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UEKEJIA0YUXUE 

学生自然语言转化为物理语言的理论与实践 

文 吴金瑜 

我们知道，初中物理课程中涉及的物理现象多 

来 自学生身边的生活与生产实践，来自于学生熟悉 

的科学技术成果。所以．在学习初中物理之前，学生 

已形成了自己的“物理语言”——一种自然的物理语 

言，我们暂且称其为学生的自然语言一这种语言是学 

生在长期生活中通过体验与交往而习得的物理现象 

表面的经验之说，或是周围的对物理一知半解 、甚至 

根本不懂物理的人传递的“虚假经验”：多年的教育 

研究与实践告诉我，学生的自然语言对物理教育是 

至关重要的。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阐述 

学生的这种自然语言对他随后要形成的物理语言的 

作用 

一

、学生的自然语言、物理语言及其彼此间的关 

系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沟通意识和传递信息的 

工具，而语言本身也是在人类交往和社会实践活动 

中形成的：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有 

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语言，如：物理概念、物理符号、物 

理规律、物理公式、物理图象、物理模型等等，物理语 

言同样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认识自然、探索物理规律 

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启蒙物理教育的初中物理教 

育，笔者在教学实践与研究中发现，学生的自然物理 

语言 (以下简称为自然语言)转化为科学物理语言 

(以下简称为物理语言)是启蒙物理教育的关键点。 

这里所说的自然语言是指学生只从事物的表象 

出发，用生活化的语言来描述物理现象 、物理概念 、 

物理规律等的语言。如：面对“铁块沉入水中”这样的 

物理现象时，对没有掌握相应物理语言的学生来说， 

他们只会从其表象得出如下结论：是因为铁比水重。 

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缺陷的，这样的语言也就是学 

生的自然语言。 

首先，学生的自然语言是物理语言的基础 裴 

斯泰洛齐在《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一书中提出 

了知识的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大自然本身。第二 

个来源是人的感觉印象的能力。第三个来源是“学习 

能力与外界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学生的自然 

语言也可以看成是学生在与大 自然相处的过程中， 

以及与其他人交往与活动过程中感知大自然，并用 

朴素的自然形成的语言描述大自然中的物理现象的 

语言：而初中物理现象绝大部分来自于学生生活以 

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实践，所以，初中的物理语言也就 

是来自于学生的自然语言；另外，物理学是一门实验 

科学，所有物理语言的形成都是以客观现实为前提 

的．所以，学生的自然语言也必然是物理语言的前 

提、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生接触的大自然面越宽广， 

感官对大 自然的感受越深，与人类本身及其他环境 

交往越多，学生的自然语言就越丰富，学生形成正确 

的物理语言就越有可能 

其次．学生的自然语言妨碍物理语言的形成 

从学习论的观点看，人对事物已经形成的概念一定 

对 随 后 形 成 相 似 概 念 有 前 摄 干 扰 (proactive 

interference)作用。学生的自然语言是学生在长期生 

活中通过体验与交往而习得的物理现象表面的经验 

之说，尽管这种语言不一定正确．但其来自自身的体 

验与同伴的现身说法，故这种概念在学生的大脑中 

是根深蒂固的。另外 ，学生要形成的物理语言又往往 

是与自然语言相似。所以，学生的自然语言妨碍物理 

语言的形成。 

从皮亚杰的认知建构主义理论来看，认知既是 

认知图式顺应于外物，又是外物同化于认知图式这 

两个对立统一的产物，并通过这种同化与顺应，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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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平衡状态向另一种较高平衡状态过渡。所以， 

学生自然语言既是物理语言形成的基础又是形成物 

理语言的障碍。如何让学生的自然语言有效地上升 

为物理语言也就成了初中物理教育的关键。 

二、学生自然语言转化为物理语言的具体策略 

研究 

经过几年的探索，我逐渐完善了“社会生活、科 

学技术中物理现象课堂化”的教学策略，不仅很好地 

解决了学生自然语言转化为物理语言的问题，而且 

让学生在主动学习、体验中强化了物理语言，更重要 

的是提高了学生对社会、人类、科学的责任性，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1．物理现象课堂化的内涵 

“社会生活、科学技术中物理现象课堂化”(以下 

简称“物理现象课堂化”)就是教师与学生根据物理 

课程的要求 ，观察、记录 、研究社会生活、科学技术中 

相关物理现象，在梳理、(合作)研究、反思的基础上， 

将其在课堂内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并通过师生 

共同努力，使之成为物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 

课堂的一部分。 

从这段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物理现象课堂化” 

其实就是将学生的自然语言放回到其原来的自然环 

境(物理现象)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活动，从 

物理角度去观察 、分析 、研究对应的自然现象，改变 

原有认知结构与图式(自然语言)，并不断发生同化 

与顺化，不断从一个平衡状态向另一种较高平衡状 

态过渡，最终形成属于学生自己的物理语言。 

2．物理现象课堂化的基本过程 

“物理现象课堂化”过程主要可包括以下几个阶 

段：首先是课内(也可以是课外)师生交流(或学生自 

己)产生问题，甚至形成需要观察(检索 )的对象等。 

其次在社会生活、科学技术中观察、实验 、检索这种 

物理现象(对象)，即是用摄像机、照相机或笔纸如实 

记录下这种现象产生的过程 (或从互联网上检索)； 

第三，个体和小团体先对这个现象或问题进行交流 

和研究，并尝试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第四，尝试将记 

录、研究的物理现象及猜想、创造 、研究成果用各种 

媒体再现在课堂里；第五，师生共同来研究、分析 、得 

出物理概念或规律。如图： 

下面我举一实践中的案例。 

我在完成初二“热”一章新课教学任务后，没有 

按传统的教学过程安排一节复习课，而是要求学生 

3～4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 ，放学后观察社会生活、科 

学技术中热现象，用可能的手段记录观察到的物理 

现象，并在小组中进行研究、分析观察到的物理现 

象，尝试记录、研究观察到的物理现象及猜想、创造 、 

研究成果等，并用可能的媒体再现在课堂里与大家 

分享。二天后，课堂上精彩纷呈。 

如有一小组观察研究的热现象是：水放在油中 

为什么爆裂?首先，他们放映了一段自己拍摄的“水 

在油中爆裂”的录像，再提供了他们分别测得的油与 

水的沸点 ：196。C与 99。C，然后提出了他们的研究成 

果：因为油沸腾前，水先沸腾。另一组提出了一个生 

活中的物理现象：他妈妈在烧白煮鸡蛋时，总喜欢放 

点盐，她说有二个好处，既去惺又熟得快。为什么熟 

得快，他们没研究出⋯．．这些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生 

动的热现象与学生的观察 、研究成果一进入课堂，立 

即引起大家的共鸣，问题在师生的讨论、研究 、合作 

的过程中解决。学生的自然语言在学生的主动观察、 

探究、学习中成为“物理语言”。 

3．对“物理现象课堂化”的反思 

从上面的事例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物 

理现象课堂化”将学生的自然语言放回到其原来的 

自然环境(物理现象)中，即让物理学习“回归学生的 

生活世界”，使学生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生活感，这 

样，让学生在一定的、他们所熟悉的情景、知识、社会 

文化背景下 ，通过同伴合作 、主动观察 、探究 、学习， 

并不断发生“同化”与“顺化”，不断从一个平衡状态 

向另一种较高平衡状态过渡，真正改变了原有认知 

结构与图式(自然语言 )，获得了知识与能力 ，形成 

“物理语言”。所以，“物理现象课堂化”并不仅仅是学 

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构建一些有意义、无意义的 

概念、规律，非常好地解决了学生自然语言转化为物 

理语言的问题，而且 “物理现象课堂化”让学生在熟 

悉与喜欢的自然环境(物理现象)中体验科学文化知 

识形成过程，经历知识实践，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所以，“物理现象课堂化”也适应了现代 

社会的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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