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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中教学选科走班形式的兴起,传统的行政班教学模式必将弱化,随之带来的教育功能必将更多

地通过学科教学进行渗透.真、善、美是物理教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物理学史图片的应用是实现这种物理教学追求

的有效途径.本文从物理学史图片融入高中教学的策略例析入手,阐述了物理教学实施的途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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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标准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

以及伴随这一过程而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和真正的

价值观.课程标准确立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
在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背景下,随着高中教学选

课走班形式的兴起,传统的行政班教学模式必将弱

化,随之带来的德育教育功能必将更多地通过学科

教学进行渗透.物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物理也是一

种智慧,物理更是一种文化.真、善、美是物理教学追

求的最高境界.而物理学史图片的应用是实现这种

物理教学追求的有效途径.
物理学史图片是指物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

遗留下来的一些物理学家的影像图片、相片、手稿

等.这些图片在教科书及各种出版物中和网络中广

为流传.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

教育研究者对物理学史的教育价值进行了分析,对

物理学史与课程的整合进行了探讨,对物理学史融

入物理教学的教育模式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

检验,在物理教学类主流期刊上也有很多此类著作.
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却鲜见关于物理学史图片融

入中学物理教学现状的相关研究,物理学史图片在

教学中缺乏融合,这与图片的作用是不相符的,也不

利于新课程背景下学生科学精神及思维能力的培

养.
搜集物理学史图片的资料,结合高中物理教学

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分类,并在课堂教学中加强物

理学史图片教学.融合能促进学生了解到科学家们

的观测、困惑、试探和创新的精彩与智慧,能认识到

真正的物理学史发展的精髓,并培养学生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和科学人文精神.不仅能给当前的物理教

学带来清新之风,并提高教师的学科内涵.

1 现行高中物理教科书特点与图片的作用

现行的全国高中物理教科书共有5个版本,而

每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图片增多;

重视物理学史教育.如《人教版》的“科学漫步”、《鲁

科版》的“信息窗”、《粤教版》的“资料活页”等.结合

两者的历史图片是教科书的一大亮点.这种教材设

置方式为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有效运用

教材中的插图以及选择历史图片,开展物理学史教

育,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

提升科学的人文精神.

19世纪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过:“把图片

带进课堂,哑巴也会说话”.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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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信息的获取来自眼睛.相比听觉信号,视觉信

号的刺激有效性高、包含的信息量大、记忆的持久性

强等特征.在物理教学中会插入一些漂亮并带有大

量信息的历史图片,以此不仅让学生感受刺激,并更

加直接、有效、感性地感受史料,促进物理知识和文

化的感悟.

2 教学实施途径与策略

2.1 利用图片中恢弘的场景 营造崇敬科学氛围

科学的进步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教学中利用图片中的恢弘的场景告诉学生科学的辉

煌和深远的反响.激励学生崇敬科学的精神,培养学

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站在“当时”理解伟大,

能使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良好地达成.
图片背景(图1):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在

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一张汇聚了物理学界智慧之

脑的“明星照”则成了这次会议的见证,数十个涵盖

了众多分支的物理学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本

次物理界最豪华聚会上,29位与会者中有17人是诺

贝尔奖得主,唯一的女性居里夫人得过两次诺贝尔

奖.中国武林小说史上著名的华山论剑,也没有如此

阵容.爱因斯坦、玻尔更是照片的灵魂人物,一位头

戴世纪最伟大科学家桂冠,是学者中的学者;另一位

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掌门人,同样是一代宗师.在他们

的身后,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大物理学理论————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们的这场论战,一波三折,旷

日持久,影响深远,几乎所有在世的理论物理学家都

被卷入其中.在人类科学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重

大的学术论战,但论及双方的地位、论战的深入和影

响,只有这一次才最有资格被称为巅峰对决.

图1 物理峰会之索尔维会议

2.2 利用图片中科学原理 增进直观认识

相对听觉,通过视觉的信息输入更加快捷和高

效.通过图片展示科学原理,可以一目了然,言简意

赅.此类图片,学生都能直观、清晰地认识到其所要

表述的东西.利用这些图片,可以达到迅速引人入胜

的效果.
图片背景(图2):1798年,卡文迪什利用扭秤,

成功地测出了引力常量的数值,证明了万有引力定

律的正确.

图2 “最美丽”的十大物理实验之一 ——— 卡文迪什扭秤实验

卡文迪什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将不易观察的微

小变化量转化为容易观察的显著变化量,再根据显

著变化量与微小量的关系算出微小的变化量 .原理

利用了二次放大法:

(1)尽可能地增大了T型架连接两球的长度使

两球间万有引力产生较大的力矩,使杆偏转.

(2)尽力地增大弧度尺与系统的距离使小镜子

的反射光在弧线上转动较大角度.

2.3 利用科学家生活中的像片 领略科学人文与

生活情趣

教学中,一些教师在介绍物理学家的奇闻轶事

时往往过分渲染他们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导致很多

学生认为物理学家都是一群追求严谨的“书呆子”,

其实在生活中,物理学家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一

样的喜怒哀乐,看科学家生活中的像片,可以拉近与

科学家的距离,也拉近与物理的距离,促使学生学习

物理时能体会到一种人文的感染,而非枯燥乏味的

知识堆积.

图片背景[图3(b)]:1951年3月,在爱因斯坦

72岁生日聚会上,经过众多记者轮番拍摄之后,这

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脸都笑麻了.轮到赛西记者采访

他时,他用吐舌头代替僵硬的笑容.这幅照片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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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一张形象符号.爱因斯坦后来

答问为何要吐舌头,他说他是为全人类拍摄吐舌头

的照片.

图3

2.4 利用科学伟人崇尚真理的言论来触动学生心

灵

漫长的物理学进程中出现了很多的伟人言论,

这些伟人的言论所折射出他们崇尚真理、为科学真

理而献身的精神常会深深地打动学生.这样的言论

如果再结合能体现伟人主要业绩的图片,则能更加

有效和震撼.有时能强烈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和热情.这是科学人文精神的良好体现方式.

图4 拉斐尔《雅典学派》湿壁画

图片背景(图4):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

地,那里诞生的思想家的思想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

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其中的二位佼佼者柏拉图(位

于左,挟著《帝迈马斯篇》,以手指指天.)和他的学

生亚里士多德(位于右,手拿《伦理学》,另一只手伸

前.)更是以他们睿智的思想和严密的理论体系,在

西方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由于是师生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观点

同柏拉图很相似.但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观点

有很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亚里士多德不认同柏拉

图的“理念是世界的本质”的观点,他坚决认为“思

想来源于具体事物,理性是人的本质”,并就此观点

与恩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就像自己说过的那

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5 利用图片来了解我国科技发展 缅记物理伟

人 激发爱国热情

爱国主义是对青少年进行德育的中心内容.在

漫长的科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一大批教育家、科

学家呕心沥血,为国力的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解

放以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

展.在尖端技术方面,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的实验

成功,人造卫星的发射与回收,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

成等都处于国际前列.教学中结合教材有关章节穿

插介绍这些内容的图片,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物

理的兴趣,还能使学生了解祖国的灿烂辉煌文化,树

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注意

通过挖掘物理教材中的史料图片,激起学生热爱祖

国、缅怀科学先人的真情.

图5

图片背景[图5(c)]:吴健雄,江苏苏州太仓人,

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一生获得众

多奖项、奖誉.被称为:世界物理女王、中国居里夫

人、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

1956年之前,吴健雄已因在β衰变方面所作过

的细致精密又多种多样的实验工作而为核物理学界

所熟知.1956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在β衰变过程

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之后,吴健雄立即领导她的小组

进行了实验,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对称

不守恒.由此,在整个物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

1958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5年任美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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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

白宫授予她美国最高科学荣誉 ——— 国家科学勋章.
晚年的吴健雄积极报效祖国,1982年受聘为南

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

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7年2月16日,在纽约病逝,终年85岁.遵照

她本人生前的愿望,吴健雄的骨灰安放在她的故乡

江苏苏州太仓浏河镇.

2.6 利用图片和史实进行教学设计 揭示物理学

家思维的过程

教科书上的结论和定律,多是科学家思维活动

的结晶,是静态知识.它掩盖了知识形成与发展的生

动过程,使学习者难以体验探索和发现的喜悦.尤其

是物理学家们那独特的思路、精巧的方法以及认知

的升华,在教材中被过滤了.蕴含在科学研究过程中

的思想、方法才是动态的知识,物理学的概念和规

律,如果亲历了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会更加深刻

地理解其含义.重新体验科学家研究问题的方法和

思维过程(图6),也使科学方法的传授不再是空洞

的说教,而是有声有色的鲜活经历,物理学前进的每

一步都是创新教育的极好题材.

图6

图7 欧姆本人得出“欧姆定律”的实验装置与相关数据

图片背景(图7):欧姆花费了10年心血发现的

“欧姆定律”,是其数学推理与实验验证的结果结晶,

物理思维的精髓在其推理过程中一览无余、堪称经

典.当时的实验条件极差,没有现成测量电流的仪

器,他想了种种办法,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才制成了

相当精密的测量电流的电流扭秤.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可以这样设计:

(1)阐述其推理过程及当时的困难,结合图片

对其所发明的电流扭秤装置进行介绍,利用实验数

据手稿证明其推理的真实性及准确性:X= a
b+x.

(2)按照他的思维思路,进行猜想:

(3)现场实验、读取数据、数据处理(利用数字

化实验装置)进行验证(图8).

图8

2.7 利用物理学史图片开设校本选修课程

物理学史及图片囊括了上下几千年人类文明发

展的历程,更有其他此类的具体资料,包括郭奕玲教

授等的《物理学史》、李醒民教授的《激动人心的年代

——— 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

讨》、秦克诚教授的《邮票中的物理学史》、国内高中

物理教材5种版本、国外高中科学主流教材及各种

期刊和网络资源等.由于课时的限制,很多资料不能

在课堂中讲解.新一轮课改中学校选修课程体系的

规划及实施为物理学史图片的应用拓展提供了平

台,我们可以开设《物理故事会》、《思维的智慧与启

发》等选修课程,通过对物理学史图片的挖掘、整理

及展示,使学生了解物理、认知物理,达到培养学生

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科学人文精神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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