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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与物理学分属于文理两大领域,在以往的大学物理教学中,鲜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
为了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物理课程的教育教学功能,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为例,就大学物理课

程教学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在大学物理课

程教学中的作用;阐明了将诗词歌赋引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的具体方式;最后对大学物理教学中引入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进行了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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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长

河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人带来的是美的艺术

享受,属文科范畴;而物理学是一门自然学科,历来

被作为西方学术的典范.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与物理

学分属于文理两大领域,但是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

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物理知识.例如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诗词歌赋,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髓,作者

在创作时巧妙地借用了许多物理知识,使其作品大

放异彩[1].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与物理

学在美学方面也有着高度的和谐统一.诗词歌赋可

以揭示物理现象之美、诗词歌赋蕴含着物理规律之

美、诗词歌赋可以形象贴切地形容物理学发展之

美[2].因此,在新课程理念强调“注重学科渗透”思

想的指导下,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物理学知识更好地

融合,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恰到好处地引入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可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物

理课程的教育教学功能[3].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

以往的大学物理教学中,鲜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

其对大学物理课程的教育教学功能也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
因此,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为例,

就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

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本研究也是物理文化视野下

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一种探索与尝试.

1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诗词歌赋在大学物理课

程教学中的作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包含着大量

的物理知识.诗词歌赋与物理学在美学方面也有着

高度的和谐统一.诗词歌赋可以揭示物理现象之美、
蕴含着物理规律之美、可以形容物理学发展之美.在
大学物理教学中恰到好处地引入诗词歌赋,对大学

物理课程教学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1.1 激发学习兴趣 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物理学科给人的感觉是难学,大学物

理课程更是枯燥乏味、晦涩难懂.对于大学物理教师

而言,授课语言风趣、讲解生动、充满美感,使学生愿

意听并引起高度注意,能够让他们心情愉悦地接受

知识、增加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大学物理课程教

学中,教师若能利用诗词歌赋创设情境,加强诗词歌

赋与物理教学的整合,可以使物理课程教学变得更

加生动有趣,引起学生的高度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4,5].
例如,在讲解“理想气体分子的平均平动动能”

时,可引用南宋诗人陆游《村居山喜》中的“花气袭

人知骤暖,鹊声穿树喜新晴”两句诗来创设情境,这
两句诗写春晴天暖,鸟语花香的山村美景.对前一句

“花气袭人知骤暖”从物理角度可以理解为:花朵分

泌的芳香油分子的平均平动动能增大,分子的无规

则运动加剧,说明了当时周边的气温突然升高.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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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分子的平均平动动能和温度正相关,温度升高,

平均平动动能增大;温度降低,平均平动动能减小.
这是定性的描述,怎样定量的来描述,就是接下来要

讲解的平均平动动能具体表达式.利用诗词歌赋创

设情境,引入物理概念,使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

变得简单易懂,原本枯燥乏味的物理课堂也变得生

动有趣,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习的积极

性.
1.2 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加强物理教学语言的文

学艺术性

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表达形式上的艺术美是一

项很重要的基本教学能力,其中教师讲课时语言感

染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若在大学物理课程教

学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诗词歌赋,如“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出自论语

《子罕》.形容时间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复

返,感慨人生世事变换之快,亦有惜时之意在其中.
又如李白《将进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

雪.”诗人以黄河之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以黄河

的伟大永恒反衬生命的渺小脆弱,哀叹韶华如流水,

人生易老.这些都说明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过程都

是有方向的,就如同“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

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自发过程都是有方向的,

并且是不可逆的.利用诗词歌赋进行物理概念和规

律的讲解,使学生既通过我国文字、诗词感受到物理

概念和规律的奥妙和美妙,又通过物理知识体会诗

词歌赋中的意境,体会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
而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内容,使物理

教学语言充满美感,加强了物理教学语言的文学艺

术性.
1.3 促进师生物理综合素质的提高

将诗词歌赋应用于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可以

使学生在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掌握物理知

识,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

的积极性,丰富物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加强物理教学

语言的文学艺术性,同时还可以通过课堂外的拓展

思考,有效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能力的整体提高[5].如“春潮带雨晚来

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出自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教师可以让学生去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野渡

无人”之时,为什么会“舟自横”呢? 又如:白居易

“暮江吟”中有诗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

江红”,如何从物理角度来解释“半江瑟瑟半江红”?

这些都可以留给学生课外拓展思考.
对于学生而言,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通过图书

馆或者网络来查阅相关资料,进而寻找答案.通过这

样的方式,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学

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另一方面拓展了学生

的物理视野,极大地提高了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能

力,进而促进学生物理综合素质的提高.
于教师而言,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引入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中的诗词歌赋,创新教学法,这就要求

物理教师平时就要搜集、开发、整理包括诗词歌赋在

内的教学资源,将其合理地运用于教学,达到寓教于

乐,提高课堂教学效率[5].
因此,利用诗词歌赋进行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不

仅有利于促进学生物理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

促进教师物理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的提升.

2 将诗词歌赋引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的具体

方式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诗词歌赋对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有着如此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如何充

分发挥诗词歌赋对大学物理课程的教育教学功能?

换言之,如何将诗词歌赋引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中,具体的方式有哪些? 结合教学实践,总结出以下

3种具体方式:

2.1 直接引用

2.1.1 利用诗词歌赋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教学中,引入课题的方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到该节课的教学效果.如讲授相对运动、参考系的

知识可引用宋代诗人陈与义《襄邑道中》的诗句: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这两句可用

相对运动的知识来解释,因为船与云共同运动,以船

为参考系,云是静止的.类似的还有《浣溪沙》中的

诗句“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

山不动,是船行”,这是一首渔夫曲,它以轻快的笔

调,描写了乘风破浪行船时的喜悦心情,同时它也揭

示了选择不同的参考系,对物体运动状态的描述就

不同[7].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即兴朗诵这些诗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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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诗展示在多媒体课件上,亦可选配生动形象的

动画来创设情境,引入新课.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中,利用诗词歌赋引入新课,引入方式新颖奇特,别
具一格,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的高度注

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起到出乎意料的教

学效果.
2.1.2 利用诗词歌赋进行大学物理概念和规律的

讲解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往往无意识

的借助物理知识背景来描摹物态、阐明事理.因此在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可以利用诗词歌赋进行物理概

念和规律的讲解.
如在“波的衍射现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用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唐·王维《鹿柴》)来说

明波的衍射现象.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空荡荡的山里

不见人影,只听见人说话的声音.从物理角度看,“不
见人”:说明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闻人语”说明声

音发生了衍射现象.声波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直线

传播.由于人耳可以听到的声波的波长约在1.7cm
到17m之间,当声波在传播过程中,碰到与声波波

长差不多的障碍物时,声波就能绕过障碍物传到它

的背后去,这就发生了衍射现象[8].而可见光的波长

在400~760nm之间,空山之中,障碍物的尺寸远

远大于可见光的波长,故而可见光的衍射现象不明

显,表现为沿直线传播.
利用诗词歌赋进行大学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讲

解,可以使文学欣赏和物理知识互相渗透,使学生在

欣赏诗词歌赋的同时,领会物理知识,加强了学科间

的融合,加深了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应用.
2.1.3 利用诗词歌赋进行课后习题的编排

利用诗词作为题目背景,进行课后习题的编排,

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坐地日行

八万里”可作为判断参照物方面的练习;“一道残阳

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作为光的衍射和反射

方面的练习;“山头开花山脚香,桥下流水桥上凉”

可作热学和分子运动论方面的练习.这样编排习题,

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还会

给学生一种深层次的美学享受.
2.2 教师自创对联和诗词作品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的数量虽然庞

大,但是其中涉及到物理学科内容的毕竟有限,这就

要求物理教师能够结合具体物理知识或物理事件,

进行自创对联和诗词等形式的作品了.例如在讲解

“场的物质性”时,“电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具有能

量、动量、质量,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与是否放入

试探电荷无关.”教师可改编仓央嘉措的诗歌进行

总结:

你在,或者不在,场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又如,在“机械波”一节课中,在讲解完机械波

产生的条件、波动的特点以及时间推移法求平面简

谐波的波动方程后,为了方便学生记忆,增强物理授

课的趣味性,加强物理教学语言的文学艺术性,教师

可将已讲解的内容用一首自创的七言绝句来进行总

结:

振动传播呈波动,波源介质二者功;波动方程时

间导,迟减早加勿相忘.
在“波的干涉”一节,对相干条件和干涉规律教

师可通过自创的一首小诗进行描述:

于千万波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波(相干需要

条件),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

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叠加),且频率、方
向、相位均满足(相干条件),两波初相若相同,干涉

叠加看波程,波程相差偶数倍,干涉叠加要相长;波
程相差奇数倍,干涉叠加要相消.

这样的总结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达到良

好的教学效果.这可能是平时普通教学形式下讲解

多遍也达不到的教学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将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引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一个

重要原因.
2.3 鼓励学生对物理学相关知识进行文艺化的描

述和总结

学生的创作能力是无限的,为了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教师要尽可能地创

造活跃思维的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创作.
例如,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引入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的教学尝试中,教师可鼓励学生对物理学相

关知识进行文艺化的描述和总结,发动学生进行创

作.学生进行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物理知识的一

种再消化过程,也是对物理的一种审美过程[9].同

时,学生创作的作品又可以为以后的物理教学去服

务,实现师生之间物理美的分享以及往届生和在读

生之间教学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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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物理教学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教学

反思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物理学知识相结合,在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恰到好处地引入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课程的教育教

学功能,是物理文化视野下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

一种探索与尝试.在探索与尝试的过程中,结合本人

的教学实践,认为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3.1 教科书

研究发现,在中学物理教材中代表性较强,应用

范围较广的人教版、司南版和沪科教版3个版本的

教科书中在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时,有着3个共

同的特征:

第一,是在内容的选取上,都注重与物理学科内

容的结合;

第二,在叙述的形式上,都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字

之美与物理的科学之美相结合;

第三,在结构上,形式多样,注重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3].
而大学物理教材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时,

在以上3个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内容选取偏少,叙述

形式略显枯燥,在结构上形式有些单一.因此,教材

编写时应在相关方面做出相应的补充,对与大学物

理知识相关的传统文化的背景、理论以及价值等方

面都可以进行适当的论述和说明.
3.2 教师

对于物理教师而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

词歌赋恰到好处地引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这
就要求教师自身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对中国传统

文化足够的了解,才能做到需要时信手拈来,运用时

得心应手.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多数物理教师长期

在专业范围内钻研,对专业范围之外的中国传统文

化了解不够,对包括诗词歌赋在内的教学资源积累

较少,在运用时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物理教

师在平时就要多读,多看,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注
意搜集,整理,分析诗词歌赋等素材,寻找学科之间

的联系,以更好地发挥其对大学物理课程的教育教

学功能.
除此之外,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引入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的过程中,作为发挥主导作用的物理教师,

在授课过程中还应注意把握好引入的尺度,不可过

多过深的引入,以致喧宾夺主,将大学物理课变成传

统文化课,最终背离我们促进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

初衷.
3.3 学生

对学生而言,除了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了解,扎实文学功底之外,还应改变传统的学习观

念,不能过分地依赖教师的讲授,需发挥主观能动

性,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地对物理学相关知识进行

文艺化的描述和总结,培养自身的创新意识和创作

能力.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歌赋对大学

物理课程教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

元素与物理学知识相结合,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

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是物理文化视野下对大

学物理课程教学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在具体的教学

实践中,教师应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方

式进行引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教师和学生应共

同努力,积极改进,以更好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对大

学物理课程的教育教学功能,最终达到促进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的目的.这也正是本研究的重要意义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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