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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视角下的教学实践

——以“内燃机”一节为例

赵天宇　杨秀娟

渤海大学　辽宁锦州　121010

摘　要：“科学态度与责任”作为物理核心素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中学物理课堂中一直不被重视。相对获得知识和发

展能力而言，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感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笔者通过对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内涵及意义进

行阐述，强调其在物理课堂的重要作用。并以人教版初中物理“内燃机”一节为例。深入剖析教材，结合生活实际以及当

前热点问题对教学过程进行优化。旨在帮助学生形成绿色环保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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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和阐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

新路径。新出版的《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提出科学态度与责任这一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形成热爱自

然、保护环境、遵守科学伦理的自觉行为，从而推动可持

续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现在物理课堂中，

教师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对这一核心素养的培养没有

足够的重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以人教版初中物理 “内

燃机”一节为例，尝试深度解读课程标准与教材，关注学

生的体验与经历，聚焦于学生物理学科科学态度与责任核

心素养的养成与培育。

1	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的内涵与意义	

初中物理学科中的“科学态度与责任”包括正确认识

科学本质、对物理有探索欲、敢于质疑、严谨认真等。在

物理教育中培养学生这一核心素养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重要意义。 

1.1 科学态度与责任内涵

“科学态度与责任”在初中物理学科中可以表述为指

在认识科学本质，了解科学、技术、社会、环境关系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的对科学和技术应有的正确态度以及责任感 [1]。是

对物理知识和现象的好奇与探索欲，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和

了解物理世界。敢于质疑已有的物理结论，尝试提出自己

的想法和见解。在实验和学习中严谨认真，注重数据的准

确性和实验操作的规范性 [2]。明白物理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

以及物理研究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具有保护环境、节

约资源等意识。

1.2 科学态度与责任意义

“科学态度与责任”在人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中

具有导向作用，如何通过日常教学来提高学生对科学本质

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而提高学生的

科学素养，最终形成学生的科学精神是所有中学物理教师

需要思考的问题 [3]。在物理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

和责任核心素养对于其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形成对物理世界的正确认识，学生能够在面对问题时

保持冷静、客观，避免盲从和迷信。同时，责任核心素养

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为社会做出积极

贡献 [4]。

2	基于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的教学实践

本节内容选自初中物理人教版九年级全册第二章第 2

节。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对内燃机相关

内容的要求可能包括以下几点：（1）知道什么是内燃机；（2）

理解汽油机的基本构造和工作原理；（3）正确理解内燃机

工作的能量转化过程。“内燃机”这节课是对能量转化的

延伸。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知道什么是内燃机。

本实践探究通过于对内燃机模型的构造和工作进行学

习，旨在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激发学生对科学

精神的追求。通过学习内燃机工作时能量转化，让学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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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内燃机在工作时会有一部分能量消耗掉。从而提高学生

节约能源的意识，探索更高效率的内燃机，激发对科学的

追求。对于内燃机工作过程中产生是污染物进行介绍。提

高学生对防治空气污染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环保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通过四个教学片段，依次激发、培养、提高

学生的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意识，最终树立起“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

2.1 教学实践探究过程 

活动 1：情景引入，提出问题

师：公路上随处可见的汽车，速度极快。汽车是怎么

获得动力运动起来的？

生：因为它们有发动机！

师：没错，它们的发动机大多都是内燃机。内燃机通

过燃烧燃料来产生动力。可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内燃

机在工作的时候，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生：是什么影响呀？

师：比如说，内燃机燃烧燃料会排放出很多废气，这

些废气对我们的环境可不友好。而且，内燃机需要燃料，

像石油这样的燃料是有限的。

生：那以后没有燃料了怎么办？

师：这就是个大问题呀！所以我们学习内燃机，不仅

要了解它怎么工作，还要想想怎么能让它更环保、更节约

资源。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深入探究内燃机，看看怎样才能

让它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同时又能保护好我们的环境，节

约宝贵的资源。

通过展示生活中的汽车，让学生明白科学与日常生活

联系紧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贯彻“从生活走进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这一课程理念。针对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

激发学生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意识。

活动 2：探究实验：观察酒精爆炸实验，探究蕴含的原理。

图 1		教师演示酒精爆炸实验

师：同学们，刚刚的实验现象是不是让大家感到很震

撼？但在感受这种震撼的同时，我们更要思考其中蕴含的

科学原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生：这个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酒精燃烧时释放出了

巨大的能量，这就类似于内燃机中燃料燃烧做功的过程。

师：没错，酒精爆炸实验和咱们今天要学的内燃机的

工作原理十分类似。同时，这个实验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大家想一想，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注意安全，随意

使用易燃物品或者在不恰当的环境中进行点火操作，会带

来怎样的后果？

生 1：可能会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生 2：还会破坏环境，影响大家的生活。

师：非常好，同学们。我们要明白，科学实验必须在安全、

规范的条件下进行，任何对科学的探索都不能以牺牲安全

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能源，

同时减少能源使用对环境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作为未来社

会公民的责任。

通过观察物理实验，使学生感受科学的魅力，激发对

科学的追求。同时能够树立起正确的科学态度，明白在追

求科学知识的道路上，要始终对生命安全和环境保护怀有

敬畏之心，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从而培养学生保护环境和

节约资源的意识。

活动 3: 探究内燃机工作原理。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内燃机的工作原理，看

一看内燃机是怎么工作的。大家先来这张内燃机的结构图

（展示图片或模型）。谁能说一说，你们看到了什么？

图 2		出示内燃机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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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看到有气缸、活塞、连杆还有火花塞。

师：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内燃机的四个冲程。活塞

从气缸的一端运动到另一端的过程叫做一个冲程。包括吸

气冲程、压缩冲程、做功冲程、 排气冲程。

表 1		出示四个冲程工作示意图

 汽车冲程
吸气冲程 压缩冲程 做功冲程 排气冲程

进气门 开 关 关 关

排气门 关 关 关 开

活塞运动方向 由上到下 由下到上 由上到下 由下到上

能量的转化 机械能→内能 内能→机械能

师：首先，我们从吸气冲程开始讲起。在吸气冲程中，

活塞向下运动，进气门打开，排气门关闭，此时会将空气

和燃料的混合物吸入气缸。同学们想一想，这个过程中，

能量是如何转化的？

生：好像没有能量转化，只是把混合物吸进来了。

师：非常对！接下来是压缩冲程，活塞向上运动，进

气门和排气门都关闭，混合物被压缩。这个时候，机械能

转化为内能。那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要压缩混合物呢？

生：是为了让燃料更充分地燃烧。

师：没错！压缩可以提高混合物的温度，使燃烧更充分，

提高效率。然后是做功冲程，火花塞点火，燃料剧烈燃烧，

产生高温高压气体，推动活塞向下运动，内能转化为机械能。

这可是内燃机最重要的冲程，为汽车提供了动力。但是在

这两个过程中会有能量损失，例如汽油机本身部件的摩擦、

燃料燃烧不充分等。同时，燃料的来源是汽油，汽油属于

不可再生能源。同学们在生活中一定要节约资源，养成勤

俭节约的习惯。

生：汽油这么珍贵，我们一定节约资源，那最后一个

冲程呢？

师：最后是排气冲程，活塞向上运动，排气门打开，

将燃烧后的废气排出气缸。废气中常见的污染物有二氧化

碳，是造成 “温室效应”主要气体；一氧化碳，这种物质

会造成中毒，严重的会造成死亡；除此之外，还有氮氧化物，

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会产生酸雨，污染环境。

生：没想到汽车排放的废气对环境污染这么严重，我

们在生活中一定减少汽车的使用，绿色出行。为保护环境

出一份力。

师：同学们的觉悟非常的高，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公

民应尽的义务。大家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研究出更环

保的技术，减少污染。

学生通过学习内燃机工作过程中会有能量损失以及了

解汽油的宝贵，认识到节约资源的重要性。通过对污染物

的认识，可以激发出学生保护环境的责任及担当精神，从

而更好地为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对学生保护

环境和节约资源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活动 4：科学世界拓展

师：汽车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

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许多汽车已经来用了电子燃油喷射系

统。微电脑可以根据内燃机的工作状态和空气的温度等多

种因素精确控制喷油的数量和时机，提高燃烧效率。采用

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发动机与过去的发动机相比，可以减

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降低燃料的消耗，同时提高发动机的

功率。电子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使汽车有了更广阁的发

展空间。近几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大幅度上升，这无不

体现人们的节能与环保意识在逐步增强。

通过生活中常见的新能源汽车为例，让学生体会物理

与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仍

要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放到重要位置。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在学生思想里扎根发芽。

2.2 教学实践评价 

 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的发展需要贯穿整个学习过程。

通过演示实验，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又能感受到物理的

魅力。由实验到原理再到实物的应用，全面贯彻“从生活

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这一理念。知识不是教师直

接灌输给学生，而是学生在教师提供的情景中自我建构形

成。笔者通过以上四个教学片段的设计向学生渗透这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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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以上设计考虑到学生现阶段认知水平并切合生活实际，

在理解汽油机工作原理的同时，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培养

社会责任感。基本完成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的学业质量

标准要求。

诚然，本节课的教学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很

难有机会亲眼看一看内燃机的内部的工作过程，仅仅靠文

字性的叙述和教师反复的讲解无法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生的真切感受不够。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物理模型和

多媒体技术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图 3		出示 2016——2023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及渗透率图

2.3 教学实践总结

本教学实践以进阶理论为基础通过四个教学片段依次

激发、培养、提高学生保护环境与节约资源的意识，从而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而培养学生的科

学态度与责任素养。在导入环节中，提出内燃机工作的同

时又介绍了污染物。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

酒精爆炸实验使学生对生命安全与环境保护有了敬畏之心，

在学生脑海中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详细讲解内燃机在工

作过程中所涉及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对学生的保护环境和

节约资源意识进一步完善。在科学世界拓展里，通过汽车

发展趋势让学生真正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结语

在现代教育理念和新人才培养标准要求下，我国中学

物理课堂由过分强调知识点的灌输和记忆向重视学生实际

操作能力和科学思维的培养进行过渡。并加强与现实生活

的联系，通过引入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和实际问题，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 [5]。科学态度与责任”在人对自

然的认识与实践活动中具有导向作用，如何通过日常教学

来提高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

态度，进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最终形成学生的科学精

神是所有中学物理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物理教育中，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责任核心素养对于其个人发展和社

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形成对物理世界的正确认识，

学生能够在面对问题时保持冷静、客观，避免盲从和迷信。

同时，责任核心素养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观

念，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科学态度与责任作为物理核心

素养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维度，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但现阶段物理教师对科学态度与责任核心素养重视

程度不够，并且在教材上相关方面的内容也不常见。因此，

教师应该在教材上加强对这一素养的提取。同时，研究新

教材也是促进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落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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