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燃物理教师对实验的热情
申城中小学教师接受实验能力专项培训

“都知道物理实验重要，但在高中

阶段开展物理实验教学的教师少之又

少，物理教师操作技能和水平也有下降

趋势。 ”黄浦区一名高中物理教研员的

一席话，道出了眼下物理、化学、生物等

学科实验操作的“尴尬”处境。
如何重新点燃物理教师对于实验

的热情？今年 9 月至 11 月，市教委对全

市 396 名理化生骨干教师及实验员开

展中小学教师实验能力专项培训，着重

关注教师和实验员实践能力的培养。正
如松江二中校长、物理特级教师王铁桦

所言，对实验操作的重视，恰恰是回归

科学教育本源的表现。

“讲”实验比“做”实验更
有效率？

“站在科学背景下来思考物理实验

的意义，确实给我很多启发。培训中，我
们学习如何操作数字化实验系统，了解

了系统的工作原理，这样老师能更好地

指导学生开展物理实验。 ”控江中学物

理教师张海英说。 从 9 月开始，沪上 33
名高中物理教师和 33 名初中物理教师

汇聚黄浦区大境中学，接受中小学教师

实验能力市级专项培训。
眼下，沪上中学物理实验开展情况

如何？一名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物理教

师坦言———在高中阶段动手参与物理

实验的机会少之又少。一位高中物理特

级教师告诉记者，他在参与一次教师实

验竞赛时发现，竞赛设置了三道实验操

作题目，有的物理教师连一个完整的实

验操作都没有完成。
究其缘由，是教师认为中学阶段开

展物理实验的“投入产出比”并不高。一
名高中物理教师告诉记者，根据现有课

时安排，教师完成物理教学任务时间已

经很紧张了，如果再腾出课时来安排学

生进行实验操作，那么留给教师讲课的

时间就会更少。 因此，物理教师普遍认

为“讲”实验比“做”实验来得更有效率。

曾手把手教做实验的实
验员去哪儿了

静安区教育学院高中物理教研员

周晓东还道出了中学物理实验开展的

“难言之隐”———中学实验室缺少实验

员。 回想大学毕业进入市北中学执教

时，周晓东说：“当时学校的实验员不仅

掌握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他们还能自

如地拆装、修理实验仪器，甚至开发新

实验器材。 ”她回忆说，那时候，学校实

验室的实验员可以手把手带教青年教

师如何做实验，还与物理教师联合研发

《中学物理实验大全》教学参考书籍。
对比之下，眼下不少初高中校长却

为了招聘实验员而发愁———学校并没

有实验员编制，实验员更多承担的是实

验器材保管员的职责。况且最好的实验

员也只能是中级职称，这些因素同时制

约着优秀人才走进实验室。 “最常见到

的情况就是， 学校老实验员退休后，这
个岗位就空缺了。 ”黄浦区一位物理教

研员告诉记者。

新高考引发对实验操作
的重新思考

值得关注的是，新高考也引发了中

学物理教师对于实验室的定位和物理

实验操作的定位的重新思考。
上海市特级教师、黄浦区教育学院

学业质量监测中心主任、上海市中学物

理教师实验能力培训基地的学科负责

人严明提到，新高考更多关注学生物理

概念的形成过程和逻辑思维的严谨性，
这些能力恰恰可以通过实验来培养。王
铁桦也说，物理实验室要成为给师生探

究问题的空间，物理教师可以开展项目

式学习，从而改变原有中学物理教学重

“知识学习”轻“过程探究”的现状，真正

提高学生的实践力和创造力。 此外，中
学物理教师在开展物理理论教学之外，
还要提升开展实验教学的能力，开发实

验、设计实验的能力，以及实验器材维

护、实验工具制作的能力等。

我国儿童哮喘良好控制率仅3%
首个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在沪落地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我国儿

童的哮喘发病率正逐年攀升， 良好控制

率却仅有 3%，大部分孩子没得到规范、
及时的治疗。昨天，首个儿童哮喘标准化

门诊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浦滨儿童医院

落地。按全国儿童哮喘协作组的计划，将
以此为样板，向全国 2000 家协作成员推

广，惠及全国儿童。
哮喘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慢性气道

疾病之一，令人揪心的是，我国儿童哮喘

患病率以每 10 年约 50%的速度递 增 ，
儿童哮喘良好控制率只有 3%。 其中，上
海 0 至 14 岁 儿 童 哮 喘 患 病 率 高 达

7.57%，为全国之最。
“部分家长对儿童哮喘的疾病认知

水平较低， 对患儿没有进行系统的疾病

管理，导致治疗依从性低，哮喘病情反复

加重，疾病控制不理想。 ”在昨天举行的

上海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儿童哮喘

协作组年度学术会议上， 全国儿童哮喘

协作组组长、 浦滨儿童医院执行院长鲍

一笑教授谈到， 近年来我国儿童哮喘医

护人员在科普教育、环境控制、规范诊疗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患儿的哮喘良

好控制水平仍然很低， 希望儿童哮喘标

准化门诊的推广有力缓解这一状况。
记者在浦滨儿童医院看到， 儿童哮

喘标准化门诊除开设常规的诊室、 肺功

能检测室、雾化治疗室外，还专设了免疫

治疗室、过敏干预示范室、宣教室、哮喘

学校等功能区。其中，过敏干预示范室还

模拟家居环境， 形象地指导家长如何选

择家居用品。 儿童哮喘标准化门诊还能

实现呼吸科医生与其他过敏性疾病专家

开展联合门诊， 使哮喘患儿的问题可以

在这里获得综合性“一站式”解决。
“一个标准化门诊是集检查、诊疗、

治疗、 患儿教育于一体的规范化综合诊

疗中心，能实现对儿童哮喘的早预防、早
诊断、早治疗和长管理。 ”鲍一笑同时谈

到，要提高儿童哮喘控制水平，还应提高

医护人员的哮喘诊疗知识和技能水平。
按计划， 全国将首批建起 200 个儿

童哮喘标准化门诊示范中心。由此积累形

成的儿童哮喘大数据，将被投入医疗科学

研究，进一步提升儿童哮喘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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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课要探究真实世界问题
新高考带来新变化，沪上高中课堂正在进行新探索———

如何设计一条电路 ， 让普通干电

池能为手机、 无人机供电 ？ 这个与日

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操作 ， 被上海中学

物理教师廖灿 “搬上 ” 了课堂 ； 无独

有偶， 在上海中学国际部 ， 物理教师

徐臻成也给学生们上了一堂 “真实感”
颇强的物理课———用视频软件分析运

动会上学生们的各种运动动作 ， 以此

推 演 抛 物 运 动 的 理 论 和 公 式 。 昨 天 ，
在上海中学的比较教学研讨会上 ， 两

堂特别的物理家常课展示 ， 揭示出眼

下高中物理课正在进行的新探索。
“物理课要对真实世界的问题进

行探究， 这是新高考后物理学科发展

的趋势， 也能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习

的意义所在。” 看过这两堂物理公开课

后， 市教委教研室物理教研员汤清修

说， 在对真实世界问题的探究过程中，
学生的科学思维才能得以激发。

物理课上， 给学生一点
“真实”的味道

做物理实验时 ， 一旦实验结果与

物理书上的理论数据有所偏差 ， 学生

们的第一反应大多为 “老师 ， 我的实

验是不是做错了”。 殊不知， 物理书上

的实验和理论数据 ， 大多是在理想化

的环境中生成的 ， 而学生们在真实环

境中进行实验， 数据必然会有些差异。
“学生的认知在理论与生活经验之间产

生断层， 长此以往 ， 他们对学习物理

的意义会产生迷茫。” 徐臻成的这番话

说出了不少中学物理教师的困惑。
这学期开始 ， 上海中学在国际部

设立 PBL 项目， 即问题驱动课程。 徐

臻成开始了一种尝试———借助新技术

软件， 将真实生活中的问题设计成课

堂教学的内容 ， 让学生们在真实世界

中对物理问题进行探究。
昨天的课堂上 ， 徐臻成特别有心

地展示了不少他录制的学生运动会视

频。 “投掷实心球过程中 ， 实心球的

运动路线经过视频分析软件 tracker 分

析， 与抛物运动的公式基本吻合 ； 但

是在跳远过程中 ， 学生们的腰部和脚

部运动路线差异较大 ， 综合得出的运

动轨迹与抛物运动轨迹有微小差异 。”
徐臻成从学生们生活经验出发 ， 既展

示了公式推演的过程 ， 还巧妙地解释

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与区别。
廖灿也尝到了用真实问题引导学

生 学 习 物 理 的 “甜 头 ”， 他 说 ， 虽 然

学 生 的 物 理 学 习 基 础 不 同 ， 但 基 于

真 实 问 题 的 教 学 更 能 引 起 学 生 们 的

兴 趣 ， 对 于 物 理 学 科 素 养 的 培 养 更

有好处 。

新高考为物理学科教学
提出新要求

“过去物理课上缺少对真实问题

研 究 的 情 况 需 要 转 变 。 ” 汤 清 修 表

示 ， 新 高 考 为 物 理 学 科 教 学 提 出 了

新 的 要 求 ， 尤 其 强 调 学 生 的 学 科 思

维 能 力 。 传 统 的 物 理 课 上 ， 学 生 思

维 能 力 的培养蕴含在学习的每一个环

节中。 而教师考量学生学科素养是否

形成， 大多凭借师生之间的对话 ， 或

者是老师对学生行为的判断 。 汤清修

曾对师生课堂对话内容做过调研 ， 结

果显示， 学生每一句发言平均只有四

到五个字， 无法判断学生思维的完整

性、 逻辑性和创新性 。 “看似师生之

间互动了， 实际上学生的思维大多还

是被老师牵着走 ， 教师留给学生思考

的空间也不足。”
为此， 相关物理教学专家呼吁，中

学物理课堂回归真实世界的问题，提供

给学生探索求知的空间。 比如将上海的

磁悬浮列车每一时刻的运动速度和行

进时间罗列成数据表格，请学生计算出

磁悬浮列车行走过的路程。 在这个问题

的探究过程中，学生们需要掌握作图技

巧、建立数学模型，并对列车运行模式

进行分析。 “学生们计算出的结果与真

实数据存在的误差小于 5%。 更重要的

是， 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 ， 学生

意识到了学习物理的价值 ， 激发了他

们对于学科的兴趣。”
在沪上高中 ， 类似教学探索已经

起步。 汤清修透露 ， 未来 ， 物理课教

学方式的改变也将会有课时 、 教材的

支撑。

■本报记者 张鹏

上海中学的学生们在进行物理实验。 （徐臻成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健康校园行
日前， “情系教育、 关爱园丁” 健康校园行系

列活动在上海市盲童学校启动， 美年大健康集团向

学校教师赠送体检卡， 并邀口腔医院医师给全校师

生检查口腔。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影报道

即使头移植成功，伦理障碍也无法克服
哈医大教授否认完成全球首例人类“换头术”，但仍在医学界引发巨大争议

“国外媒体透露说， 哈尔滨医科

大学任晓平教授完成了第一例头移植，
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 昨天上午， 在

哈尔滨医科大学， 穿着白大褂的任晓

平面对媒体此前的报道作了否认。 但

随后话锋一转， 他说： “我们团队最

近有一个重大的科学突破———完成人

类第一例头移植外科模型。”
“换头术” 惊世骇俗。 从此前的

心 脏 移 植 、 手 移 植 ， 到 如 今 号 称 的

“头移植”， 难道曾被视为科幻的情节

将成为现实？
眼下， 对此唱好唱衰的声音都很

热烈， 到底是言之过早， 还是因为时

代局限看不到 “真正的未来”？ 有专家

说得很中肯， 抛开噱头效应不谈， 如

果因此带动神经保护、 重建等神经外

科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 对广大临床

患者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也有专家指

出， 这个手术即使在技术上成功， 伦

理上的障碍也是无法克服的。

离真正“换头术”还有一
段距离

“不是头移植， 是完成了人类首

例人体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 昨天发

布会一开始， 针对此前媒体报道提到

的 “换头术”， 任晓平纠正说， “民间

所 说 的 ‘换 头 术 ’ 在 医 学 上 被 称 为

‘头移植’， 我们团队是在新鲜的尸体

上完成了头移植临床前的模型 设 计 ，
也就是第一次将头移植整个外科手术

的步骤、 设计完整地提出来。”
据任晓平介绍， 在长达约 18 小时

的手术中， 他和团队成功将一具尸体

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 血管及神

经接驳， 但目前只是解决了 “换头术”
进行前的科学问题与技术问题， 距离

真正的 “换头术” 还有一段距离。

相比之下， 任晓平的合作伙伴并

没有这么 “低调”。 就在 11 月 17 日，
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 意大利神经

科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宣布全球第一

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在一具遗体上成

功实施， 手术地点正是在中国， 哈尔

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参与指导了

这次手术。

中枢神经再生突破 ，截
瘫病人或可先获益

头移植可不是任何一个传统科系

能完成的， 涉及脑外科、 骨科、 血管

外科、 重建外科、 头颈外科等多系统，
临床技术和理工科的配合也必不可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神经外科教授卞留贯称， 复合组织

移植手术复杂程度非同一般， 相比肢

体移植手术， 脑组织对缺血的耐受性

更差， “头移植” 手术的技术难题包

括中枢神经再生、 免疫排斥、 人体大

脑低温冷冻等。 其中， 中枢神经系统

的连接、 “脊髓缝合” 更是难上加难，
被认为是 “头移植” 推进中尚未突破

的世界级技术难题。
任晓平在媒 体 发 布 会 上 也 谈 到 ，

医学发展了几十年， 但常见的脊髓损

伤所带来的中枢神经功能修复问题仍

未解决， 而他们团队在这个难题上有

了重大突破。 他介绍说， 他们的实验

人员曾从狗的背部开始进行脊髓全切

断， 再立刻把它融合， 融合方式是用

特殊的化学药物———粘合剂聚乙二醇

（PEG）。 据他透露 ， 为期一年的观察

中， “狗的恢复效果非常好”， 但 “无
法和正常狗完全一样”。

卞留贯称， 以往确实认为中枢神

经一旦被切断将不会生长， 其功能得

不到恢复， 而如今有实验证明二价染

色体 （Gemini） 脊髓融合技术可以让

两端脊髓有效融合在一起。 此外， 传

统上认为中枢神经无法恢复， 但近十

年科技发展在逐步推翻这个观念， 比

如用干细胞、 电刺激等。
“仅从技术角度谈， 如果对头移

植的科学研究能带动如今的神经保护、
功能重建与修复等突破， 一大批临床

上的截瘫患者将率先获益。”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外科主

任张晓华谈到。 他同时强调， “科学

技术应该用在有益于人类发展的道路

上”， “换头术” 所引发的伦理隐患有

待商榷。

头移植可追溯到 1908
年，但医学探索应有伦理底线

主流医学界 到 底 怎 么 看 这 件 事 ？
作为全球最大的神经外科学术 组 织 ，
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 （WFNS） 10 月

23 日发表声明指出， 应用头颅移植的

技术具有一定可能性， 但目前， 只是

能在人体头颈必需的脑血管吻合基础

上建立脑血液循环， 由于脊髓横断后，
头与身体不能建立神经联系， 人们仍

没有能力做脊髓离断后的神经原再生。
“因此， 头颅移植不但在伦理学上不可

接受， 在科学方面也毫无意义。”
采访中， 神经外科领域的医学专

家告诉记者， 目前 “换头术” 仅是部

分科研人员所为， “他们有些并非神

经外科领域人士”， 这也并非神经外科

的主流研究。
不过， 记者翻阅史料发现， 少部

分科学家对 “换头术” 的痴迷已有百

年， 有关头移植的记载可追溯到一百

多年前 。 1908 年 5 月 21 日 ， 美国生

理学家格斯里和法国医生卡雷尔把一

条狗的头移植到另一条狗的脖子旁边，
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条双头狗， 这被视

为 “换头术” 的开端。
任 晓 平 在 发 布 会 上 展 示 了 在 国

际权威期刊发表的多篇论文 。 其 中 ，
有 关 小 白 鼠 和 大 白 鼠 的 头 移 植 研 究

分别发表于 1996 年 、 2017 年 ， 此次

的 “第一例人体模型的头移植术” 也

于近日在 《国际外科神经学》 （SNI）
见刊。

“头移植手术即使在技术上成功，
伦理上的障碍是无法克服的。” 国家卫

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告诉记者，
一般器官移植有三大目标———第一是

挽救生命， 比如心肺移植； 第二是恢

复生理功能， 比如眼角膜移植； 第三

是治疗严重的疾病。 而 “换头术” 会

把病人的身份混淆， 造成伦理、 道德、
人际关系的混乱， 暂时难以获得社会

的认同。
樊民胜强调，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

维护公众的健康， 在医学探索上应有

道德底线 。 若想继续这类手术 探 索 ，
应向国家卫计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提交申请。
很多医生说，“换头术” 带来的到

底是恐怖一幕， 还是医学的进步， 尚

不可知。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见习记者 李晨琰

■ 仅从技术角度谈， 如果对头移植的科学研究能带动如
今的神经保护、 功能重建与修复等突破， 一大批临床上的截
瘫患者将率先获益

■ 一般器官移植有三大目标———第一是挽救生命， 比如
心肺移植； 第二是恢复生理功能， 比如眼角膜移植； 第三是
治疗严重的疾病。 而 “换头术” 会把病人的身份混淆， 造成
伦理、 道德、 人际关系的混乱， 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

让更多患者受益于顶尖临床技术

(上接第一版)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不断攻关临

床技术， 创新性地运用呼吸门控技术对

肺癌患者施行质子重离子治疗， 为提高

疗效奠定基础。 医院临床技术委员会主

任蒋国梁教授介绍说， 通过使用呼吸门

控技术， 借助自主研发的旋转舱定位及

CT 重复扫描相结合， 开始用质子重离

子治疗实性肺小结节型早期肺癌患者，
目前已收治的 23 例病灶小于 5 厘米的

早 中 期 肺 癌 患 者 ， 两 年 总 生 存 率

100%， 无局部复发 生 存 率 91.7%， 明

显高于常规放疗。 前列腺癌的重离子治

疗放射治疗次数， 已从起初的 23 次缩

短至 16 次， 力争今年下半年将每疗程

照射次数由 16 次再降至 12 次。 此外，

医院对肝癌、 乳腺癌也实现技术攻关，
明显提升了疗效， 降低了对患者身体的

损伤。
国际上公认， 一家国际化医院的基

本要求是达到 “国际医疗机构评审联合

委 员 会 评 审 ” 的 标 准 （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简 称

“JCI”）。 去年 5 月，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

医 院 正 式 启 动 JCI 评 审 工 作 。 今 年 9
月 ， 在根据最新发布的 JCI （第六 版 ）
评 审 标 准 的 正 式 评 审 过 程 中 ， 围 绕

1000 余项要素衡量 ， 上海市质子重离

子医院获得 JCI 的认证， 成为全球范围

内唯一一家通过 JCI 认证的质子重离子

中心。
2014 年 6 月至 9 月接受质子重离

子放疗临床试验的 35 例患者已随访达

三年， 目前生存率为 97.1%， 肿瘤局部

控制率为 94.3%， 全部临床试验患者放

疗期间的急性毒副作用全部消失。 蒋国

梁说 ： “通过对已治疗患者的随 访 发

现， 质子重离子放疗提高了患者肿瘤控

制率和生存率 ， 改善了患者的生 活 质

量， 质子重离子放疗正逐渐获得肿瘤界

同行和患者的认可。”
据了解，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重

点攻关五大病种 ， 主要为颅内颅 底 肿

瘤、 鼻咽癌、 早期肺癌、 肝癌、 前列腺

癌 。 随着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 ， 在 做

大、 做强优势病种的基础上， 医院专家

团队通过对疗效及毒副反应等数据的分

析， 正稳步实现 “质” 和 “量” 的双提

升 。 今后 ， 医院将不断完善适应 症 范

围， 积累治疗经验， 打造质子重离子治

疗的 “中国标准”， 让更多患者受益于

顶尖精准放疗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