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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背景下,物理教学中也应该积极渗透革命传统教育,传承革命传统文

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革命传统教育融入中学物理教学可行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革命传统教育融

入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意义,并且以革命史实、军备器械、伟大人物为切入点,对二者的有机结合进行探索,以期为

广大物理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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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革命传统进中小学

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1].《指南》中提

出革命传统教育应该贯穿大中小各学段,覆盖人文

社科与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
仅要在涵养学生人文底蕴时植入红色基因,更要在

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同时打好中国底色,“形成教育

的整体效应”[2].物理学科作为中学阶段重要的自然

学科之一,涵盖内容全面,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形成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如何将革命传统教

育融入物理教学实践之中,充分发挥革命传统文化

的铸魂育人功能,是物理教学实践中落实《指南》精

神的关键任务.因此,结合物理学科特点与具体知识

内容,探索革命传统教育融于物理教学的切入点,实
现中学物理教学与革命传统教育有机结合正当

其时.

2 革命传统教育融入中学物理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其最

大的特点是以实验为基础,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这
一特点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历程中形成的一切

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于革命斗争的严谨作

风高度一致.正是因为物理学的本质特征与革命传

统文化的基本特点相契合,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可

能.此外,物理学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各个阶

段,在国防科技、医疗器械、尖端技术各领域中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的理论知识与科学实验向学生

传递的实事求是、合作交流、无私奉献、接续奋斗等

优秀品质,正是革命传统教育对学生价值观念方面

提出的具体要求.而我国科学事业能达到如今的成

就,离不开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

无私奉献,面对各种困难、挑战的情况下,仍然肩负

起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重任.这些科学家浓厚的爱

国主义情怀与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是在物理课堂

中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天然素材.
因此,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本质特征,还

是物理学科中渗透的严谨求实、锐意创新,亦或是老

一辈物理学家身上的家国情怀,都是物理学科对革

命传统教育中实事求是、革命斗争精神、爱国主义情

怀与艰苦奋斗传统的独特诠释,便于教师在教学目

标设定、教学活动安排中全方位地融入革命传统教

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奋斗方向与政治信仰.

3 革命传统教育融入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意义

物理教学中融入革命传统教育,并非将二者简

单叠加,而是以物理知识的讲授为主线,整合革命文

化中的物理教学资源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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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对学生的价值观念、理想目

标实现深度浸润.目前,由于升学压力的存在,实际

的物理教学中过于强调知识传授,只是单纯地从知

识自身的角度看待物理概念、物理规律,忽略了物理

学科的育人职责.如果灵活地选择切入角度,挖掘革

命传统文化中的物理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有利于改

变教师“满堂灌”与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现状.对于

教师来讲,教学中融入革命传统文化,更加全面、立
体地认识物理学科的育人价值,营造具有道德感染

力的物理教学氛围[3],改变单一的教学方式进行课

堂教学,不仅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也是提高教学效

率的重要方式.
同时,教师从育人的高度进行知识讲授,由传统

的知识本位上升到价值本位,有利于转变学生的学

习观念,从国家民族的高度理解学习的意义,明确自

己的使命担当.比如,在教学中讲述建国初期我国在

航天领域的艰难探索历程与如今领先世界的伟大成

就,通过对比突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点
燃学生的爱国热情.介绍我国当前的半导体等“卡脖

子”领域,培养学生锐意进取、知难而进的远大志

向,形成 “缓进则退,不进则亡”的进取心与危机感.

4 革命传统教育融入中学物理教学的实施路径

4.1 以革命史实为切入点 感受革命时期的艰苦

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革命历程中,发生了无数足

以载入史册的伟大事件,比如万里长征、抗美援朝

等.这些伟大的革命事件中往往蕴含着一定的物理

知识,可以基于事实,对其进行整编融入物理教学实

践中.在科学的语境下向学生讲述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的艰辛历程,加深学生对革命精神的理性认识,
传承红色基因.

以“位置变化快慢的描述———速度”为例,教学

过程中可以利用“红军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编制练

习题,复习前面所学知识,加深本节课的知识理解.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在长征期间红

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

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包括了20余座

海拔4000m以上的雪山,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

阱”的茫茫草地.其中,红一方面军自1934年10月

开始长征,从江西开始,途经福建、广东、湖南等11

个省级行政区,行程约12500km,于1935年10月

到达陕北根据地.江西省与陕西省的直线距离约为

700km.问:(1)红一方面军在长征过程中,所走的

路程和位移各是多少;(2)平均速度与平均速率各

是多少,并与正常成年人的步行速度进行比较.
首先,学生通过对“路程”与“位移”、“平均速

度”与 “平均速率”这两对重要且不易理解的运动

学概念进行辨析,有利于对各自的区别产生更加深

刻的理解,实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其次,通过求解

红军长征时的平均速度,并与正常成年人的步行速

度进行对比,感受长征途中红军遭遇的艰难条件,进

一步体悟当前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4.2 以军备器械为切入点 体会物理知识的实践

价值

在革命战争期间,各种武器装备中广泛应用了

物理学中电磁学、力学、能量转化等知识,是课堂教

学中渗透革命传统教育元素,体现物理知识实践价

值的天然载体.因此,在讲授物理知识的同时结合战

时所用的军备器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其中

蕴含的科学原理,创设物理情境或引导学生复习所

学知识,传承革命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
例如,抗战时期红军使用的步枪主要由枪管、机

匣、枪机、供弹具、击发机构、发射机构、瞄准装置和

枪托等部分组成,不同的组成部分运用了不同的物

理知识.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具体知识,向学生介

绍各个部分的工作原理.击发机构与发射机构利用

了能量转化与气体压强的知识.扣动扳机后,弹簧带

动击锤运动,此时弹簧累积的弹性势能转化为击锤

的动能.击锤撞击击针瞬间,二者会发生动能的部分

转移,其余动能转化为由于摩擦产生的内能.击针撞

击内底火,使底火燃烧,击针的动能转化为底火燃烧

时的内能.底火中的化学物质燃烧后产生气体,随着

气体逐渐增多从而增大气压,子弹受到推力而产生

加速度,最终高速射出.枪托的设计主要考虑到子弹

射出时,枪体会产生较大的后坐力,避免对士兵造成

伤害.在不考虑阻力的情况下,子弹与枪体的运动可

根据“动量守恒”进行分析.
此外,抗战时期用于杀菌消毒的水晶紫外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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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紫外线的本质是波长范围为5~370nm的电

磁波;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发明的手摇发电机,结构简

单,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制作,在实践中加深知

识理解.

4.3 以伟大人物为切入点 发挥革命先驱的榜样

力量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历程可以发现,无

论是动荡战争时期还是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亦或

是改革开放以来,都有着一大批物理学家为了国家

科学事业的发展前赴后继,呕心沥血,而这些科学家

投身于科学事业的不竭动力正是对祖国的热爱.因

此,在课堂上可以向学生介绍这些物理学家的人生

履历与科研成就,发挥其榜样力量,通过内部驱动的

方式培养学生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4].
以“核裂变与核聚变”一节为例,在教学中可以

讲述建国初期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投身于核事业

发展的伟大事迹.

1924年,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1941年

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1950年,在美国

普渡大学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毅然回

国,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制之中.在我国进行的

前32次核试验中,他一共指挥了15次.即使在核武

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危险时刻,邓稼先也与操作人

员坚守在一线.在一次氢弹的试验中,由于降落伞没

有打开,氢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此时邓稼先不

顾阻拦,冲进试验场,抱起摔裂的弹头.在个人安危

与国家利益面前,他果断选择了后者.最终,在1964
年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图1)与氢弹爆炸

成功(图2).邓稼先也因为辐射患上直肠癌,并于

1986年去世,临终前,邓稼先的最后一句话是:“不

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而他的伟大事迹在生命

的最后一个月才得以披露,被世人所知.

图1 我国第一颗原子爆炸成功

图2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除此之外,应崇福先生在超声领域做出了巨大

贡献并成立学会培养先进人才[5];赵忠尧先生为取

回50mg镭,不顾生命安危,一路乞讨到长沙的清

华大学校区[6].这些胸怀家国的科学家虽然离我们

越来越久远,但不能被遗忘,反而应该通过物理课堂

的介绍,不断加深学生对他们的了解,并以此为目标

要求自己.

5 结束语

在物理教学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仅推动了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更是对立德树人进

行了全新的阐释,即立革命传统美德,树“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人.从革命史实、军
备器械以及伟大人物出发,将革命传统教育融入物

理课堂,有利于结合物理知识,引导学生从科学的角

度回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历程,激发学生的民

族责任感,常怀报国之志,将个人的努力方向融入国

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之中,呈现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

力量,民族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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