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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学史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充分挖掘其教育价值并合理渗透于物理教学中,对于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全视角学习视域下,基于“互动和获得”两个学习过程,聚焦于“内容、动机、互动”3个维度,以电

场部分的“库仑定律”为例,建构了物理学史有效融入课堂教学的路径,以期为中学教师的物理学史课堂教学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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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谓是一日千里,与
此伴随着的是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种

背景下,学习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和创

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和手段.关于学习的理论研究更

是数不胜数,或关乎学习的内涵、学习的模式、学习

策略和学习方法,或偏重于某个侧面对学习展开分

析,都有其道理,但各派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
另一方面,《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

确指出要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课标中很多内

容条目均关注到了物理学史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方

面的重要作用,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如何将物理学史

有效融合于物理教学仍是一条探索之道.

1 全视角学习理论

全视角学习理论是立于各派学习理论之外,以
更加广泛多样、更加综合包容的视角,用一种清晰

的、结构化的、系统实用的形式对学习领域内的庞杂

内容进行研究、比较、分析,取其精华,同时注入新的

材料和观点,进而形成的一种整体性学习理论.全视

角学习理论基本模型中认为所有的学习都包含两个

活跃过程 ———“互动和获得”两个学习过程,同时包

含“内容、动机、互动”3个学习维度.

1.1 两个基本学习过程

“互动过程”是指个体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决定互动过程的基本上具有人际交往和社会

属性,而且依赖于环境的社会与物质特征,从而依赖

于时间和空间.许多发生于现今社会的学习在千百

年前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在现今社会,不同国家、不

同地域以及不同的亚文化中的学习可能性也是大为

迥异的.“获得过程”指个体内部心智获得与加工的

过程.决定获得过程的基本上具有生理属性,人类在

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发展后,中枢神经系统和以前额

叶为特征的脑的出现,赋予了人类某种非常特殊的

其他物种所没有的学习潜能[1].
“互动过程”和“获得过程”并不是独立发展的,

而是双向互动、彼此促进与转化的关系.如图1
所示.

图1 学习的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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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互动过程是通过一条带有双箭头的竖线表示

的,箭头的两端分别是个体和环境,环境是整体依赖

的基础,置于模型的底端;而学习个体是特定“个
案”,放在顶端.横向的双箭头线表示学习的获得过

程,这个过程发生于个体水平,置于横向双箭头线的

顶部.
1.2 3个学习维度

内容维度关注的是知识、理解、技能等,在更广

义的视角上考查,它还有着普遍的文化获得特征,同
时一些重要的个性素质,诸如“独立、自信、责任心、
合作能力及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学习也能加

以发展和强化.通过这一过程,一般来说寻求的是构

建意义和掌握知识技能等,从而强化个体的功能性,
即在自己所处环境中恰当地发挥功能的能力.

动机维度在相当基础的意义上指的是实现一个

学习过程所需要的心智能量,这种心智能量是学习

的驱动力,即通常所说的动力、情绪、态度和意志,个
体一般将其投入到学习过程中.通过这一过程,一般

寻求的是维持心智与身体的平衡,同时发展个体关

于自身与环境的敏感性.
互动维度关系的是个体与其所处社会性及物质

性环境之间的互动,包括“周边的、人际交往”水平

和“一般社会性”水平,通俗理解为“活动、对话和合

作”.通过这一过程,寻求的是实现个体认为可以接

受的人际交往与社会的整合,同时发展个体的社

会性.
如图2所示,这个学习三角展示了“内容、动机、

互动”3个维度在作为能力发展的学习中的关系.学
习三角的每个角内标注了代表3个维度的符号性词

汇,角外标注了每个维度的关键词,包括学习目标

(正体)和每个维度所要发展的内容(斜体).

图2 作为能力发展的学习

2 物理学史的作用

物理学史是一部具有大量或成功或失败探究案

例的科学史,是包含着包括物理概念规律、定理定

律、方法、思维等发生、发展过程的知识史.物理史料

记录了物理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极大地显化了科学

家的思维方式,包括科学家是如何发现问题,建构模

型,解决困难并批判性地看待问题[2].
在教学中引入物理学史,一是可以让学生在知识

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身临其境”地学习,能有效地帮助

学生更顺利地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此外,物
理学史包含了大量的科学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案例,物
理教师若能将其穿插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会使课堂内

容更加生动,而且有利于学生发展科学思维,提升科

学素养;再者,物理学史中有大量的史实素材可以用

来教育、启发学生,树立他们科学的信念、科学的人生

观,培养他们坚定的意志,铸造他们优良的心理品质,

不断培育、提升他们的科学与人文素养[3,4].

3 基于全视角学习理论的物理学史教学路径 ———

以“库仑定律”为例

  基于上述对全视角学习理论的阐述以及对物

理学史在教学中的作用的说明,不难发现物理学史

是契合全视角深度学习理念的,因此,考虑在物理学

史的教学中搭建一种全视角学习视域下的教学框

架,实现物理学史的有效教学.
如图3所示.

图3 全视角学习视域下的物理学史教学路径

内容维度是物理学史的内容,通过融入物理学

史内容理解掌握其中的知识技能;动机维度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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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的故事性特征、时间顺序性特征使学生产

生学习兴趣,投入意志情感于学习中;互动维度则立

足于过去和现在两条时间线,“过去”主要是通过物

理学史使学生跟随科学家的脚步进入特定情境,与
“过去”互动,经历知识发现的过程,而“现在”则关

注学生与所处的真实环境中的教学资源的互动,例
如学生间的对话交流、学生实验操作、现今便捷易操

作的多媒体等媒介.
3.1 库仑定律的教学分析

3.1.1 内容分析

“库仑定律”是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三第九章

第2节的内容.从章节内容的位置安排看,库仑定律

既是电荷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也是学习电场强度

和电势差概念的基础,是第九章的重点内容;从课程

内容的大方向上看,“库仑定律”前承牛顿力学,是对

万有引力定律认识的升华,后启电磁学,既为磁场中

抽象概念的学习提供了方法模型,也为后面电场强度

和电势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是力学向电磁学过渡的桥

梁[5].因此,“库仑定律”的有效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3.1.2 痛点标定

首先在学习状态上,学生在学习该部分内容时

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只留下对公式的机械记忆,不
能进入知识的深度学习,不知知识的来龙去脉.短期

看,学生利用公式好像也能解决一些计算题目,但当

学习继续深入,学生就会因为前期对知识的理解太

片面而对后期学习造成影响.
其次是教材内容的呈现上,一是对“电摆实验”

只字未提,二是教材中对知识背景的呈现缺乏,会给

学生一种“库仑凭一人之力就揭开了电荷间的作用

规律”的错觉;最后在实际教学中,学生没有见过实

验装置缺乏感性认识,更谈不上动手操作,缺乏与实

验之间的互动.
3.2 具体的教学实施

阶段一:如图4所示.

图4 库仑定律探究阶段一

  在内容上,引入D.伯努利和富兰克林等人的

发现,使学生清楚探究的内容;在动机维度,通过这

段史实的引入激发学生对探究内容的好奇心;在互

动维度则通过学生真实环境中的多媒体视频具象展

示,增加学生对于电荷间作用力与万有引力之间相

似性的确信值.
阶段二:如图5所示.

图5 库仑定律探究阶段二

在内容维度上,引入爱皮努斯的发现,进入具体

内容的探究;动机维度上,以实操引发学生探究兴

趣;伴随互动维度里实际实验装置的展示(图6),培
养学生动手实验的能力.与此同时,让学生在具体的

实验中再遇科学家所遇难题,进行问题追踪:异种电

荷之间的吸引力如何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 带电体

的电荷量如何得知? 使学生带着明确的问题继续后

续的思考探究.

图6 定性实验装置

阶段三:如图7所示.
在内容维度上引入约翰·鲁滨逊和卡文迪许的

发现;动机维度上,通过对“两位科学家研究均未发

表”引发学生对科学家辛苦研究而未得成果的遗憾

之情,同时牵引出学生对后续故事的好奇心;在互动

维度上,有两种选择:一是课堂中借助多媒体播放探

究中涉及的实验,二是在教学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将

具体的实验过程作为学生的课后拓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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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库仑定律探究阶段三

  阶段四:如图8所示.

图8 库仑定律探究阶段四

  在内容维度,引入库仑的扭秤实验和电摆实验

(图9和图10).在动机维度,由库仑的实验引发学生

对库仑具体实验使用的原理、方法等的学习迫切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互动维度则通过具体的实验

装置展示和多媒体实验视频播放两种方式,达成学

生对”库仑定律“核心内容的深入.

          图9 扭秤实验装置 图10 电摆实验装置

  阶段五:如图11所示.

图11 库仑定律探究阶段五

  在内容维度,引入麦克斯韦、普林斯顿和劳顿

以及E.R.威廉斯等人的后续研究;动机维度上,通
过科学家对“库仑定律”的接续奋斗引发学生对科

学探究的长期性、曲折性、科学性、严谨性的深刻认

识,同时体会科学家的科学探究精神、科学态度与责

任;在互动维度则采取阶段三同样的方式,若是教学

时间充裕,则可在课堂内播放其中涉及的实验,否

则,将之作为学生的课后拓展作业.

4 结论

除上述“库仑定律”的教学外,其他涉及物理学

史内容的章节,例如“自由落体运动、万有引力定律、
电磁感应现象”等亦可按照“获得和互动”两个学习

过程和“内容、动机、互动”3个维度构建的物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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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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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thebasisoftheperspectiveofcoreaccomplishmentofphysics,weelaboratethevalue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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