学

生一定要正确、小心用电，使用洗衣机后拔断电源线。第

三章狭义相对论中，ＳＴＳ内容有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故事、
宇宙的奥秘（宇宙速度和膨胀宇宙）、月球探测等，并且结

合我国月球车玉兔号成功着陆月球表面这一重大事件，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科技探究能力。

３．３　成立科技创新开放实验室
我们将“杨氏模量的测量”实验实行开放教学，因为

杨氏模量测量仪用到了光杠杆放大原理，还要用望远镜

观看平面镜内反射的标尺像，趣味性比较强。此时力学

实验室对全校所有学生开放，起到科普教育的作用。同

时，针对“转动惯量的测量”实验，我们给学生提供必要的

器材，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测量，最

后写出误差比对实验报告。

３．４　成立兴趣小组
以寝室为单位成立兴趣小组，收集各种科技信息，每

两周汇总一次。一学期来，大家收集到很多的科技信息

和科技动态，比如有：比特币、智能手表、谷歌眼镜、旋转

磁场直流电动机、可穿戴设备、云服务、手机桌面软件、特

斯拉汽车公司推出的 ＴｅｓｌａＭｏｄｅｌＳ纯电动汽车、苹果两款
最新的ｉＰｈｏｎｅ手机，ｉＰｈｏｎｅ５ｓ和ｉＰｈｏｎｅ５ｃ。“狗币”（Ｄｏ
ｇｅｃｏｉｎ）是一种更奇葩的虚拟货币、无人机投递（Ｐｒｉｍｅ
Ａｉｒ）等等。
３．５　开展问题探究

调整教学计划，选定了２个题目给学生探究，一个是
“在车上体验力和运动”，选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

都行，发现力学和动力学原理。另一个把讲座“解读人体

的能量来源及其转化”改为问题探究，人为什么要吃饭？

冬天为何要烤火取暖？胖子和瘦子是怎么来的？并要求

写出研究报告。

３．６　撰写调查报告
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对社会、生产、生活的

影响，是ＳＴＳ教育的精髓所在。我们给出“物理污染知多
少”课题，要求学生调查周围环境中的物理污染，远的如

某居民区污染调查，某工厂污染调查；近的如校园污染调

查，某栋学生宿舍楼污染调查。可以采取实地考察、参观

访问、资料查找等形式进行，写出调查及整治报告。从撰

写的调查报告看，学生们通过这次调查，对“物理污染”有

了很深刻的认识，知道物理污染包括噪声污染、振动污

染、放射性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热污染和光污染，了解了

这些污染的危害以及防治措施，学到了很多与生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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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的知识，并明确表示“减少物理污染，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以后会更关注自己所处的环境。

４　结论与启示
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我们发现基于 ＳＴＳ教育的

大学物理教学与传统的大学物理教学相比，在教学内容

上，更注重物理学知识与其它学科以及技术、社会的内在

联系；在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上，不再局限于指定的时间和

教室；在课堂教学形式上，不再是“填鸭式”教学，而是以

讨论课、研究课为主；教学的方式和方法由单一性转为综

合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教学的主体由教师转为学生，学

生主动获取知识，参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学生在学习和

实践中不断增强好奇心和兴趣，学生的创造能力、科学探

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实施基于 ＳＴＳ的物理
教育可以成功地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培养

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型高素质人才，以填补科

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

实施基于ＳＴＳ教育的物理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
难和障碍是：实施 ＳＴＳ教育之后，物理教学的容量加大
了，这需要教师在课下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搜集

资料和备课，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也要系部

领导重视，可适当增加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提高教师的积

极性。教学评价也要多样化，不再局限卷面评价和实验

评价，而要把小论文、小制作、调查报告等纳入评价体系

中，实现评价多元化。

目前，我国的 ＳＴＳ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开展得如火如
荼。但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渗透 ＳＴＳ教育的实践还处于初
步阶段，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有关 ＳＴＳ教
育内容的选取、难度的把握、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度、教学

模式的进一步改进、成果的评定、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分

析等。

参考文献：

［１］付三玲，郭　卫，刘书华，等．ＳＴＳ教育思想应用于物
理教育的探讨［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６）：８
－９．

［２］欧阳虹．理科教学中渗透 ＳＴＳ教育思想的探讨［Ｊ］．
枣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０（５）：７４－７５．

［３］匡乐满．大学物理（第一册）［Ｍ］．北京：北京邮电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方丽梅．关于“ＳＴＳ教育”渗透到大学物理教育中的
思考［Ｄ］．重庆：四川师范大学，２００４．

［５］顾月海．职业学校物理教学中开展 ＳＴＳ教育初探
［Ｊ］．安徽冶金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３）：８４－８６．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