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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物理教育专业

学生师范精神培养刍议

许英!李畅!吴伶锡!邹代峰
"湖南科技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湖南 湘潭 "!!$%!$

摘5要!师范精神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种精神范畴!是师范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教育学习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人

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具有楷模性和先导性# 随着我国师范教育战略地位的提升!高等师范院校需要对传统师范精神进行

继承"发扬和创新# 通过某高校物理师范生培养改革与实践项目的经验!我们将现代师范精神的培养聚焦于科学问题兴

趣点的挖掘和求真精神的磨砺"习得严谨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教与学中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终身学习的践

行四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培养物理师范生的师范精神是一个从兴趣到方法!再到实践及终身实践

的过程!为培养物理师范生的现代师范精神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物理师范生&终身学习&科学思维&师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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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师范精神的培养在师范生培养中是一个重要

且较为抽象的方面% 本文致力于高等师范院校现

代师范精神培养的经验探索% 而作为经验研究#

应当注重具象的*可操作的内容% 通过某高校物

理师范教育改革与实践项目的经验#笔者拟将现

代师范精神的培养聚焦于科学问题兴趣点的挖掘

和求真精神的磨砺*习得严谨的科学思维和研究

方法*教与学中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终

身学习的践行四个方面%

对于师范精神的培养#许多教育家*教育工作

者及研究者都提出了他们的真知灼见% 启功教授

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意在培养师范生知行合一*为人师表的模范

精神% 笪佐领提出师范精神是一种理想化*人道

化的#以对人的成长与发展的关怀为根本宗旨#以

时代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教育文化精神(!)

+仲玉英

认为师范精神是师范学校的师生表现出来的积极

的精神样貌*心理状态以及个性特征#更是师范学

校的灵魂所在($)

+徐蕊强调师范精神是以丰富深

广的人文精神为渊源#以对自我与教学对象的发

展为终极关怀#向着理想化的教育目标执着追求

的精神(+)

+丁喜霞提出#师范精神是从事师范教

育的人们所具有的一种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

态#是教师爱岗敬业的基本品质(")

% 因此#师范

精神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种精神范畴#是师范学校

的教师和学生在教育学习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特定

的人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具有楷模性*先导性% 此

外#在师范生的教育方面#不少研究学者都注意到

了人文精神*教育情怀培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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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出台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 年#教师综合素

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

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

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该文件为我国新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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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教育的调整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因此#高校在

师范生的培养方面应将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

创新能力等内化于师范精神的培养#将传统师范

教育与现代师范专业相融合#打造适合我国现阶

段师范教育的现代师范精神%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实践对现代师范精

神的定义引入了一些具象可操作的内容% 物理学

具有严谨精密性*科学逻辑性#是以实验为基础并

带有方法论性质的不断发展的基础科学% 因此#

在一般的师范精神基础之上#物理教育专业学生

的师范精神应以物理学科特点为依据% 作为未来

的中学物理教师#需要以自身对自然科学的深厚

情感与浓厚兴趣去感染下一代青少年#以自身严

谨的科学思维和求真精神去塑造物理学科的科学

形象% 于是#我们对师范生的培养就需要着力于

以下方面!一是对师范生科学问题兴趣点的挖掘

和求真精神的磨砺#让师范生习得一定的科学素

养+二是习得严谨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三是对

教与学中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消解+四是践行终身

学习的理念% 这四个方面的培养是逐层递进的%

!5培养师范生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习

得一定的科学素养

在让师范生自身建立起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

趣*习得一定的科学素养方面#我们注重以对自然

的整体把握为前提#引导师范生建立起对人与自

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其对科学方法的认识和认

同来启发和固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其中#师范

生对科学方法的习得可以经由教师向其介绍知识

的生成过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结论来实现% 例

如在&热力学统计物理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将

教学内容分解成适当的物理专题#如宇宙的形成*

熵的应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等#并以专题的形式

来组织教学内容#从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

生的文献阅读能力#让学生在兴趣浓厚的基础上

撰写小论文% 这些环节既加深了学生对物理学习

过程*物理概念的理解#又锻炼了学生的计算机程

序设计能力#从而使学生解决实际物理问题的能

力得到提升% 此外#我们有计划地开展面向低年

级的科普讲座和科学知识竞赛等活动来进一步提

升学生学习兴趣+通过举办师范生自制教具的竞

赛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这些都为师范生

将来站在更高的角度从事中学物理教学*培养中

学生的求知欲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好奇心打下良好

的基础%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物

理定律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仔

细观察和深入研究% 同时#物理师范生作为在未

来连接中学生与物理学科的纽带#其求真精神的

养成至关重要% 对学生求真精神的培养还可搭乘

历史的巨轮% 物理学史中蕴含着物理学家们为科

学而奋斗的丰富事迹*物理学思想方法以及不断

传承和更新的科学精神% 在专业课程中通过物理

学史的引入#可使学生认识到探求真理过程的不

易*认识到求真精神的可贵及其重要性%

通过对新时期师范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发展

新时期高等院校现代师范精神#使高等院校师范

生具有严格训练下的知识与技能#增强师范精神

的专业化内涵#体现了新时期师范精神的创新%

$5使师范生习得严谨的科学思维和研究

方法

在习得严谨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方面#我

们注重培养师范生良好的科学思维习惯#破除思

维定式的桎梏% 通过完整的研究过程#师范生学

会发现问题#并结合理论知识探讨实践经验#为成

为一个优秀的教育研究者做好充足准备%

科学思维是人脑对科学事物的本质属性*内

在规律及事物间相互关系的间接的*概括的反

映(,)

#在科学实践活动中得以应用并不断发展%

中学物理的学习使学生的物理科学思维已得到一

定开发#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学生能够逐渐有意识

地以物理学的视角看待自然现象并会用学过的物

理知识去解释该物理现象和解决实际物理问题%

而角色转变成物理师范生后#对他们的培养就要

站在未来教师的高度#不仅重视&能做什么'和

&会做什么'#更要强调&怎么做' &以什么为基础

去做'#即看问题的思维视角和理论依据#系统训

练其严谨的科学思维习惯#引导师范生的物理科

学思维得到全面和谐发展%

调查发现#养成良好物理科学思维习惯对学

习物理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 其中最重要的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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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对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物理问题能力的培

养% 独立思考是关键#教材上的物理知识只有经

过大脑的深层加工才能得以掌握#通过一次次的

思考才能形成客观严谨的科学思维习惯% 因而我

们在教学过程中摒弃用教材&满堂灌'的传统教

学模式#注重结合情景开展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在

情境中对物理概念进行深层理解*对物理规律及

其使用条件进行有意识的独立思考#从而培养科

学思维习惯% 同时#为增加学生科学思维发展的

更多可能性#在课堂内容的呈现上我们选择多元

化的科学思维材料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给予学

生大量的资源支持#力争为学生的物理科学思维

发展开辟出更多空间% 例如#在&电磁学'课程的

教学过程中#为培养学生良好的物理科学思维习

惯#教师会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电场*磁

场以及电磁感应进行类比% 如在电磁学概念教学

时以电场引入磁场#揭示电荷间的库仑力不是由

于超距而是通过电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客

观存在的物质作用产生的#使学生很容易类比得

出&电流间的相互作用力是通过磁场产生'的结

论#从而将电磁学的这三个主要内容有机地融合

在一起#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目的%

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结合基础教育的实际

情况和物理师范生的发展需要设置培养目标#整

合师范生专业课程和教育类课程% 我院开展了特

色微格训练活动#通过片段化教学和对师范生教

学技能的不断打磨#促使学生精益求精+在教育实

习方面#师范生经教师的指导反复演练#上台实战

和课后反思相结合*教学与班主任工作相结合#在

实习期间基本掌握了教学程序*精进了教学技能#

与此同时还有机会去发现教育问题并对其进行深

入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师范生不断地对教育现

象及教育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形成特定的问

题解决方案#并在行动研究中不断观察与反思#根

据反馈得到的结果进一步修正计划*改善实践%

通过系统的研究#师范生逐渐形成了理论联系实

际的科学研究意识#这样培养的高校师范类毕业

生在走上教师岗位之后也不会只被定位成&教书

匠'#而是一个理论知识充足*实践意识明确的优

秀教育研究者%

+5教与学中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消解

教与学的过程不是对立的#如果把教与学割

裂开来看待#会出现教师完全照本宣科#把知识灌

输给学生的情况% 实际的教学中#教与学需要融

合在一起#教师需要始终注重教学中学生的动态

反馈%

我们的教师在教学中#往往联系物理学史和

问题提出的背景#在这一主题的问题空间中与学

生进入共同研究的状态#从而大家的思绪似乎都

进入了当年科学家的研究场域#教师与学生的主

客二元对立关系得到了逐步消解% 在这种情境中

学生会渐渐发散思维*提出各种大胆的猜想% 在

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习得问题的解决方法也会逐

步聚焦#很多时候能够接近当年科学家的思路#同

学们由此产生了极大的成就感#在进一步学习这

个知识点时都会印象深刻% 例如在讲&热量'的

概念时#通过对热的本质的探讨#学生重新审视

&热质说'的争论#对 &热量'的理解也更为深

刻了%

此外#师生在人文与情感方面也不是&权威'

与&服从'的二元对立% 作为教育者#不仅需要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经理论和实践沉淀出深

厚的专业情怀#把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对所教学科

的热爱融进每一个课堂*感染每一位学生#从而引

发受教育者强烈的学习意愿% 教育者更要秉承以

人为本的学生观#重视教育的&育人'功能#把受

教育者当成发展中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尊重学

生的基础上平等地对待集体中每一个学生*了解

不同学生的不同个性特征#考虑到学生的多样性

而对其因材施教% 为此#我们在师范生的培养中

注重大学生人文教育#引发师范生对提高自身思

想道德素养的思考和重视#在为学生营造人文关

怀氛围的同时增强教师这一角色为其自身带来的

价值认同%

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开展教育教学的一个重

要条件是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师生双方在彼此

互敬互爱*平等尊重的交往关系中#展开关于教学

内容以及学生发展问题的交流讨论#在此过程中

双方相互理解与接纳#并经由商讨的过程达成共

识#促使个体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

% 通过这种

对话式的情景交往#学生在教师的经验指引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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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效地学习#教师在学生的良性反馈中积极提

升专业能力#师生间的关系不再被界定于主体对

客体#而变成了一方主体与另一方主体间的和谐

交往#由此实现教学相长*师生双赢% 解决教师与

学生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改革教师本位的师范

教育模式#构建师范生综合素质和谐化的现代师

范精神#是对传统师范精神的继承和创新%

"5终身学习的践行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需践行终身学习的自我要

求% 我国教育部在 $%!!年颁布了-教师教育课程

标准"试行$.作为深化教师教育改革*规范和引

导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提高专业化教师团队素

质的基本依据(!!)

#其中的第一部分&基本理念'

里提出了教师的三种角色定位#即&学生发展的

促进者'&反思性实践者'和&终身学习者'!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促进其各方面发展+在教学的过程中以敏锐的

眼光洞察教育问题#对自身教学进行深刻反思从

而实现专业能力的提升+有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

学习和进步*不断完善专业发展%

从学科维度来讲#物理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

与科技进步*产业革命息息相关% 只有贯彻终身

学习的思想#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一方面#即使

是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教师#在对知识的理解上*

在知识面的广度上都有不足%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的教师需要更

多样的丰富教学技能与经验#所以其本身就应该

是终身学习者% 另一方面#在学生的心理层面#他

们往往以教师为榜样#不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

都期待从教师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教师故

步自封#知识面狭窄#总是&老生常谈'#则不能让

学生信服% 在种种压力下#教师必须能够起到

&示范'作用% 因此#师范生必须有终身学习的能

力和理念#师范教育也不应局限在学校课堂中仅

作为对未来一线教师的职前培养#更应把帮助师

范生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养成独立思考与自主学

习能力作为重要目标%

关注师范生的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是高等

师范院校的未来走向#因此我院指导师范生在教

与学的过程中坚定终身学习的信念*践行终身学

习的自我要求% 这意味着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并

不代表受教育的停止#相反是其在自身终身学习

意识驱使下接受终身专业训练的开始#需要他们

积极参加教师培训活动*关注教育动态变化*继续

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并以自身的终身学

习精神去感染学生%

#5结语

师范精神是哲学意义上的一种精神范畴#是

师范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在教育学习生活中表现出

来的特定的人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具有楷模性*先

导性% 本文结合教学实践#针对物理学科的特点#

从科学问题兴趣点的挖掘与求真精神的磨砺*习

得严谨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教与学中对主客

观二元对立的消解以及终身学习的践行等方面着

手#循序渐进#全面培养物理师范生的现代师范精

神% 从逻辑进路来看#培养物理师范生的现代师

范精神#是一个以&教与学主客观对立的消解'为

核心的从兴趣到方法*从方法到实践*从实践培养

到终身实践的过程% 在教师的合理引导下#科学

思维和研究方法的雏形得以形成#并得到反复的

校验#从而逐步地形成有价值的思维习惯和终身

学习的理念% 可以说#师范精神的传承基础是

&关爱'#发展基础是&示范'#核心价值是&奉献与

传承'% 通过这些具象的可操作的实践#师范生

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从

而达到为社会输送优质教育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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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J(SGG/)H0E)X)/ED)01)0KI0' JHGHIJ/D LHED('G# EDHHO)L)0IE)(0 (XEDHN)0IJU(FF(G)E)(0 NHEMHH0 GSN.H/E)\)EU

I0' (N.H/E)\)EU)0 EHI/D)0KI0' OHIJ0)0K# I0' EDHFJI/E)/H(XO)XHO(0KOHIJ0)0K*7XEHJEDIE# ED)GFIFHJLI1HGI

XSJEDHJ')G/SGG)(0 I0' FSEGX(JMIJ' EDIEEDH/SOE)\IE)(0 (X0(JLIOGF)J)E(XFDUG)/G0(JLIOGES'H0EG)GIFJ(/HGG

XJ(L)0EHJHGEE(LHED('# EDH0 XJ(LFJI/E)/HE(O)XHO(0KFJI/E)/H*9D)GFIFHJ/I0 FJ(\)'HJHXHJH0/HX(J/SOE)\IE)0K

EDH0(JLIOGF)J)E(XFDUG)/G0(JLIOGES'H0EG*

()*+,%-#! FDUG)/G0(JLIOGES'H0EG+O)XHO(0KOHIJ0)0K+G/)H0E)X)/ED)01)0K+0(JLIOGF)J)E

"责任校对5王小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