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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物理中创设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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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奥苏贝尔时期的认知主义到现当代的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再到美国学者 L·迪 ·芬克所 

倡导的有意义的学习经历，有意义学习理论 已经日趋成熟。可以通过核心知识掌握、学以致用 目标、触类旁通 

目标、人性维度 目标、人文关怀 目标、学会学习目标等六个维度，在大学物理教学中通过优化教学设计，为学 

生创造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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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on of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Physics Class 

LI Shuang，LI Rong 

(Colle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development from Ausubel’ S Cognitivism to contemporary Constructivism and Humanism， 

further to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proposed by L．D．Fink，the Meaningful learning theo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complete．According to the theory，we can create mean 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by 

the optimized teaching design on the basis of six dimensions，like learning，using，analogy，humanity，concern an d self— 

learning．As a result，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can be improved，the learning’ S depth and breadth are 

broad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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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各层次的教育需求 

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起到学生学习经历设计者的作用，而不只是教书 

匠。⋯尽管许多教师想要他们的学生得到更高层次的 

学习，但是他们一直以来严重依赖着 “讲解”这种 

教学形式，这样就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在课程结束后 

保留信息并把知识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去，并获得感情 

方面的成果。美国心理学家奥苏贝尔认为学习是新知 

识与学生头脑中的已有知识建立实质性联系的过程， 

他强调旧知识与新知识的联系，让学生为理解而学， 

教师为理解而教。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教 

授戴维 ·乔纳森教授认为有意义的学习源自于问题的 

解决，作为使用技术的教育者，如果把支撑有意义的 

学习作为目标，那么就应该利用技术帮助学生开展主 

动的、建构的、有意图的、真实的与合作的学习。_3 J 

有意义学习的属性将被作为使用技术的标准，同时也 

作为衡量技术使用情况的标准。如图1所示，有意义 

学习的五个属性彼此关联，彼此联系，在教学活动中 

只有以此为基础设计丰富的学习环境，才能让学生完 

成有意义的学习和概念的转变。美国学者 L·迪 ·芬 

克认为有意义的学习不只是停留在知识建构 的层次 

上，而应该深化到行为、情感、态度和人格等各方 

面，它是一种对个体将来的行为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的 

学习， 他首次明确提出 “教学应为学生创造有意义 

的学习经历”的教学观。 

一

、 有意义学习经历的教学观 

有意义的学习经历是指课程给学生带来了有意义 

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课程结束后，甚至在学生毕业后 

还将继续下去。学生所学的东西在课程结束后还将在 

他们的生活中具有价值，它们将提升他们的生活价 

值，使他们做好进入不同社会群体或工作领域的准 

备。 

有意义学习的本质是互动，而实现有意义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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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这样六个方面来优化教学设计，分别是：核心 

知识掌握、学以致用目标、触类旁通目标、人性维度 

目标、人文关怀 目标、学会学习 目标。 这六个维度 

的目标是交互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任何一 

种学习的获得都会同时强化获得其他种类学习的可能 

性。这种相互关联性至关重要，它要求课程学习目标 

必须包括并且超越对内容的掌握，同时只有教师采用 

并融合多种有意义学习的学习目标，才能强化学生获 

得有意义学习的可能性。教学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积 

极主动地学习的经历 ，学习经历是否有意义在于是否 

有 “影响和变化”，学生是否获取了更好地融入社会 

或进入工作领域所需具备的价值。 

二、如何在大学物理中创设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在大学物理的学习中创设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既 

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对物理教学的时代要 

求。到了大学阶段，教育的更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各 

方面的素质，大学物理相对中学物理具有更普遍的意 

义和更广泛的适用性。 通过对大学物理 的学 习，学 

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理论与实验、科学与生产以及相 

对与绝对之间的关系。而在大学物理中创设有意义的 

学习经历，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能 

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学生 

的科学人文素养，能够使学生真正地得到全面和谐的 

发展。 

那么怎样教学才能真正地实现在大学物理中创设 

有意义的学习经历?根据有意义学习经历教学设计的 

六个维度，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转变学生的学习习惯 

这一阶段基础知识学习仍然是大学物理课堂教学 

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基础知识提供了其他种类学习所 

需要的基础。大学物理基础知识学习是理解并记忆具 

体信息和观点的过程，其重点在于理解。 

大学物理讲授的内容虽然都是中学阶段学生接 

触过的，但是在中学阶段我们讨论的很多物理问题都 

是在相对恒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大学物理中的问 

题则是相对复杂的、动态的物理问题，相对应的处理 

问题的方法和技能也要转变，因此掌握好数学处理方 

法中所对应的物理学观点是学好大学物理的基础。学 

习方式上，大学阶段对学生的自学能力也有了更高的 

要求。学生课后通过 自主学习，发现 问题、提出问 

题，才能真正掌握学科知识发展的脉络。物理教师可 

以根据学生思维上的转变，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 

最佳学习方法，更好地感知外界信息，建构新知识， 

达到掌握物理核心知识以及学会学习的 目标。 

(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除了学习基础知识以外，学生也经常学习如何进 

行某些新的活动，它们可能是智力的、体力的或社会 

的。学会如何进行各种思维活动是应用学习的重要形 

式。 

物理学教育不仅要求教会学生物理学知识，更重 

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通过物理研究方法，如 

逻辑推理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的学习训练 

并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这是大学物理教学的主要任 

务之一。批判性、创造性、实践性思维是从事创造性 

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具备这些素质，才能更好地 

发现问题，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触类旁 

通，为将来从事发展性的工作做好准备。培养学生科 

学思维的能力能够使其他种类的学习变得有用，并提 

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注重教学联系实际 

在学习过程中只有将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实现 

学科学习、学习共同体、学术工作和生活中的其他方 

面相互联系，才能赋予学习者新的学习动力。 

物理学是研究世界运动变化 的客观规律的科学， 

而一切运动都寓于实际生活中，在物理教学中，只有 

把理论知识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懂得学 

以致用，把知识运用到生活中。例如在讲解光的偏振 

的时候，可以给学生介绍在化学、医学等方面广泛应 

用的偏光显微镜；讲解光的干涉和衍射的时候，给学 

生介绍全息照相的原理等等。将书本上的知识和生活 

中的实际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学问，懂 

得知识是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中建构起 

来的，要注重联系实际。 

(四)增强人文素质的培养 

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中强调发掘所学习东西的 

个人和社会意义，这样使学生对自己有新的理解，或 

者对自己将来有一个新的视野，能使学习者更有效地 

与他人进行互动交往。 

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曾指出：为了避免出现社会 

可持续发展中的危机，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是消 

除现代文化中两种文化——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 

的隔阂，而加强这两方面的联系，没有比大学更加适 

合的场所了，只有当两种文化的隔阂在大学园里加以 

弥合之后，我们才能对世界给出连贯而令人信服的描 

述。_8 因此大学物理教育不能只是聚焦于科学知识的 

学习，学生的思想品质、伦理、道德、美育等方面的 

教育同样重要，即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正确的 

人文导向，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目的、意义， 

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物理课 

堂教学中，充分利用物理学史，以著名物理学家的成 

功与失败、物理学发展的曲折与反复以及为科学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去感染、激励学 

生。在大学物理的教学中做到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有机结合，可以使学生学会正确的行为处事的知识、 

方法、传统和价值观，解决学生的发展危机，培养出 

全面和谐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五)培养学生的社会性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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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关怀社会，关怀 

整个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在大学物理教学中， 

我们要学会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对科学原理的 

学习增强利用科学技术服务社会的意识。在看到科学 

技术的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 

负面影响，例如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电磁污染、生 

态失调等等。科学技术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人 

们怎么利用它。通过这种学习经历，某种程度上能改 

变学生对某一事物的关注程度，它可以表现为新的情 

感、兴趣和价值观。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学生比过 

去更关注某一事物，或者是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关注某 
一 事物。这样他们有了更多地了解它、把它当成自己 

生活的一部分的动力。 

成功的教育应该是既让学生掌握丰富的知识和技 

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同时又让学生体验到学习带来 

的快乐，在精神上得到提升，只有这样才是充满意义 

的学习。在大学物理学习中，教师可以通过优化教学 

设计，突出综合学习，实施全面、主动的教学活动， 

给学生创设有意义的学习经历，结合科学的评价体 

系，全面客观地对大学物理教学活动进行评价，培养 

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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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发射的过程以及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在讲解的过程 

中，我发现学员对其流程非常熟悉，但当我问为什么 

时，他们大多都答不上来。比如有一位学员就是采用 

不同的测量手段对飞船的运行轨迹进行测量，于是我 

就问为什么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去测量呢?这当然需要 

知道不同方法及其基本原理，这是物理学基本知识可 

以解释的。一下子引起大家的共鸣，让学员感觉到物 

理很有用，产生努力学习物理的兴趣和学好物理的决 

心。 

(三)在教学计划的安排方面，积极和学员交 

流，及时调整教学计划。首先，在课堂上要及时和学 

生交流，可以通过集体提问、个别提问的方式，当然 

也可以通过眼神、面部表情进行交流，让学员感觉像 

和他们交谈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了解学员对问 

题理解的情况 ，从而调动学员更深层次的思考，激发 

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其次，我们还要充分利用上课 

前后的时间，走下讲台和学员们交流。在讲课的安排 

上，照顾大多数同学的学习进度，同时兼顾其他学员 

的情况，如有的学员高中学的文科，物理基础较差， 

有的是战士学员，所以要针对不同学员的情况分别交 

流，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教员走到学生中间，还让 

学员们感到一种亲切感，如果还能叫出学员的名字更 

让学员开心。我有一次在校医院碰到一名学员也在看 

病，恰好这名学员的名字我上课时刚喊过还记得，就 

随口喊了一声打了个招呼，这位学员在以后的课堂上 

都能认真听讲，结果期末考试成绩非常好。另外，目 

前学校开通了军网、教学网平台，充分利用这些平台 

在网上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平时测验、提出问题让 

学生自由讨论等，学生还可以提出对教学的意见，作 

为课堂教学的扩展，增加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同时也 

可成为学生参与教学的平台，调动学习大学物理的兴 

趣，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使他 

们具备初步分析和推理的能力，培养学生养成科学的 

思维方法和分析理解能力 。 

通过近三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通过这些方法可 

以提高了战士学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增加了学员 

学习的主动性。虽然相对于其他学员，我们的战士学 

员的基础都比较差，但在期末考试中都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学习 (不仅仅是大学物 

理)产生了兴趣，使我们的战士学员转换了对待学习 

文化知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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