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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大学物理》课程中普遍存在的学生学习态度被动的问题,从“以物理故事吸引人”“以物理精

神激励人”“以物理思想涵养人”的思路出发,结合目前在教育领域涌现的“快课技术”,进行了将物理学史有机地融

入《大学物理》教学的尝试.借助“快课技术”,将物理学史自主而快捷地录制成短视频并上传至“云端课程”,再适时

地从“云端课程”推送给学生,学生在课堂之外完成自学和测验.从学生的学习感受和成绩来看,物理学史的融入在

提高学习兴趣、培养科学探究和创新精神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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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是各理工科专业的基础必修课,从

课程设置上足以看出物理学在专业学习以及今后从

事专业相关工作中的基础地位.但从笔者近几年的

教学经验来看,不少学生在学习《大学物理》的过程

中,甚至在课程结束后,仍然认识不到物理学习的重

要性,从而导致对《大学物理》学习的不重视,对该

课程的要求仅仅是“及格”“不挂科”即可,在课堂上

表现出来的是忙于“刷微信”“打游戏”的低头族,在

课下表现出来的是作业“大面积抄袭”.这一局面与

“夯实知识基础、启迪科学思维、培养科学素养”的

课程目标相去甚远,也难以落实当前国家重视基础

学科、重视原始创新的教育导向.

面对这一局面,单方面归因于网络时代学生学

习态度浮躁,显然有失理性,也没有抓住问题产生的

“牛鼻子”,而是需要从“教”与“学”两个方面进行反

思,而“学”的问题也需要教师有策略地引导来加以

解决.因此,归根结底,问题的根源还是来自“教”.

怎样“教”才能让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既感

到有用又觉得有趣呢?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

手,一是引入实例,展示物理能够解释生活现象、能

够解决专业问题的“实力”,从而让学生体会到物理

课的“有用”;二是融入物理学史,让物理学家从教材

中的“名字”变成“立体”的人物,让枯燥的物理公式

和定律以它们“前世今生的故事”来呈现,从而让学

生感受到物理的“有趣”.

当然,物理学史的引入,除了增添课程的趣味

性,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学到了知识、会解题之后,

能够帮助他们深入理解物理理论的本质,从而有助

于他们领会物理的思想和方法.此外,将物理学史融

入物理教学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怀疑、批判精神,增

进学生对科学探究的理解,帮助学生领会创新思维

的重要性.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引入实例不难实施,只需要

将传统的抽象化的例题替换成与生活或学生专业相

关的问题即可,而融入物理学史则存在很大困难.一

方面囿于课时,另一方面因为物理学的应用导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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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授《大学物理》的同时,较少谈及物理学史,

有也只是简单提及,比如牛顿的生卒、爱因斯坦的经

历等等,而是把大部分学时用于精讲概念、定理、定

律和例题.

针对这个问题,我国的教育界曾尝试解决,引进

了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杰拉德·霍尔顿编写的

物理教材《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并将其译

成中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这本书贯彻了史论结

合、以史带论的原则,曾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物理学教

学,但在我国未产生积极有效的响应.

2 借助“快课技术”将物理学史融入《大学物理》教

学的尝试

  上述矛盾的出现是囿于传统教学模式的限制.

近年来,教育工作者意识到了“互联网 +”时代网络

的便利给传统教学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于是,“云课

堂”“雨课堂”“快课技术”等新的教学模式如雨后春

笋般在各高校发展推广开来.基于这些新的教学模

式可以把传统的“线下”教学灵活延伸至“线上”,教

师可以随时随地将一些教学资源适时推送给学生,

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在一部智能手机上便可进行学

习,非常便捷.

由此可见,将物理学史有机地揉入物理教学这

一举措,在传统依赖课堂的教学模式下难以实施,而

若采用上述新的教学模式便可迎刃而解.

笔者在教学中采用“快课技术”进行了将物理学

史揉入《大学物理》教学的尝试,初步达到了预期效

果.“快课技术”是近些年来伴随着 MOOC,SPOC等

在线课程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快捷式数字化学习开

发技术(RapidE-learningDevelopment),是一种简单

易用的“快餐式”电子备课技术[2],该技术利用模板

和套件来实现教学内容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可有效

减少开发时间,降低制作成本.“快课技术”的核心

功能在于使教师能够快速地制作出形式多样的教学

短视频,并进行快速发布.教学短视频可以制作成手

绘动画形式,也可以制作成动漫人物解说的形式,还

可以是教师利用PPT课件自主录制的短视频.手绘

动画一般用来制作短视频的片头,动漫人物解说一

般用来制作课程介绍,而教师利用PPT课件自主录

课则是制作教学短视频的主体环节.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首先,利用“快课技术”中

的自主录课把物理学史录制成了18个时长为8~

15min的短视频,视频目录如表1所示.视频内容是

根据近现代物理学发展史并结合《大学物理》教学

大纲中的重点内容经过筛选而确定的[3,4],每个视

频的时长不超过15min,时长与大部分微课视频一

致,便于学生在精力最集中的时段内看完.

表1 物理学史短视频目录

视频目录

经典力学

理论的建立

 1.近代科学的诞生

 2.天文学的革命

 3.伽利略的奠基性工作

 4.关于碰撞的研究

 5.力学理论的伟大综合与飞跃

 6.牛顿后力学的发展

经典电磁学

理论的建立

 7.静磁学与静电学的研究

 8.稳恒电流的获得与电流磁场的研

究

 9.电磁感应现象的发展与电磁场理

论的建立

光学理论的建立
 10.几何光学的建立与完善

 11.光的本性的探讨

热学理论的建立  12.热学理论的建立

量子力学的建立

 13.紫外灾难和普朗克的量子假说

 14.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

 15.卢瑟福的原子核式结构

 16.玻尔的氢原子理论

 17.泡利不相容原理和电子自旋的提

出

 18.量子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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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录制完成后,在“学习通”应用程序上建

立“课程”,将录制好的短视频上传至该“课程”,该

“课程”也可以叫做“云端课程”,因为在网络连接的

情况下,课程资源可供随时查看;最后,建立课程微

信群,通过微信群向学生适时推送课程中的物理学

史短视频,供学生在课下自学,建议在课前推送,便

于学生在课前观看,从而有助于理解课堂内容.

此外,在“学习通”应用程序上建立的“云端课

程”不只是用于存放教学资源,它还具有很多辅助

功能.

功能之一是统计和评价学生对教学资源的利用

情况.例如,物理学史的短视频推送给学生后,如何

督促学生及时学习呢? 教学实践表明,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来实现.

在“云端课程”上将每个视频设置成一项任务,

学生每看完一个视频便是完成了一项任务,系统会

自动记录和统计,并根据学生完成的任务数给出相

应的评分.通过这一功能,教师能够精准掌握哪些学

生没有学习视频,哪些学生已经学习了,从而对学生

的学习进行有效监督.

功能之二是评价学生学习视频的效果.具体操

作为,教师在向学生推送完视频后,及时将相关测验

题上传至“云端课程”,学生在自学完视频后,进行自

我测验,系统自动统计学生的测验成绩供教师查看.

3 试用效果评价

上述将物理学史借助“快课技术”揉入《大学物

理》教学中的举措,是教师从“教”的方面做出的改

进,能否真正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还需要从学

生“学”的方面来加以反馈.

首先从学生的课堂表现来看,学生们对物理的

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课堂上的“低头族”明显少

了.课间随机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表示喜欢教师推

送的物理学史短视频,有的学生表示,之前一直感觉

物理艰涩难懂,在了解了相关的物理学史后,发现物

理变得不那么难理解了;有的学生表示,学习了物理

学史后,在科学精神的激励下,积极申报了大学生创

新项目,热切地希望体验探索与创新的快乐.还有的

学生在“学习通”课程视频下方评论道:“看了短视

频后,对物理不再是仅仅知道几个概念和定理了,教

师总结的物理方法和思想也领会到了”.

此外,从学生们的成绩来看,这届学生的期末成

绩和参加省级大学生物理竞赛的获奖人数也较往年

有所提高.这些来自学生的良好反馈充分说明,将物

理学史有机地融入《大学物理》教学这一举措是值

得推广的.

4 总结

针对目前《大学物理》教学中学生学习“被动”、

对课程不够重视的问题,笔者尝试将物理学史借助

目前流行的“快课技术”融入教学中,取得了良好效

果.物理学史首先以物理故事吸引学生,进而以物理

精神感染学生,能够唤醒学生内心的求知欲,这正印

证了德国哲学家思贝尔斯的名言:“真正的教育是用

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

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另外,通过了解物理学史,有利于学生从历史发

展的角度看待物理理论;有利于学生从物理学史中

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开阔科学探究的视野;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因此,在《大学物理》这样的基础课程教学中,

适当地将学科理论的发展历史融入教学中,对提高

教学效果具有积极作用,值得推广.

参 考 文 献

1 霍尔顿.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M].戴念祖,张大

卫,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2 尹合栋.基于“快课"技术的交互式微课设计[J].重庆

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6):144~147

3 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周

昌忠,苗以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3版)[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2013

(下转第22页) 
—81—

2020年第6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下了基础.
利用 Origin描绘夫琅禾费圆孔衍射的光强分

布曲线,得到的实验结果与教材中的结果一致,将仿

真实验和理论教学相互补充、支撑,学生们能够更加

充分理解和巩固所学知识,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效

率与质量.

3 结束语

本文基于惠更斯 — 菲涅尔原理,得到了夫琅禾

费圆孔衍射光强分布的理论公式,接着使用 Origin
软件中的多工作表矩阵(Matrix)窗口对衍射图样

进行仿真,定性分析了艾里斑的大小与入射光波长

和圆孔孔径的关系,然后使用“DataReader”读取了

光强分布图样中明纹和暗纹位置以及强度分布,且

验证了艾里斑的半角公式.将仿真实验软件与大学

物理课堂教学相结合,可以将教材上的结论直观地

展示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学生

对夫琅禾费圆孔衍射现象和规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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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onIntegratePhysicsHistory
intoCollegePhysicsTeachingwiththe

HelpofFastCourseTechnology

DongPeng TianYanjie PengAihua ZhaoLi XuZhijie
[DepartmentofFundamentalPhysics,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EastChina),Qiingdao,Shandong 266580)]

Abstract:Aimingattheproblemofpassivelearningattitudesofstudentsinthecurrent"UniversityPhysics"

curriculum,westartedfromtheideasof"attractingstudentswithphysicalstories","inspiringstudentswith

physicalspirit",and"cultivatingstudentswithphysicalideas",andmadeatryofemergingthehistoryofphysics

intotheteachingof"UniversityPhysics"applyingthe"Rapide-learningtechnique",whichhasbeencurrently

emerginginthefieldofeducation.Thehistoryofphysicsisconvenientlyrecordedasaseriesofshortvideosby

applyingthe"Rapide-learningtechnique",andthentheyareuploadedtothe"cloudclass",andfinallytheyare

transferredfromthe"cloudclass"tostudentsinatimelymanner.Afterreceivingtheshortvideos,students

completeself-studyandtestsoutsidetheclass.Fromtheperspectiveofstudentsandtheirscores,theintegrationof

thehistoryofphysicshasplayedapositiveroleinincreasinglearninginterest,cultivatingscientificinquiryand

innovativespirit,soitisworthpromoting.

Keywords:physicshistory;rapide-learningtechnique;cloud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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