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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物理学知识,将传统文化作为物理知识的载体融入到物理教学中,可以更

好地发挥物理教学的育人价值.汇总分析了人教版物理教科书中囊括的传统文化内容,并对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物理

知识进行了解读,同时从融入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人文思想和科学理念出发,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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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教育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

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所积累和沉

淀下来的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起着推动作用的包括

物质、制度、精神等各种事物的总称[1].它是民族的

历史沉淀,不仅具有深刻而厚重的内涵和丰富多彩

的内容,同时还承载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诗词歌赋、古典书

籍、成语俗语、发明创造、历史故事、传统建筑等诸多

方面,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及精神文明成果,是中国

人的一种精神象征.教育部在2014年3月颁布的

《完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地理、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应结合教学环节渗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党的十八大也对我国

教育工作提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将
中华传统文化与物理知识相结合,重视对学生核心

素养、人格品质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2 中华传统文化在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中的分布

现状

  传统文化丰富的哲理、给人启迪的典故、教人

奋进的诗词等将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思维的深度和

广度[2].因此教材也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物理教学中的融入.笔者对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八年

级下册、九年级3本初中物理教材进行研究与对比

分析,并对每本教材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内容的分布

进行汇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内容

章节 内容 类别

1.1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日晷、沙漏等 发明创造

2.1声音的产生和传播 古筝 发明创造

2.2声音的特性 编钟、锣鼓 发明创造

2.2声音的特性 引吭高歌、低声细语 成语俗语

2.3声音的利用 中医 发明创造

—24—

2023年第6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 河南大学2020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 与 实 践 立 项 项 目,项 目 编

号:2021SJGLX084.
作者简介:杜明荣(1969  ),女,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续表1

章节 内容 类别

2.3声音的利用 天坛的回音壁等 传统建筑

3.3液化和汽化 坎儿井 传统建筑

4.1光的直线传播 牛郎织女 历史故事

4.3平面镜成像 铜镜 发明创造

4.4光的折射 《史记》《梦溪笔谈》《登州海市》 古典书籍

6.4密度与社会生活 青铜器、冶铁业、沧州铁狮子 发明创造

9.1压强 篆刻刀 发明创造

10.3物体的浮沉条件与应用 郑和下西洋 历史故事

12.1杠杆 《史记·荆轲列传》 古典书籍

20.1磁现象 磁场 春秋时期发现磁石 历史故事

20.1磁现象 磁场 司南 发明创造

21.1现代顺风耳--电话 烽火台 传统建筑

3 中华传统文化的物理学内容分析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物理

文化知识与科学教育息息相关,在当今社会发展中

占有重要地位.中华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大量的物

理知识与原理.下面从声学、光学、热学、力学、电磁

学5个角度解读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物理知识.

3.1 从声学角度解读中华传统文化

首先,教师在讲解关于声音的产生和传播的知

识时,可以引入李白的诗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

春风满洛城”.其次,讲到声音的特性时,引用辛弃疾

的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其中“听取

蛙声一片”蕴含了关于音色的知识.同时《红楼梦》

中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也体现了人不同、音色

不同的知识点.然后,教师讲到关于回声的现象时,

可以选用出自《列子·汤问》的“余音绕梁欐,三日不

绝”,它的意思是歌声的余音在房梁间缭绕,经过多

日未断绝,形容歌声优美、余味无穷.
教师将古诗词、古代典故等传统文化融入到课

堂上,能于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3.2 从光学角度解读中华传统文化

皮影戏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的物

理原理如下,即光线在同种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

受到物体的阻碍后,形成了影子.在教学中融合这种

传统文化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向学生普

及了皮影艺术.
在古代诗词中,包含关于对“在同种介质中,关

于光沿直线传播原理”的描写.比如李白的《月下独

酌》,其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展现了这种现

象.类似的还有成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并且《墨

经》和《梦溪笔谈》中都出现过的“小孔成像”,同样

是利用了光沿直线传播的原理.
在课堂中穿插这类诗词和典故,教师在向学生

讲解知识的同时,也能使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

3.3 从热学角度解读中华传统文化

在进行热学知识教学中,教师可以引用诗句“遥

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用于讲解分子动理论.同时

民间的通俗语句“酒香不怕巷子深”也可以用分子

热运动来解释.
教师在讲解物态变化时,可以引用诗句“春蚕到

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体现了熔化现

象,即蜡烛受热熔化变成蜡油,从固态变成液态.中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

霜”也有此方面的体现,它包含了液化和凝华现象.
与其相似的还有俗语“霜前冷,雪后寒”,“霜前冷”

因为霜是水蒸气遇冷凝华成的小冰晶,霜前的温度

必须足够低才能形成霜,故而感觉到冷;“雪后寒”

是因为雪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华成小冰晶,下

雪后雪熔化吸收热量,所以会感觉到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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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与物理知识相融合,使学

生在形象地理解了物理知识的同时,也能体会古典

意境,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这种融合也能使学

生印象深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利于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

3.4 从力学角度解读中华传统文化

教师在实际的力学课堂上,穿插和运用包含物

理力学元素的传统文化知识,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在古代典籍《墨经》的记载中,第二十一条“力,

刑之所以奋也”表明了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这

是我国关于牛顿第一定律的早期探索记录,也是“力

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的最早说法.并且这

本著作中还包含许多有关力学、工程技术等论述,物

理教师应去探索其中更多适合融合到物理课堂上的

元素,使教学内容丰富生动.这种传统著作中的力学

知识,还有像赵州桥中体现的结构力学、划龙舟中蕴

含着的流体力学等内容都值得我们引入到课堂上.
教师在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使学生开阔视野,

增强文化自信.
关于力学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很多,例如,壮观

的汉代砖刻说明在古代我国就已经采用滑轮作为起

吊工具了;元代《农书》中有对水磨的记载,比如湍

急的河水也能推动水磨,这说明运动的物体蕴含能

量;出自宋代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名句“会挽

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中挽弓射箭则体现了

将弹性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物理规律.将这类诗词融

入到课堂中,引导学生形成能量的概念.
物理教师应勇于打破学科界限,发现更多文化

瑰宝中的物理知识,将其进行有机地融合,不仅能加

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还能向学生展现中华传

统文化的魅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3.5 从电磁学角度解读中华传统文化

教师在讲解电磁学的内容前,先引入中华传统

仪器司南,不仅能向学生普及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司南是传统意义上最

早的磁性指南仪器,追溯到东汉时期,学者王充在

《论衡》中也有记载,即“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

指南”.

北宋科学家沈括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偏角的

人,也是著作《梦溪笔谈》的作者.他在《梦溪笔谈》

卷二十四中有记载“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

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即用磁石去磨针尖,针尖就

指向南,不过常常略微偏东,并不完全指向正南.这

一记载显示了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

全重合,存在磁偏角,是关于磁偏角的最早记录.
在物理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内容,能帮助学

生快速理解新知识,并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古人的智

慧.教师需要合理结合课本、运用历史故事,对物理

知识进行延伸和拓展,围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立

德树人的目标,让物理课堂丰富多彩.

4 在物理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

物理教学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过程,教师在

讲授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学习兴趣、思想品质、

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同时,传统文化元素可以

在教学的重要环节中进行渗透,灵活地运用传统

文化素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以下3个方面

进行探讨.

4.1 课前导入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激发学生

探究兴趣

在学习关于声的知识前,教师可以先简单地介

绍曾侯乙编钟,让学生了解这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乐

器,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铸造技术的最

高成就,其中蕴含丰富的声学知识.然后导入北京天

坛的回音壁、三音石、圜丘坛3处建筑等,在课前展

示其相关资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为学生讲解

这些古代建筑是利用了声音的反射原理,从而引出

新课.
在讲授分子热运动前,教师可以先导入墨子早

在公元前5世纪的《墨子·经下》中提出的“非半弗

斫,则不动,说在端”的知识.即物质不断从中间分

割到无法再分,称为“端”,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

位,是现代原子说的雏形.同时是墨子和他的学生共

同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倒像的实验,并解释

了原因,指出了光沿直线传播的性质.他们早于西方

2000多年得出相似的理论,这也是对光沿直线传播

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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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电磁学的授课前,教师通过引入“古代科

学家沈括发现磁偏角时间,比西方1492年哥伦布航

海发现地磁偏角的时间早了400多年”的事件,激发

学生的探究兴趣,坚定其文化自信.
教师也可以通过举例“1293年郭守敬在通惠河

建立了24座船闸,使运粮船可逆流而上”的故事,引

出关于力学的知识点.我国最早关于手工业技术的

文献《考工记》中的“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即

马拉车时马没有力气了,车还能前进一小段.这是关

于惯性的最早记载阐述,相比于西方来说,我国起步

更早.在讲解新篇章“力”的时候,引用此类事迹,引

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向学生展现古代的伟大事迹.
课前引入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事迹和典故,不

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文化自信,也有利

于学生对 相 关 内 容 的 掌 握,提 高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豪感.

4.2 课中引入传统文化 创设物理情境 帮助学生

树立观念

教师在讲解声音传播的知识时,可以引入古代

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其中有行军宿营,

士兵枕着牛皮制的箭筒睡在地上的故事.提问学生

为什么这样能及时听到夜袭敌人的马蹄声.教师在

课堂上利用这个故事创设情境,结合讲授的知识点

提出这个问题,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教师在提问

之后要及时为学生进行以下讲解,即这是因为声音

可以在固体、液体、气体中传播,且在固体中传播

最快.
在进行关于沸点的知识讲解时,教师能引用出

自《元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回》的句子“扬汤

止沸,不如去薪”,它的意思是水烧开了,用水瓢扬一

下热水,可以暂时止住开水,但马上还会再开,然而

把锅底下的火熄灭,就会永远止住水开.通过这个故

事,创设水沸腾的物理情境,让学生更清楚地理解知

识点.“扬汤止沸”后喻暂缓危急之困境,治标不治

本,不能从根本解决难题,在讲授物理知识的同时,

也可以向学生传播“遇到困境,要从根本去解决问

题”的这种人文思想.
当学生对力有了基本的认识后,教师通过介绍

“捣米的就舂”“汲水的桔槔”等这些古代巧妙的设

备,或者引用俗语“小小秤砣压千斤”等,创设相应

的情境,并用杠杆原理来解释,使学生理解得更加生

动透彻.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也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学生的兴趣为基础进行课

堂设计.教师通过给学生们引导、讲述古代科学技

术,使其理解知识点后,再让他们思考科学探究过

程.例如,如何利用实验来验证真理,怎样用物理思

维解决复杂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教学中可以运用的,

而不仅仅是学习课本上的概念与规律.
课堂上,适当融入能体现当节课物理知识的传

统文化,加强学生的理解,在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同

时,引入物理概念,帮助学生建立物理观念.并且通

过对以上这些故事中蕴含的问题探究,让学生在学

习物理知识的同时,了解古代文化知识,有利于学生

科学素养的提升和物理观念的强化.

4.3 课后运用传统文化 了解古代科技 强化学生

科学思维

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这些优秀的

传统文化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密不可分.在课后,

教师可以布置一些任务,像做实验、手抄报、知识分

享会等,让学生将物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于活动中

培养其核心素养.
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传统文化典故“曹冲称象”,

让学生在课下利用小船和沙土模拟这个实验情景.
不仅能使学生认识到浮力,还可使其深刻地体会到

实验“力的合成”的原理和其中包含的等效思想.在

这个实验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

产生枯燥的情绪,从而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强化学生

的科学思维.
在课后,还可以引导学生完成制作司南的实践.

它的制作原理如下:先是用天然磁铁矿石磨成一个

带长柄的勺型磁铁,放在一个光滑圆盘上,盘上标上

代表方向的刻纹.通过此类活动,来强化学生的物理

概念,提高其实践能力.
另有在先秦时期已开始普遍使用的洗漱用

具 ——— 鱼洗.鱼洗的喷水现象包含了水波叠加、

干涉和共振等丰富的物理原理,可以与高中物理

中“波的干涉”部分的知识点连接起来[3].课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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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面前展示一个看似普通的铜盆,摩擦手柄使水

面喷水,让他们看到鱼洗喷水的现象,为学生解答其

中包含的物理原理,然后,让他们自己动手实践.这

个过程不仅让传统文化和物理知识结合起来,巩固

学生的物理知识,也让学生认识到了古代人民的

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与物理教学的融合让教师对学生

进行知识传授时,使学生不仅学到物理学知识,也了

解到我国的历史文化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学

习文化知识而产生心理感情共鸣,并从中获得了感

性体验,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核心素养、认知能力、创

新思维能力等.
在以上的物理教学中,将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

当融入,实现了物理与语文、历史、音乐等学科的跨

学科结合,这是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

对物理实践教学的一点补充.最后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也要充分利用教材内容来体现出传统文化内涵,

同时结合实际生活案例具体分析物理知识点,使学

生理解得更深入、更透彻、更完善.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和教学理念将会在中学物理课堂中得到充分利用.

“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

的重要观念.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我们利用中国古代

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与技能的同时,

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浩瀚如烟海,其中蕴含

着丰富的物理知识.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学生学习

物理知识有着重要作用,并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文化素养和科学探究方法等方面都有举足轻

重的影响.在物理课堂中引入中华文化元素,对传

统文化的弘扬,对文理两种文化的交流,对学生综

合素质提 高 和 创 新 精 神 培 养,都 具 有 积 极 的 意

义[4].物理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在各种各样的诗词

典故和历史古籍等文化体裁中发掘物理元素,然

后将其合理运用在课堂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的核心素养和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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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CultureintoPhysicsTeaching

DUMingrong KONGZhenle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s,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0)

ZHANGKun
(OfficeofAcademicAffairs,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0)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containsrichphysicalknowledge.Integratingtraditionalcultureinto

physicsteachingasthecarrierofphysicalknowledgecanbetterplaytheeducationalvalueofphysicsteaching.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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