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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宜!，"，# $ $ 殷建玲"，% $ $ 杨友源! $ $ 吴本韩!

（!$ 香港教育学院科学系$ 香港）

（"$ 华南师范大学激光运动医学实验室$ 广州$ &!’(%!）

（%$ 华南师范大学传输光学实验室$ 广州$ &!’(%!）

摘$ 要$ $ 教学期刊论文的情况是教学情况的一种反映) 国内外的物理教育研究期刊分别为《物理教学》、《大学物

理》、*+,-./- 012/34.56，7+8 *+,-./- 783/+89 和 :;89./36 <52963= 5> *+,-./-) 文章利用物理教学期刊论文，分别从论文

的形式（前言、摘要和参考文献）和内容两方面对中国与国际的物理教育研究与发展开展了初步的比较研究，通过

利用教育理论对统计资料的解释初步揭示了国内外物理教育研究的差距，为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启发性和指

导性的建议)
关键词$ $ 物理教育，期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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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类期刊论文的情况可以直接反映教学的情

况) 中国的高等物理教育研究和中等物理教育研究

的核心期刊分别为《大学物理》和《物理教学》，而国

际上相应的期刊则是 *+,-./- 012/34.56，7+8 *+,-./-
783/+89 和 :;89./36 <52963= 5> *+,-./-) 这些杂志都

是物理学会所办的核心期刊，是物理教学研究和学

习的权威性刊物，代表着物理教学的研究和发展情

况) 卫幸芝等人［!］曾从图书情报学的角度对《 大学

物理》从创刊起到 !XXV 年的载文和引文情况作了系

统的统计和分析，从而对我国的物理教学现状和水

平做出总结) 喀兴林［"］和潘维济［%］都对《大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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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作过总结’ ()*+,- 等人曾对不同领域研究

的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过分析研究［%］，赫忠慧等

人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引用文献进行了比较研究［.］，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些不同期刊作过全面的

比较和分析’ 王柏庐等［/］对西南师范大学与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物理教育的进行过比较研究’ 郭玉英

等［&］对中美中学物理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 高闯［0］

对中美物理习题教学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分

别发表在《 大学物理》、《 物理教学》、1234564 7896,:
;5<-、=2) 1234564 =),62)> 和 ?+)>56,- @<9>-,A <B 1234:
564 的国内外的论文，从论文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对国

内外的物理教育研究与发展进行初步的比较，通过

对统计资料的分析来揭示国内外物理教育研究的差

距，并为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启发性和指导性的

建议’

#! 国内外物理教育期刊论文形式上的

差异

对于科技期刊的文章，正确和规范的文摘能起

到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作用，并且为读者在查阅文

献时快速准确的掌握文章内容节省时间’ 引言是作

者对前人所做工作的总结，读者通过阅读引言，就可

以对这项工作的来龙去脉及这项工作的意义进行初

步的判断’ 参考文献是作者参阅、消化、吸收和借鉴

他人研究成果的说明和交代，一方面表明作者的研

究依据，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 参

考文献无论是方便读者的查询，还是表明被引文献

的学术价值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文章的正文是最

为重要的部分，但以上三个方面是否规范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了期刊的学术水平’ 下面对以上方面列表

研究’
表 C! 各种期刊的形式比较

期刊名称 摘要 引言 参考文献

大学物理 有摘要，但较短
有引言，

与正文分开

有参考文献，

但较少

物理教学 没有摘要 有引言，不明显 没有参考文献

1234564

7896,;5<-
有摘要，但较短

有引言，

与正文分开
有参考文献

?+)>56,- @<9>-,A

<B 1234564
有摘要，较长

有引言，

与正文分开
有参考文献

=2) 1234564

=),62)>
没有摘要 有引言，不明显 有参考文献

! ! 由表 C 可以明显看出：（C）高等物理教育的期

刊（《大学物理》和 ?+)>56,- @<9>-,A <B 1234564）文章

在整体上都比较规范，而中等物理教育期刊（《 物理

教学》和 =2) 1234564 =),62)>）中论文的编排就不很

规范，如《物理教学》既没有摘要也没有参考文献，

=2) 1234564 =),62)> 虽然有参考文献，但没有摘要，

这样的文章读者阅读和查阅起来就比较困难’ 123:
4564 7896,;5<- 虽然是中等物理教育期刊，但它接近

高等物理教育的期刊’（#）同是高等物理教育的期

刊，《大学物理》的摘要相对于 ?+)>56,- @<9>-,A <B
1234564 的摘要就比较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

等物理教育论文的摘要还不是很规范，而参考文献

数目少也反映了我国高等物理教育水平与美国高等

物理教育水平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国的

中等物理教育的核心期刊《 物理教学》既没有摘要

也没有参考文献’ 美国 =2) 1234564 =),62)> 也没有

摘要，但参考文献还是列出了’ 英国的 1234564 789:
6,;5<- 既有摘要也有参考文献’ 从同一层次的期刊

来看，我国的中等物理教育水平最低，英国的中等物

理教育水平最高’
以上这些国内外物理教育期刊论文在形式上的

差异，反映了我国物理教育的研究水平与国际上的

差距’ 这些工作有待于期刊的编委和各位教育工作

者在制定论文要求和撰写论文时，加强论文规范意

识，有利于教学研究国际间的交流，使研究工作更为

深入’ 值 得 可 喜 的 是，已 经 有 人 建 议 列 出 参 考 文

献［D］’ 当然，这个建议要获得采纳还是需要一定的

时间的’

"! 内容比较

!’ "# 基本结果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研究 CDD& 到 #$$# 年这六

年的文章’ 我们选取这么短的区间来研究主要有以

下原因：首先，早期的文章没有近期文章容易得到；

其次，我们希望所研究的数据对于所要研究的五种

期刊都比较完整，我们的统计资料一部分来自于

E<4 ?A,+<4 国家图书馆，这些资料 CDD. 年以前的数

据资料不是很完整，而《大学物理》曾做过的统计是

到 CDD& 年的，我们尽量在可以收集的资料和不重复

的基础上来做这件工作；另外，在这么一个短的时期

内，教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变化不大，这有助于所

获材料内容分布整体的稳定性，在进行期刊之间的

比较时，我们将不考虑时间对统计资料的影响’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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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因，我们所考虑的这个时间区间对于我们研

究的数据资料更为有用!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考虑

的文章总数中不包括信息动态、漫画、读者来信、封

面、书评及其他一些与教学内容无直接关系的文章!
表 " 列出了各种杂志的论文总数! 图 # 表示了

年论文总数的增长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 大学物

理》每年的论文总数呈下降趋势；《 物理教学》的总

文章数则呈上升趋势；$%&’()*+ ,-.’+*/ -0 1234()4 文

章总数基本保持稳定；52& 1234()4 5&*)2&’ 的文章总

数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1234()4 67.)*8(-+ 也基本

保持稳定，但在 "99# 年却有一个大的波谷，具体原

因不详，但其余年份是稳定的! 这些结果从一个侧面

表明，$%&’()*+ ,-.’+*/ -0 1234()4 和 1234()4 67.)*:
8(-+ 的期刊建设最好；《大学物理》的文章总数呈现

的下降趋势说明，近年来对文章质量进行严格控制，

相信一定会使《 大学物理》的文章质量更上一个台

阶；通过后面的分析我们会看到，《 物理教学》的文

章总数呈现的上升趋势表明，它的期刊建设在保持

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正在吸取其他物理教育研究期

刊的精华，文章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

表 "; 各种期刊的论文总数

杂志名 年 卷 论文总数

物理教学 #<<=—"99" #<—"> #9?=

大学物理 #<<=—"99" #?—"# #9<@

$%&’()*+ ,-.’+*/ -0 1234()4 #<<=—"99" ?A—=9 #@""

52& 1234()4 5&*)2&’ #<<=—"99" @A—>9 ##>#

1234()4 67.)*8(-+ #<<=—"99" @"—@= A"A

图 #; 不同杂志文章总数随年份的变化

; ; 由于不同期刊所设栏目不同，无法对内容进行

直接比较! 为了便于不同期刊之间的比较，表 @ 根据

教育理论［#9—#>］对五种期刊的论文的内容进行分类!
表 > 列出了教育研究和技能发展这两类文章在各自

杂志的文章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由于一篇文章可能

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故这两类文章的总百分比大于

#! 从表 > 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杂志都对技能发展的研

究占非常大的比例，而对物理教育研究的比例则很

小! 作为物理教育性的杂志，物理教育应当是非常重

要的一项内容! 在这方面，英国的中等教育期刊 1234:
()4 67.)*8(-+ 做得最好，《物理教学》这方面做得比较

好，《大学物理》虽然这方面的文章比例也比较高，但

主要集中于 BC 和 B5，发展不是很均衡，52& 1234()4
5&*)2&’ 这方面涉及最少! 总之，作为物理教育性期

刊，在物理教育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待加强!

表 @; 论文统计领域

代码 领域 内; 容

物理教育研究

$D 评估 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对教学效果的评价；评价的模型（格式型；总结型；自我型；对等型；基于任务型）

BC 课程 教材发展，课程比较，课程改革

DE 学生的物理学习 学生对概念的学习；概念的形成；认识论；学习过程；概念上的转变；后概念

$E 心理学 性别差异；与社会的交感作用；老师或学生的信仰

技能发展

1E 专题学习 高层次的想法；自主学习；基于研究性的学习

F5 物理教育中的 F5 信息技术 计算机模拟和模型；电子资源；通过网络学习；以微型计算机为基础的实验室（数据收集）

6G 实验设计 实验仪器和教学演示手段的发展；物理知识发展的可演示行为；科学的调查和研究行为

1D 命题与解题 物理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量化分析；定性解释

5D 主题讨论和科学技术与社会 日常生活和物理；物理，技术与社会；交叉学科；可信（前后关系）学习

5E 其他与物理教学有关的领域 课堂和实验室的管理；教育方法；物理学史和哲学体系；物理教师培训等

·!"#·

物理教育



! "" 卷（#$$% 年）& 期

表 %! 教育研究与技能发展的比较

分类 物理教育研究 技能发展

大学物理 ’( "") ’%( ’&)

*+,-./01 234-105 36 789:./: &( &;) ’<( "=)

物理教学 =( &;) ’"( "&)

>8, 789:./: >,0/8,- %( =#) ’’( #;)

789:./: ?@4/0A.31 ;=( =B) =%( ’B)

! ! 由表 % 和图 # 可以看出，这五种杂志中 789:./:
?@4/0A.31 最注 重 物 理 教 育 的 研 究，《 物 理 教 学》，

789:./: >,0/8,- 和 *+,-./01 234-105 36 789:./:;’’’
年以来都逐渐加大物理教育研究的力度，而《 大学

物理》在这方面的研究则基本保持平稳，且略有下

降( 对于物理技能方面的研究，各杂志普遍占有相当

大的比例( 作为物理教育性期刊，物理教育方面的研

究是其一项重要内容，故这方面的研究普遍有待加

强(

图 #! （0）五种杂志的物理教育类文章所占文章百分比的历年

变化；（C）五种杂志的技能发展类文章所占文章百分比的历年

变化

!( "# 图示比较杂志间的差异

"( #( ; ! 《 大学物理》和 *+,-./01 234-105 36 789:./:
的差异

图 " 和图 % 总结了五种杂志的历年变化趋势(
由图 " 可以看出，*+,-./01 234-105 36 789:./: 对

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过程的评估基本呈现上升的

趋势，对于学生的心理状况也有所关注，而《 大学物

理》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这说明我国高等

物理教育研究对大学生的学习情况仍然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老师只注重教，而对学生怎样学，学到什

么程度没有进行调查研究( 大学生中有一些选错专

业或觉得上了大学就万事大吉的学生，他们对于物

理专业学习没有兴趣，或者对于老师枯燥无味的专

业讲解没有积极性，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即使选对

了专业，也需要兴趣来使兴趣变为志趣，而在《 大学

物理 》上 对 这 方 面 的 研 究 几 乎 没 有 ( 相 比 而 言 ，

*+,-./01 234-105 36 789:./: 在这些方面做的就比较

好，他们以重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来开展教学，势必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们建议我国

的大学物理教育，能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心理状

况，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在高等教育的学府里得到

最充分的提高，并利用物理学科的特点积极进行教

学研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果(
我国已注意到已有教材的陈旧落后，故近年来

对教改的研究比较多( #$$$ 年又是新世纪的过渡，

是“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的交接点，也是教

育部颁发本科新的教学大纲的年份，因此以 #$$$ 年

为中心，对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及课程改革的研究都

十分集中，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的教材出版公司规

定，出版公共使用的新教材同时，必须同时提供配套

的学生个人学习用书和教师教学全部资料（包括教

学方案，习题答案，相关备用知识，可能要用教学资

料、投影片、多媒体课件等等）( 故美国物理教育对

于改革的实施多集中于新内容的添加，而很少研究

教材的改革，但从图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于这方面

也越来越重视了(
对于概念性的研究，随年份的变化较大，但两种

杂志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大学物理》与 *+,-./01
234-105 36 789:./: 相比，总的变化趋势相差一年(

由图 % 可以看出，《大学物理》和 *+,-./01 234-D
105 36 789:./: 在 7E，F> 和 ?G 这三个内容上近年来

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而在 >E 和 >H 的分布上变化

都比较大( 但总体说来，这两种杂志总的变化趋势类

似 ( 这说明我国和美国在技能发展方面的研究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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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五种杂志的 $% 随年份的变化；（&）五种杂志的 ’( 的历年变化；（)）五种杂志中 %*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五种杂志中

$*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

" " 可以比拟的，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实验和命

题的研究，《大学物理》与 $-./0)#1 234/1#5 36 789:0):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实验对于提高学生物理科学素

质和培养物理科研人才，以及对物理教学和实践都

起着重要作用，建议对于实验方面的研究能得到进

一步的重视,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两国的 7% 方面的

研究正逐渐趋向一致，可见我国已意识到这方面的

不足，正在逐步缩小差距,
!, ;, ;" 我国中等物理教育与英国和美国的比较

从图 ! 可以看出，《 物理教学》和 <8. 789:0):
<.#)8./ 虽然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各自随年份

的变化趋势却是非常类似的，而这两个杂志与 789:=
0): >+4)#?031 的变化趋势有很大的不同, 这说明我

国的中等物理教育研究虽然与美国还有一定的差

距，但还是注重两国之间的交流的，英国在物理教育

研究方面比我国重视，但似乎我们与它们交流较少，

如果我国的物理教育能增强国际间的交融，那我们

必定会博采众长，使我国的物理教育越搞越好,
由图 @（#）—（)）可以看出，对于新提出的研究

性学习 7*，以及利用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 A<）进行

辅助教学和实验方面，我国的中等物理教育已经意

识到不足，正在逐年加大这些方面研究的力度, 而美

国的 <8. 789:0): <.#)8./ 却在减少这方面的研究，

已经过了这方面研究的高峰，这些结果表明，我国的

中等物理教育在对新技术的响应方面还是慢了一

拍，但能够意识到我们的不足，极力缩小两国间的差

距, 英国的期刊 789:0): >+4)#?031 似乎随年份的变

化较大，规律性表现不明显，但对于研究性学习方面

的研究在逐年增加,
对于实验方面［ 图 @（ )）］的研究，无论是美国

的 <8. 789:0): <.#)8./，还是英国的 789:0): >+4)#=
?031 都在不断提高研究力度，而我国的《物理教学》

从 BCCD 年开始对这方面的研究却在减少, 从图 D 的

其他几幅图可以看出 ，《物理教学》在其他方面的研

究基本都呈上升趋势, 我认为重视全方位的发展固

然重要，但实验是物理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整

体提高的同时，这方面也应当不断加强,
由图 @（+），（ .），（ 6）可以看出，这三种杂志在

7%，<* 和 %<% 方面研究的总体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但《物理教学》对 7% 的研究在 ;EEE 年以后呈现减

少的趋势，这与近年来强调素质教育有密切关系, 虽

然《物理教学》对 7% 的研究力度减弱了，但所占比

例还是远远高于其他两种杂志，希望在这方面能进

一 步得到重视, 我国，美国和英国都意识到<%的重

·!"#·

物理教育



! "" 卷（#$$% 年）& 期

图 %! （’）五种杂志中 ()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五种杂志中 +,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五种杂志中 ./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0）

五种杂志中 (1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2）五种杂志中 ,)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 3）五种杂志中 ,1 类文章的历年变化

要性，都在加大这方面研究的比重4

%! 结语

通过 对《 大 学 物 理》、《 物 理 教 学》、56278-’9
:;<79’= ;3 (>?@8-@ 、,>2 (>?@8-@ ,2’->27 和 (>?@8-@
.0<-’A8;9 这几种杂志进行内容划分和统计分析，可

以看出这些杂志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的分布

上，都是有一定差别的，这些差异一方面与各国的教

育指导思想有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的

物理教育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差距4 总体来说，我国

的高等物理教育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过程及心

理状况研究较少，对大学生的解题重视不够4 我国的

中等物理教育则过于重视命题和解题的研究，而对

教师的教学研究和实验探讨过少4 另外，我国的期刊

建设与美国交流较多，而与其他国家交流相对少一

些4 在此，我们提出这些差异，希望能对我国的期刊

建设和教学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4
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建议，我国的期刊建设在

进行国际间的交流时，不一定要盯着美国，可以适当

增大交流的范围4 中等物理教育研究应适当减少解

题方面的研究，加大物理研究和实验研究，逐渐向高

等物理教育靠拢，并适当提高中学物理研究水平也

有助于提高中学物理教师的专业素质4 高等物理教

材中的题目都已很陈旧，我国的大学物理教育需要

加强这方面的研究4 大学物理教育应加强对学生的

学习过程，心理状态的调查分析的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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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偷走了超新星外壳中的氢？

超新星的观察对于研究宇宙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上关于超新星的第一份详细观测记录出于我国宋代" 据《 宋会要

辑稿》：至和元年（即公元 #8C& 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即处于金牛座），昼见如太白（ 亮度如金星）⋯⋯凡见 !7 日（ 在开

始的 !7 天，白天都能看见）" 从“凡见 !7 日”判断，它属于 [( 型超新星" #$$$ 年，天文学家正是通过对遥远 [( 型超新星的观察，

认识到宇宙正在加速膨胀"
现代天文学按照超新星爆发过程中的光谱特性对超新星分类：光谱中没有“氢线”的属!类，具有“氢线”的属"类"!类

超新星爆发是白矮星热核反应中止的结果，它的质量约为太阳的 #" & 倍""类超新星爆发是大质量恒星（ 质量超出太阳的 V
倍）核心坍缩的结果" 在大质量恒星中，热核反应首先使氢聚变成氦，再将氦聚变成碳，进而将碳聚变成更重的元素，直至铁"
最后，这类“洋葱”形状（包括氢层、氦层、碳层⋯⋯）的大恒星将没有力量反抗重力作用，以致于核心坍缩，从而形成中子星或

黑洞"
超新星 P<#$$7; 是 #$$7 年爆发的一颗近距超新星" 它的光谱随时间演化的行为相当奇特，既像是!类，又像是"类" 一段

时间以来，天文学家难于确定它的归属" 最近，来自“哈勃太空望远镜”和“Y.5Y 望远镜”的观察确认，P<#$$7; 是一颗超大质量

恒星核心坍缩的结果" 在它的光谱中，“氢线”仅在爆发后短暂地出现，这是因为有一颗更大质量的伴星（这次观察确定了伴星

的位置）在 P<#$$7; 的近旁" 在 P<#$$7; 即将爆发时，伴星“吸走”了它外壳中的大部分氢气"

（戴闻\ 编译自 <(JFG.，!88&，&!9：#8$）

第九届国际 ) 射线激光会议简讯

!88& 年 C 月 !& 日—!V 日“第九届国际 ) 射线激光会议”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举行"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中

国等 #C 个国家和地区的 #C8 多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
) 射线激光会议是国际上 ) 射线激光领域最重要的系列学术会议之一，每两年一次，此次是第九届" 本次会议主席为徐

至展、王世绩和张杰院士" 在 C 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就近两年来毛细管放电 ) 射线激光、瞬态碰撞激发的 ) 射线激光、光离

化 ) 射线激光、泵浦 ) 射线激光、) 射线激光增益介质和光束性质的理论和模拟、深紫外辐射的高次谐波源、自由电子激光和

其他基于加速器的 ) 射线源、) 射线激光驱动器、) 射线激光介质的光谱诊断、) 射线激光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

探讨" 会议共有 7& 个邀请报告、C% 个口头报告和 V9 个张贴报告"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上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中心、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上

海激光等离子体所、上海同步辐射研究所、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约 %8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期间，与

会代表参观了中科院物理所光物理实验室，了解了物理所在 ) 射线激光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 与会代表还游览了长城、观看

了京剧等" 中国古老的文明，现代的经济腾飞以及科研实力的快速增长都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大会在我国举办将会对我国的激光学术界和我国相关的应用和产业界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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