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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中学物理教学,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培育

文化自信,达到物理学习中的国家认同.以初中光学教学为例,从课堂中引入古代科研成就、以专题形式开展物理课

外活动、挖掘中国传统故事、活用中国古典诗词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如何将传统文化中的物理元素融入初中教学的

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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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坚持文化

自信,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坚持对中华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先决条件.
文化自信,首先是对中国文化有认知,有认同.

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指导

纲要》中指出,初中阶段要注重增强学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提高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同度.因此,我们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物理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使学生在中华文化的沐

浴里学习物理,在中华精神的熏陶下探索科学,以增

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中国传

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便于在日常教学中进

行实践,我们从中国古代科研成就和中国古代文学

故事两个大方向,筛选出与我国璀璨文化相结合的

物理元素.本文将以初中物理光学部分的教学为例,

细致呈现这些璀璨物理元素融入教学的研究及实践

过程.这将为如何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开启一扇窗.

2 中国古代科研成就融入物理教学

在几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中国古代的

物理科研成果璀璨瑰丽.我国物理知识的起源非常

早,在漫长的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生活和

劳动中制造和使用着各种工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应用着物理原理[1].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出了很

多的物理成就.在正式使用“物理学”之前,中国曾

以“格物”或“格致”代指,出自《礼记·大学》的“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中国古代物理成就与中

学物理相关的内容很多,在实际教学中,结合教学内

容适时融入,用前人的伟大成就激励鼓舞学生,将会

润物细无声地增强学生在物理学科的文化自信.
2.1 在课堂中引入古代科研成就

在我国古代物理的研究中,光学的成就很多.最
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墨经》一书,其光学八条,完整

记录了光的直线传播、影的形成、小孔成像、光的反

射、平面镜和球面镜成像等内容,初步奠定了几何光

学的基础,可以称之为2000多年前世界上伟大的

光学著作[2].墨经的光学八条,除球面镜成像的知识

外,都与初中光学内容相关.在课堂教学中适当融入

墨经,加深学生对知识理解与应用的同时,提高了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
除了墨经,还有很多著作记录了中国古代的光

学研究.比如,西汉刘安所著《淮南子》《淮南万毕

术》,记述了有关球面镜取火、取水及平面镜的内容.
东汉王充所著《论衡》,阐述了光的强度、光的直线传

播以及球面镜取火的问题.宋朝的沈括著有《梦溪笔

谈》,他在光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对小孔成像、凸面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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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凹面镜的规律,以及大气中光现象的研究.元朝的

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详细记录了光的直线传播、

小孔成像与照度的实验探究过程,并模拟实验解释

了日月食及月的盈亏问题.
再有,唐末五代谭峭的《化书》讲到四种光学透

镜,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和张宁的《方洲杂言》最

早提及眼镜的使用,明代汤若望的《远镜说》开启了

中国望远镜的先河,清朝郑复光的《镜镜詅痴》及张

福僖的《光论》都系统讨论了光的性质及各种形式

的反射镜和透镜[3].中国的这些光学成就,很多都是

早于西方的,对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因

此,教师将这些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引入物理课堂,是
对现行教材知识的补充,可以帮助学生对中西科学

进行融合,更对学生提高物理兴趣、培育文化自信有

很大帮助.
2.2 以专题形式开展物理课外活动

中国古代对光学的研究仅涉及几何光学,尤以

小孔成像和反射镜的研究最为广泛.因此,在光学部

分的教学中,除了课堂引入,我们还推荐以专题的形

式开展物理课外活动.教师指导学生查阅资料典籍,

针对某一点,对古代科学家的科研成就进行系统地

整理分析.
在“光的直线传播”教学中,我们采用小孔成像

的专题进行课外活动,完成传统文化的渗透.学生整

理的古代研究概括如下.小孔成像最早记述于《墨
经》.之后,北宋的沈括将静物与运动体在小孔成的

像相联系,揭示了小孔成像的实质.元初的赵友钦和

清代的郑复光又通过别出心裁的实验将小孔成像的

理论推进了一大步.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还将小孔

成像原理应用到天文仪器上,发明了仰仪和景符,用
以观测太阳的位置、运动及日食情况.

除小孔成像外,还可以平面镜成像、球面镜成

像、大气中的光学现象、古代的光学仪器等为专题进

行课外研究活动.在梳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同时,

可以搜集西方古代科学家在此专题下的研究,在国

内外科研成果的对比中,学生自然而然地发现中国

古代在物理学的很多方面是世界领先,甚至是世界

独步的.将中国古代的科研成就,以专题的形式开展

课外活动,可以很大程度地丰富学生的物理知识,让
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科学和科学家,在其不断

熏陶和影响下,达到国家认同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3 中国古代文学故事融入物理教学

3.1 挖掘中国传统故事

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结合学生的认知发展

水平和兴趣因素,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物理相

关的趣味故事引入课堂.学生在被故事吸引的同时,

分析探索了物理规律,更感受到了古代勤劳智慧的

中华民族对物理问题的思考.
如在“光的反射”一课中,笔者通过引用“杯弓

蛇影”的故事来引入新课.故事简介如下:《晋书·乐

广传》里说,晋朝乐广,好宴请宾客.客人饮酒前见

杯中有小蛇隐约蠕动,饮后即病了.进而调查,发现

墙上挂着一张弓,弓上画了很多像蛇的花纹,才明白

杯中的蛇原来是弓上花纹的倒影.通过趣味故事将

学生带入物理的情境中,内化了学生对物理的喜欢,

更使学生将物理和中国古代故事联系在了一起,潜

移默化地渗透了传统文化的教育.
借用光学原理的传统故事不胜枚举,如著名的

“两小儿辩日”涉及了光的折射问题,“猴子捞月

亮”“镜花水月”“猪八戒照镜子”蕴含了平面镜成像

的知识,“井底之蛙”“凿壁偷光”“一叶障目,不见泰

山”“管中窥豹”“百发百中”“一手遮天”“大树底下好

乘凉”都阐述了光沿直线传播的道理.我们结合教

学内容的安排,挖掘合适的传统故事活用在物理教

学中,比如朗读故事引入新课,应用知识解释故事,

活用知识表演故事,故事名称与物理知识配对游戏,

开展传统故事知多少以及故事分享会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学生在文学中寻找物理故事,在物理中感受文

学的魅力,如此促进了学科的融合,又强化了物理的

灵活应用,更增强了文化自信,一举三得.

3.2 活用中国古典诗词

古典诗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物理

也是密不可分的.将古典诗词引入物理课堂,可以给

学生营造一种美的意境,使学生在美不胜收的传统

文化中感受物理的科学之美.
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独中,

在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陶醉

里,在苏轼“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的壮美间,理

解光沿直线传播的规律.在夕阳美景“一道残阳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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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和洞庭月色“湖光秋月两相

知,潭面无风镜未磨”的画卷里,感受平面镜成像的

原理.在“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的浓郁春光图

中,体会光发生折射的特点.在“香炉初上日,瀑水喷

成虹”的七彩香炉峰上,观察光的色散现象.一首首

诗词歌赋,将传统文化和物理知识联系在一起,也将

爱国与科学联系在一起.
科学思维和人文思维往往是兼而有之、互为补

充的,很多科研工作者同样热衷于诗词歌赋的创

作[4].受此启发,在古典诗词进课堂的研究中,我们

一方面引用诗词理解物理规律,另一方面鼓励学生

进行诗词创作,以诗词的形式,表述物理现象或抒发

物理学习的心得.
例如,在“光的直线传播”教学中,我们对光沿

直线传播所需要的条件进行了探究实验,学生仔细

观察实验现象,思考实验原理,并用诗词的形式记录

了下来.简述一二:“光沿直线传播,空气清水玻璃.
一时入糖水,路径变弯折.搅拌,搅拌,终成直线一

个.(《如梦令》)”“光入糖水真淘气,光路弯折没脾

气.光下搅拌变均匀,折线变直真神奇! (《七律

诗》)”虽然在诗词格律方面稍欠佳,但在学生的心

中,物理科学与传统文化已经融为一体,笔者想,这

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自信教育的初步成果吧! 至于对

学生未来的影响,可能难以估量.

4 结束语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

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祖国的未来在新一代的青少

年,因此增强中学生的文化自信意义非凡.本文以党

中央提出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思想

为出发点,以学生在物理学习中民族自豪感的匮乏

为突破口,结合中学物理教学的实际情况,通过在物

理教学中适当添加中国古代科研成就和中国古代文

学故事等方式,详细阐述了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中

学物理教学的研究和实践.该研究实践对中学生渗

透传统文化的教育,提高民族自豪感,实现国家认

同,增强文化自信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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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EnhancingCultural
ConfidenceinPhysicsTeaching
———TakingOpticsTeachingasanExample

CaoXueying
(TianjinECOCitySchoolAffiliatedtoBeijingNormalUniversity,Tianjin 300450)

Abstract:Culturalconfidenceiscrucialtothedevelopmentofacountry.Theintegr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

cultureintophysicseducationinmiddleschoolscanenhancenationalpride,fosterculturalconfidenceandachieve

nationalidentity.Takingtheopticalteachinginjuniorhighschoolasanexample,thispaperexpoundsindetailthe

researchandpracticeofhowtointegratethephysicalelementsoftraditionalcultureintotheteachinginjuniorhigh

school,fromtheaspectsofintroducingancientscientificresearchachievementsintotheclassroom,carryingout

physicsextracurricularactivitiesintheformofspecialtopics,diggingChinesetraditionalstories,andmakinguse

ofChineseclassical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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