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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TS教育与 STS教育资源

STS是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即�科学技

术与社会 的简写。STS教育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科

学教育改革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科学教育的构想, 以

强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和科学技术在社会

生产、生活和发展中的应用为指导思想而组织实施

的科学教育,其基本精神是:把科学教育和当前的社

会发展、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既要考

虑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又要研究

社会成员对现代和未来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发展做

出决策。众所周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社会的进步要靠科

技的动力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靠社会的进步

来导航,因此,未来社会的人才需要有科学技术与社

会的整体观念, 要有一定的科学意识和社会价值观。

实施 STS 教育就是要适应现代世界两大需要: 培养

了解社会、致力于社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 培养通

晓科学技术及其后果、能够参与涉及科学技术决策

的公民。

对STS教育的研究始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首

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赫德博士提出: 要把科学教

育科学课程的重点放在价值观、社会、技术和决策方

面,要联系社会,技术和人类进行科学教育。美国于

1977年出版了�科学技术与社会 的论文集。1980

年,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澳

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的 STS教育国际会议上提出了

参考意见,把 STS看做�一个对今日学生进行理科教
育最合适的方法 。其后,美国,英国,菲律宾, 澳大

利亚等国家相继提出并试行了各种类型的 STS 课

程,如�社会中的科学 ( SIS, 英国 1981)、�科学和技
术的社会效应 (美国, 1984)、� Plon 计划 (荷兰,

1982)、�交通事故调查物理学 (香港数理教育学会,

1987)、�中学科学课程 (美国, 1994年)等等。当前,

STS 教育受到了更大范围的重视和实施,正向着更

高的层次发展。

STS 教育的实施,需要特定的课程资源。STS 教

育资源包括图书资源、信息资源和环境资源三部分。

图书资源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信息资源提供必要

的信息和师生互动交流的渠道, 环境资源十分广泛,

既包括软环境,如教育体制, 舆论环境, 社会的认可

程度等;又包括硬环境,如实验室、图书馆、科技馆、

动物园、植物园、自然保护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工

厂、农田、河流等。

二、物理教育中实施 STS教育的必要性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和社会生活结合紧密

的学科。以物理知识为载体,开展STS 教育既可以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公民意识、

参与意识和探索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和科学素质。从教育的角度, 在物理教育中实施 STS

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有利于改变物理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

传统的物理教学重理论知识,轻实验和实践;重

概念的理解,轻知识的应用, 忽视知识的社会价值。

STS教育的实施, 将物理教学与科学技术社会中的

实际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突出科学与技术的社会

价值,突出实验、实践, 不仅使学生掌握物理知识,更

使学生了解这些知识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 有利于改革单一、封闭的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教学中, 教师以课本知识为中心, 以课

堂为单一的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都

是封闭的。而在物理教学中实施 STS 教育, 能将现

代科技以及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时的渗透到物

理教学之中, 教学内容的选取突破了教材内容的限

制,有利于更新教学内容,使物理教学紧跟时代的发

展。同时,实施 STS教育,将学校与家庭、社会以及

课内与课外有机的结合起来,有利于形成以学生为

主体的开放式的教学。

(三) 有利于在物理教学中渗透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实施STS教育,使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参与到社

会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之中, 使他们理

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培养他们独立思考

的习惯,以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评价能力、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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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及健康的价值伦理观, 使物理教学真正成为

面向未来的教育。

(四)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

科学素质包括: 理解科学的主要思想、养成科学

的思维习惯、理解与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当前我

国理科教学中对阐述科学思想、培养学生科学的思

维习惯比较重视,但对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却关注

不够。无疑, STS教育的实施, 有助于学生理解与科

学、技术相关的社会问题。

三、物理教育中 STS教育资源的开发

在物理教育中渗透 STS 教育, 首当其冲就是要

在物理课程中开发 STS 教育资源, 将物理教学和

STS 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 图书资源的开发

物理教育中的图书资源, 包括教材和课外参考

书,而 STS教育的重心依然在学科之内,在于学科教

育的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材是

首先被考虑的对象。只有在教材中渗透 STS教育思

想,才能使广大教师有章可循,增加他们实施 STS 教

育的自觉性,从而从根本上去加强 STS教育。物理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 必须在物理知识与 STS思想中

寻找最佳结合点,使两者成为一个自然的整体而全

无斧凿之痕。

编写教材内容时,除增加一些与社会生活联系

紧密的素材外, 在组织这些内容时应将学生放在主

体地位,促进其开展探究活动。较之传统教材,我国

现行高中物理教材中增加了许多联系人们日常生活

的阅读材料,如失重和宇宙开发、航天技术的发展和

宇宙航行、磁悬浮列车、日光灯、纳米技术以及移动

电话等,但这些材料在组织方式上、只是平铺直叙,

目的是让学生初步了解相关信息,在培养学生的公

民意识、社会责任心和决策能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美国教材phvsics science(∀物质科学#)的编排

模式值得国内教材借鉴。仅取该教材的 5. 3节 ∃ ∃ ∃
�能源的新发现 一节来分析。

该节分5部分: 新科技词汇, 学习目标, 探索新

能源(正文) ,本节复习,你来决定。正文部分讲解了

科学家一直在探求新的能源以及能够提高新能源利

用率的新方法: 利用蕴藏于海洋的热能,利用蕴藏于

地下岩石的热能。�你来决定 部分是这样组织的:

随着电的需求量的增长及传统燃料量的减少, 这些

使我们找到新的用于发电的能源成为迫切需要, 所

有可能发现新能源的方法我们都应该试验并做出客

观的评价。然而, 对每项工程都应考虑其负面影响,

包括环境污染及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浪费, 究竟应不

应该把钱花在探究新能源的研究和工程计划的实施

之中呢? 如果应该的话,谁来支付这笔巨款呢?

�你来决定 部分的组织方式不是以教师的讲解
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为中心, 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活

动,引导学生拓宽知识视野,引导学生关注和参与有

关科学的社会问题的讨论, 鼓励学生权衡利弊、综合

考虑,作出自己的判断,无疑这对培养学生的决策能

力、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大有裨益。

我们欣喜地看到, 基于物理新课程标准编写的

初中物理教材, 在物理教育中渗透 STS教育做了可

贵的尝试。

(二) 信息资源的开发

物理教育中的信息资源主要包括网络资源、文

献信息资源、音像资源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

速发展,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 网络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源库。通过建设

网站,将物理教育中有关STS教育的资源以文字、图

片、语音等方式积累起来, 并通过 BBS,使学生与学

生、教师与学生之间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交

流心得体会, 从而拓展交流渠道。也可以运用计算

机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和信息具体化、形

象化,帮助学生构建物理模型。STS 教育所涉及的

内容十分广泛, 仅仅依靠教材未免捉襟见肘。有必

要以学校图书馆为依托,建立一个小型文献资源库,

便于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查找资料。

物理教学离不开现实的物理情景。但是学生的

直接经验和学校的实验室条件都是有限的,因此,收

集与选择相关的音像资料是十分必要的。一是收集

学生难以见到的, 有重要的物理意义的,展示科学技

术的发展实况录像, 例如航天发射、大型船闸、蒙古

包外的风力发电机、小山村的水磨、激光手术等。二

是利用快录、慢录、显微摄影等技术手段拍摄的音像

资料,向学生展示物理过程的细节。例如,利用慢录

快放展放颜料在液体中的扩散; 用快录慢放展示足

球受力后的形变及运动方向的变化。三是收集课堂

上难以完成的试验录像资料。例如用磁悬浮表现超

导;以粗铁丝做棱, 以薄橡胶膜作面做成中空立方

体,放到水中表现液体内部各个面的受压情况等。

(三) 环境资源的开发

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STS教育的硬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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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惯性定律的历程
韩 � 春 � 柏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 � 上海杨浦 � 200093)

� � 一般认为, 惯性定律是伽利略奠定基础, 牛顿精

练而成为经典力学运动第一定律的,其实,人们对惯

性定律的认识, 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古代的认识

牛顿在他的手稿∀惯性定律片段#中写道: �所有

那些古人都知道第一定律, 他们归之于原子在虚空

中直线运动,因为没有阻力,运动极快而永恒 ,古希

腊的德谟克利特、伊璧鸠鲁都有这样的看法。例如,

伊璧鸠鲁就说过: �当原子在虚空里被带向前进而没

有东西与它们碰撞时,它们一定以相等的速度运动。

因为当没有东西与它们相遇时, 重的原子并不比小

的和轻的原子运动的更快; 而当没有东西与它们相

撞时,小的原子也不会比大的原子更快,它们的整个

行程是等速的 。即无数的原子在无限的虚空中像
下雨一样, 用同等的速度平行运动。这就是古人所

认识的�惯性定律 。

尽管这种�定律 比亚里士多德的�强迫运动 学
说更为先进,但由于这些古希腊学者和他们的信徒

们都无法证实这条定律, 因此,只能看成是猜测、思

辨或推想的结果。

�冲力说 的作用

六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学者菲洛波诺斯为批判

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必需由接触力持续推动的学

说,提出: �投掷者授给抛射体某种无形的推动力,而

投入运动时空气对抛射体的运动或者根本不起作

用,或者只有微弱的影响%%于是,在真空中比任何

介质中箭矢或石块将更容易获得等量的强制运动,

并且抛射体将不再需要任何外界实体的推动。 尽管
菲洛波诺斯还认为抛射体所获得的这种外界力在空

气中进行也会逐渐自动衰竭,因而并不等于后来的

惯性概念。但是, 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

�物体一旦发生运动以后,就可以凭自身继续运动下

去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这是对惯性的初

步认识。

菲洛波诺斯的看法到 14世纪发展成了�冲力

说 ,代表人物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奥卡姆的威

廉。他认为,运动并不需要外来推力,一旦运动起来

就要永远运动下去。例如, 关于抛射体运动,他解释

为: �当运动物体离开投掷者后, 是物体靠自己运动,

而不是被任何在它里面或对它施加的力量所推动。

(上接 56页)

境, 是指建设各项硬件设施为实施 STS 教育服务。

如逐步建立、完善实验室和各种活动场所,配备并合

理配置和有效使用教学仪器和设备;编写或开发教

学材料、实验方案、教学论文、CAI 课件、图片、录像

带、幻灯片, 收集和整理学生的优秀作业和小论文

等,形成资源库, 实现资源共享; 建立稳定的信息交

流渠道,如科学讨论会,校园墙报, 广播站,学生科学

刊物等。

物理教育中的 STS 教育资源也来源于大众媒

体、家庭、街道、商店、田野、森林、河流等, 这些环境

资源是现成的, 需要我们积极利用。

STS 教育的软环境是指营造实施 STS 教育的良

好体制和舆论环境。其中对 STS教育资源的管理体

制和 STS教育评价模式是开展 STS教育的软环境的

重要内容之一。其中, STS 教育的评价包括了解学

生对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情况, 重过程与方法, 评价学

生的观察能力、提出问题、作出猜测的能力、收集信

息处理信息及交流能力,了解学生在情感,科学态度

对科学、技术、社会问题的认识, 及对这个问题的投

入程度, 促进学生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

注。评价的形式: 提倡用记录卡片记录学生的学习

参与状况,描述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笔试应开卷与

闭卷相结合的形式考察,对成绩不宜按权重评价�综

合 分数或评定等级。
总之,在物理教育中加强对 STS教育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使物理教学与科学技术和社会实际相结

合,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这样会有力的促进学生

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学决策的能

力的形成,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名人妙语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 则这

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

学推向前进。

∃ ∃ ∃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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