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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视角,阐述了中国物理学史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以高中

物理必修1的知识点为例,整理了高中物理必修1的5个版本教材中的中国物理学史的资源.最后,从课堂教学和课

外探究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物理学史辅助高中物理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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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教育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制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

学课程教材指南》,以指导中小学课程教材系统、全

面落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1].该指南指出我国

古人在认识物质和科技制作等方面的成果对中华民

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科技文明都具有重大贡献,在物

理教材中应该纳入我国古人在探索自然方面积累的

知识与成就,帮助学生感悟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

与创 造,培 养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豪 感,坚 定 文 化 自

信[2].指南上所指出的该纳入物理课程教材的内

容就是我国古代物理学史部分内容,指南上所提

及的《墨子》《考工记》等科学典籍,水力磨坊、鲁班

木工尺等技术发明,不过是我国物理学史内容的

冰山一角.
钱三强院士曾说过,“中国物理学史是一块蕴含

着巨大精神财富的宝地.这块宝地很值得我们去开

垦,这些精神财富很值得我们去发掘.如果我们都能

重视这块宝地,把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出来,从中汲

取营养,获得教益,我相信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

培养都会是大有益处的”[3].中国物理学史是一块值

得开垦的,拥有丰富精神财富的宝地,这个宝地应该

被好好重视利用起来,发挥它应有的教育教学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物理学史的研究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物理学史史料的整理,比

如文献[4]对我国女性物理学家吴健雄生平事迹的

整理,文献[5]总结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物理学

以及方法论的知识;二是对中国物理学史的教育功

能与价值进行分析,比如文献[6]探讨了一下中国

物理学史在中学教学中的教育价值;三是将中国物

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相结合的教学策略,比如文献[7]

从中国古代物理学史、近现代物理学史和物理时事

及前沿3个方面对物理新课程中的中国物理学史内

容的教学策略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四是利用中国物

理学史在教学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策略,比如文

献[8]按照时间顺序,列举史料,分析了中国物理学

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并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

两个角度,提出了利用中国物理学史渗透爱国主义

教育的教学建议;五是渗透中国物理学史的教学设

计,比如文献[9]在初中物理教学设计中引入中国

古人对声音现象的研究的尝试.
以上这些研究中,尚未有针对性地用中国物理

学史辅助高中物理教学的策略研究,所以文章尝试

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对高中物理教材中的中

国物理学史的资源进行整理,并从课堂教学和课外

探究两个角度对用中国物理学史来辅助高中物理教

学的策略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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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物理学史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价值分析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即物理学科育人价值的集

中体现,是学生通过物理学科的学习而逐步形成的

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主要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科学态

度与责任四部分内容[10].
物理学史是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

材料,而中国物理学史在此意义上,从中国的历史背

景出发,更能提高学生对物理这门学科的认同感,增

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对物理的探究兴趣,

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喜爱.

1.1 引入古人的发现 促进学生物理观念的形成

在高中物理课堂中,很少有学生知道中国的古

人在历史长河中凭借着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对自然

规律的总结,对这些发现的现象和规律的应用,让中

国的科技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

位,这绝对称得上是中国物理学史上辉煌的篇章.这

段辉煌应该通过高中物理课堂让学生知晓.
例如在讲到弹性定律的时候,将《考工记》中郑

玄注解时记载的弓的弹性定律与胡克在弹簧上发现

的弹性定律作一些方面比较,比如《考工记》中郑玄

注解时记载的弹性定律要比胡克的弹性定律早了近

1500年,通过这样一个时间对比,大概就能让学生

明白中国的物理曾经有多辉煌,但进行中国物理学

史教学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盲目自信,而是通过中

西方物理学发展历程的对比,引起学生对中国物理

学在近现代落后的思考,在用中国物理学史的内容

辅助物理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促进引导学生进行思

考,在学生心中埋下爱国爱科学的种子.

1.2 利用古人对物理知识的应用营造趣味教学情

境 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

中国物理学史的古代部分,还有很多充满趣味

和极具物理学思维的故事、技术发明、以及习题等材

料可以挖掘,这些材料均是古人对所发现的物理知

识的应用,用这些材料来营造有趣的教学情境,让学

生在欢乐的氛围中积极思考,锻炼思维的同时,还能

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例如在质点与参考系内容中用《吕氏春秋》中

刻舟求剑的故事引入,带着如何才能找到剑的疑问,

跟着教师进入新课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在教师的

引导下,给学生用自己所学知识对故事情节进行综

合分析,归纳概括出结果的机会,如果课堂时间不

够,可以将这个找到剑的任务作为课后作业,这个

作业想必也比做题有趣,“找剑”的这个过程就是

学生将知识应用的过程,也是锻炼学生科学思维

的过程.

1.3 通过古今科学家的事迹掌握科学探究方法 领

略科学探究精神

由于近代物理学在西方蓬勃发展,在我国有一

段时间的空白,所以现在的物理教材中大多是外国

物理学家的理论与实践,然而我国古今科学家对物

理现象的探索也是经历了反复失败、不断改进、获得

突破的过程,在这些探索过程中所蕴含的探究方法、

思维品质和科学精神都值得学生好好领略.在物理

教学中,应该注意引入我国古今科学家的事迹,避免

学生形成“我国古代无物理,近代无物理学家”的错

误观念.
例如《墨经》中记载的关于砌墙的“法式”.墨家

算是一个手工业团体,对工程问题十分关注,根据

《墨经》中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墨家这个手工业团体

在研究砌墙的问题时所观察与实践得出的结论.《经

下》:“堆之必拄,说在废材.”意思大概是说堆放物

体的时候,物体必定受到另一个物体的支撑,这是墨

家在实践中观察得来的结论,后在《经说下》墨家进

一步阐述了砌墙的法式,并用实验的方式对砖石进

行了受力分析,来验证了所说的法式,虽然这种解释

粗糙,但其中蕴含的基于观察总结得出某种观点,并

加以实验论证的科学探究方法值得学生去了解、思

考与学习.

1.4 利用物理时事及前沿知识培养科学态度与责

任感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培养具有道德感,具有科

学态度与责任感的人才,是物理教育者重要使命所

在,而物理时事及前沿知识,便是物理教育者完成这

一过程中的一大助手.
例如,人教版必修1教材中第13页练习与应用

栏目里第一题所提到的歼 20隐形战斗机,结合第

四章封面中的歼 20插图,向学生介绍歼 20的情况

或由知道的学生来介绍,以此引出对国防的思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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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向来提倡和平,为什么又从不轻视军事国防,

研发这些战斗机又到底是好是坏等,结合对这些问

题的思考,在倾听学生回答的过程中,塑造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对祖国、对科学、对世界的

责任感.

2 高中物理教材中的中国物理学史的资源整理

表1以高中物理必修1的知识点为例,整理了人

教版、粤教版、鲁科版、沪科版、教科版5个版本的高

中物理教材中所包含的中国物理学史的资源.
表1 高中物理必修1教材中的中国物理学史的资源整理

资源分类 主要内容

古人的发现

 我国古人对“力”的认识:甲骨文中的“力”字,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最早提出力的定义:“力,刑之所以奋

也”

 我国东汉时期的学者郑玄在为《考工记》作注解时记载了弓的弹性定律

 《考灵曜》中关于力学相对性原理的描述:“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

不觉也”

古人对物理

知识的应用

 浑仪是望远镜发明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

 将近1000年前,宋代诗人陈与义做了一首诗:“飞花两岸照船红,百日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
知云与我俱东.”诗人艺术性地表达了他对运动相对性的理解

 我国古代汲水瓶、维吾尔族古老传统杂技艺术“达瓦孜”对重心原理的应用

 山西悬空寺对力与平衡规律的应用

 赵州桥等石拱桥对合力与分力的关系的应用

 利用日影进行测量的古代天文仪器圭表

 世界上最早的导航装置 ——— 司南

 力学单位制相关内容: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意义,我国三国时期王肃编的《孔子家语》中关于尺的记载,
从秦到清“一尺”的变化

 关于运动相对性原理:唐代词《摊破浣溪沙》的下阙:“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

动,是船行.”《吕氏春秋》中“刻舟求剑”的故事

古今科学家的

介绍

 孙昌璞(1962— ),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

 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吴健雄用实验验证宇称不守恒.杨振宁与米尔斯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

理论

 丁肇中所领导的实验小组发现J粒子

 我国古代科学家墨子

物理时事与

前沿知识

 交通:“上海磁浮”、C919飞机、复兴号电力动车组、斜拉桥、交通区间测速系统、气垫船、速率计、风洞

 国防:歼 20隐形战斗机、超音速飞机、航空母舰、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洲际导弹、歼 10战斗机、运

20飞机、惯性制导系统

 航天:嫦娥探月工程、“神舟”系列飞船、天宫空间站、“天舟”货运飞船、风云气象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风洞

 医疗:X光透视仪、超声波治疗仪、CT检查仪、激光手术仪、核磁共振仪

 我国物理设施上的突破:光量子实验室、第一座核电站 ——— 秦山核电站、首台高功率光纤激光器、中国

科学院的微重力落塔、“中国天眼”———500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天宫二号”上的冷原子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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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中国物理学史辅助高中物理教学的策略

物理课堂是可以包含很多元素的,中国物理学

史只是其中一个元素,用中国物理学史来辅助高中

物理教学,不一定非得整堂课都是中国物理学史这

一个元素,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来决定补充和挖

掘程度,再选择合适多样的活动去设计.用中国物理

学史来辅助高中物理教学是一个长期的慢慢渗透的

过程,在合适的教学内容中融入中国物理学史,利用

物理课堂中的一个个小变化结合课外深度的探究活

动,潜移默化,由量变引起质变,最终达到更好的教

学效果.

3.1 课堂教学

3.1.1 将信息技术与中国物理学史相结合

学生接触中国物理学史的媒介主要是教材和教

师,教材中的中国物理学史资源有限且零散,就需要

教师找出其中联系并结合教学内容予以补充,教师直

接讲授中国物理学史未免太过单调,可简单利用多媒

体展示相关图片和视频影像资料,对学生进行多感官

教学.例如,在讲授时间的知识点时,可以用我国古代

的一些计时仪器来引入,用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展

示这些仪器或者仪器的变化过程,由此来介绍我国古

代的技术发明,增加课堂趣味性,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或可结合VR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中国

物理学史的魅力,由此激发对物理学科的兴趣.也可

设计融入中国物理学史元素的翻转课堂等.

3.1.2 制作中国物理学史相关的简易教具

中国古代物理学史中有很多技术发明,彰显着

我国古人的智慧与勤劳,在实际物理教学中,可以结

合知识点,筛选简单的技术发明进行教具制作,引导

学生分析教具中隐藏的物理原理,鼓励学生进行相

关创新,激发学生对物理课程和科学的热爱.例如,

讲到重力时,可以尝试制作一个简易版的重石锤自

动发火装置,向学生普及物理知识在古代军事上的

应用的同时,讲解或者与学生一起分析讨论重力在

这个装置上的应用原理,营造有趣的教学情境.

3.1.3 将中国物理学史引入习题练习

在整理中国物理学史资源的时候,发现教材中

有很多引入了中国物理学史的习题,教师可以利用

好这些习题,或者根据自己收集的资料尝试编写或

者改编相关习题,在习题中引入有关联的史料,让题

干更精彩,让学生在巩固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同时,了

解我国物理学的一些发展,给学生单调枯燥的题海

增加一点生机.例如在进行时间与位移知识的巩固

练习时结合我国航天发展.

3.1.4 国外一些物理学史应用方法的参考

国外研究中的一些物理学史在课堂上的应用方

法或可给中国物理学史的具体活动设计一些参考.比

如说Henke和 Höttecke在文章中所提及的4种方

法[11]:一是阅读、分析和讨论原始的历史研究论文,

实验室日志或者技术性的报告[12~14];二是讲述可以

引起概念、方法论或哲学思考的丰富的历史轶事,短

故事或者互动小品[15,16];三是引导学生进行历史上的

(思维)实验或者重现历史上实际做过的实验过程,以

追溯科学方法、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发展[17~21];四

是在跨越多个学科课程内容的课堂里,进行详细历史

案例研究的内容中,可以综合运用以上策略[22~25].

3.2 课外探究

3.2.1 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中国物理学史上有很多科学家的事迹值得学生

知晓,他们的科学探究方法和科学精神与态度值得

学生学习,但是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光凭语言描述和

书籍阅读,印象远不及角色扮演深刻,教师可以在课

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有关科学家故事的收集、剧本

的编写、演员的选择等一个表演剧目的活动,让每个

学生都参与在活动中,在整个活动进行的过程中都

有所收获.

3.2.2 融入新的教育理念,设计一些竞赛之类的

综合实践活动

根据相关文献,了解新的教育理念,在活动中结

合教学内容,融入中国物理学史元素.
例如基于STEAM 教育理念,开展以制作“潜

艇”“火箭”等为主题的小组竞赛活动,培养学生在

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对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以及

数学多学科的综合应用能力.

3.2.3 设立专题研究,深度挖掘中国物理学史的

资源

比如说鲁科版高中物理必修1当中的题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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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查询相关资料,了解赵州桥及悬空寺等的基本信

息、建筑结构、建筑价值等,完成一篇小论文,并与同

学交流讨论”,就以赵州桥和悬空寺为专题进行深入

研究,在研究中学生就能了解到赵州桥和悬空寺中

蕴含的物理奥秘.

4 反思与展望

高中物理课堂是少不了中国物理学史这个元素

的,学生既需要书中的外国物理学史的内容来打开

眼界,也需要中国物理学史的内容来帮助他们更完

整更深刻地理解世界.教材中的中国物理学史内容

零散且少,所以就需要教师予以补充,并且帮助学生

找到内容之间的联系.在实际教学中积极尝试用中

国物理学史辅助高中物理教学,及时反思,相信融入

了中国物理学史元素的教学定会闪耀着不一样的

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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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路径展开教学.在使用基于全视角学习理论的

物理学史教学路径时,教师要紧紧遵循“整体性”视

角,既要在极大程度上满足学生对概念规律的掌握,
同时还要注重学生知识技能的形成过程,在过程中

重视学生内部精神情感的投入与获得、重视学生与

外部环境的作用关系,充分发挥物理学史的育人作

用,使学生在物理学史教学中收获真理、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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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eachingPathofPhysicsHistoryBasedonHolisticLearningTheory
———TakingCoulomb′sLawasanExample

LiuQiong WuTao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Engineering,FuyangNormalUniversity,Fuyang,Anhui 236000)

Abstract:Thehistoryofphysicscontainsabundanteducationalresources.Fullyexcavatingitseducational
valueandreasonablyinfiltratingitintophysicsteachingisofgreatbenefittothedevelopmentofstudents′core
literacy.Intheperspectiveofholisticlearning,basedonthetwolearningprocessesof"interactionand
acquisition",focusingonthethreedimensionsof"content,motivationandinteraction",takingtheCoulomb′slaw
ofelectricfieldasanexample,thisarticleconstructsapathtoeffectivelyintegratethehistoryofphysicsinto
classroomteaching,hopingtoprovideareferenceformiddleschoolteachersintheteachingofphysicshistory.

Keywords:holisticlearningtheory;historyofphysics;teachingp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ath

(上接第132页)
24Irwin,A.R. Historicalcasestudies:Teaching the
natureofscienceincontext[J].Science& Education,

2000,84(1),5~26
25DietmarHöttecke,Henke,A.,& Riess,F.Imple

mentinghistoryandphilosophyinscienceteaching:

Strategies,methods,resultsandexperiencesfromthe
European HIPST project[J].Science & Education,

2012,21(9),1233~1261

ResearchontheTeachingStrategyofChinesePhysicsHistory
fromthePerspectiveofCoreAccomplishmentofPhysics

DuanYijun LiuBirui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InformationEngineering,NingxiaNormalUniversity,Guyuan,Ningxia 756099)

Abstract:Onthebasisoftheperspectiveofcoreaccomplishmentofphysics,weelaboratethevalueofthe
historyofChinesephysicsinseniorhighschoolphysicsteaching,andonthisbasis,takingtheknowledgeof
compulsoryphysics1inseniorhighschoolasanexample,arrangestheresourcesofthehistoryofChinesephysics
inthefiveversionsofthetextbookofcompulsoryphysics1inseniorhighschool.Finally,fromthetwoanglesof
classroomteachingandextracurricularexploration,weputforwardthestrategiesforassistingseniorhighschool

physicsteachingwiththehistoryofChinesephysics.
Keywords:coreaccomplishment;historyofChinesephysics;highschoolphysics;teachingstrategies

—731—

2022年第12期               物理通报              物理学史与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