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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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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背景 

二、修订内容 

三、前后比较 

四、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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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科教中心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高中课程国际发展趋势 

3.高中课程改革实践经验 

一、修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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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科教中心 

一、充分认识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总体要求 

三、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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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科教中心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
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核心素养是关于学生知识、技能、情
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综合表
现；是每一名学生获得成功生活、适应个
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都需要的、不可或
缺的共同素养；其发展是一个持续终身的
过程，可教可学，最初在家庭和学校中培
养，随后在一生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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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人
文
积
淀 

人
文
情
怀 

审
美
情
趣 

批
判
质
疑 

勇
于
探
究 

理
性
思
维 

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 

勤
于
反
思 

信
息
意
识 

乐
学
善
学 

学会学习 

健
全
人
格 

自
我
管
理 

珍
爱
生
命 

健康生活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理
解 

国
家
认
同 

责任担当 

问
题
解
决 

技
术
运
用 

劳
动
意
识 

实践创新 

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 社会参与 

教
育
部
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国
家
级
示
范
培
训

主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承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教
材
发
展
中
心

中
国

 · 北
京

插入，2015.6.21.选修2系列.doc


西南大学科教中心 

1.凝炼核心素养,体现课程的育人功能 

2.优化课程结构,注重基础性与选择性 

3.加强科学实践,注重与生活实际联系 

4.划分学业水平,引导教学方式的改革 

5.注重各类提示,帮助转变育人的方式 

二、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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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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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物理? 

What is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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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科教中心 

2005世界物理年在中国 
 
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物理学会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性质，运动规律及其相互作用
的科学，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智力探险活动，并为人类
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物理学拓展我们认识自然的疆界，
扩展和提高我们对其它学科的理解，是技术进步最重
要的基础。物理教育为科学和技术培养训练有素的人
才。物理学的进步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改善有不
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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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研究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结构、最普遍的
相互作用、最一般的运动规律及所使用的实验手
段和思维方法的自然科学。 
 
“物理”最先出自古希腊文φυσικ，原意是指自
然，泛指一般的自然科学。古希腊认为物理学就
是“自然哲学”“物理学”名称来自亚里士多德
的《物理学》一书。17世纪后，物理学才成为一
门独立的实证科学。 

中国数字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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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是什么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领
域的一门基础学科，研究
自然界物质的基本结构、
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物
理学基于观察和实验，建
构理想模型，应用数学等
工具，通过科学推理和论
证，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
法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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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科：自然科学材料能源环境信息 

推动社会：改变生活方式，促社会发展 

深化认识：探索奥秘，宇观宏观至微观 

发展思维：建模、推理、论证、创新等 

态度责任：价值观、STSE、制度规范等 

2.课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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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
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
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
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
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四个方面。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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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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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素养 
科学态度 

与责任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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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观念 

科学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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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观念 

   “物理观念”是从物理学视角形成的关
于物质、运动与相互作用、能量等的基本
认识；是物理概念和规律等在头脑中的提
炼和升华；是从物理学视角解释自然现象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           

   主要包括物质观念、运动与相互作用观
念、能量观念等要素。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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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从物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
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式；是基于经验事实建
构理想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
等方法在科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
学推理对不同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和批判，进行检验
和修正，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品格。 

   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
创新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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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 

   “科学探究”是指基于观察和实验提出
物理问题、形成猜想和假设、设计实验与
制作方案、获取和处理信息、基于证据得
出结论并作出解释，以及对科学探究过程
和结果进行交流、评估、反思的能力。 
 

主要包括问题、证据、解释、交流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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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指在认识科学本质，认识科
学·技术·社会·环境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探
索自然的内在动力，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和持之以恒
的科学态度，以及遵守道德规范，保护环境并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责任感。 
     

主要包括科学本质、科学态度、社会责任等要素。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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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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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1 
1. 测量做直线运动物体的瞬时速度 
2. 探究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关系 
3. 探究两个互成角度的力的合成规律 
4. 探究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体质量的关系 

必修2 
5. 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 
6. 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 
7. 探究向心力大小与半径、角速度、质量的关系 

必修3 
8. 观察电容器的充、放电现象 
9. 长度的测量及其测量工具的选用 
10. 测量金属丝的电阻率 
11. 用多用电表测量电学中的物理量 
12. 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必修模块学生必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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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1 
1. 验证动量守恒定律 
2. 用单摆测量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3. 测量玻璃的折射率 
4. 用双缝干涉实验测量光的波长 

选择性必修2 
5. 探究影响感应电流方向的因素 
6. 探究变压器原、副线圈电压与匝数的关系 
7. 利用传感器制作简单的自动控制装置 

选择性必修3 
8. 用油膜法估测油酸分子的大小 
9. 探究等温情况下一定质量气体压强与体积的关系 

选择性必修模块学生必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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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稿模块主题 修订稿模块主题 
 
   

  
必
修
部
分 

 

必修1 
运动描述 
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 

必修2 
 机械能和能源 
 抛体运动与圆周运动 
 经典力学的成就与局

限性 

选修3-1 
 电场  
 电路  
 磁场  

 
必修1 
机械运动与物理模型 
相互作用与运动定律 

必修2 
机械能及其守恒定律 
曲线运动与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与相对论
初步 

必修3 
静电场 
电路及其应用 
电磁场与电磁波初步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三、前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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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部 
分 

选修3-2 
电磁感应  
交变电流  
传感器  

选修3-3 
分子动理论与统计思想 
固体、液体与气体  
热力学定律与能量守恒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选修3-4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电磁振荡与电磁波  
光  

选修3-5 
相对论  
碰撞与动量守恒  
原子结构  
原子核  
波粒二象性 

 
选泽性必修1 
动量与动量守恒定律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 
光及其应用 
 

选泽性必修2 
磁场 
电磁感应及其应用 
电磁振荡与电磁波 
传感器 
 

选泽性必修3 
固体、液体和气体 
热力学定律 
原子与原子核 
波粒二象性 

实验稿模块主题 修订稿模块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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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中
国

 · 北
京



西南大学科教中心 

1.遵循课标要求 

2.引导教学改进 

3.完善评价体系 

4.体现课程功能 

四、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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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科教中心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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