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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学史不仅描述了物理科学的发展,而且揭示了物理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过程,也记录了物理学家

探索真理的故事.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发挥好物理学史在教学中的作用,充分挖掘物理学史的创新教学功能,使教

学内容既丰富多彩,富有感染力,又能启迪学生智慧,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在教学中运用

物理学史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物理学史  教育功能  创新意识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创新

意识与能力,应成为新世纪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和

最终目标.然而,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将学生视为知识

的被动接受者,严重忽视了学习者的主体地位,课堂

教学的互动性和协作性不能得到有效体现,从而不

利于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培养.
将物理学史的内容引入物理课程教学中,是国

际物理教学改革的主流趋势.物理学史是专门研究

物理学发展进程的学科,它既有详尽的物理学史

实,又有有趣的物理学故事.它对激发学生学科情

感、训练科学思维、激励健康人格等有重要意义.因

此,在物理教育中,为了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和培养创

新能力,可以充分挖掘物理学史的创新教学作用,

实现物理学史教育和物理教学的有效会通,寓物理

学史教育于物理教学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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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evelopmentcourseofthecaseteachingmethodologyisreviewedbriefly,thesignificanceof

usingthecaseteaching methodologyin middleschoolphysicsteachingisexpoundedfromhelpingtopromote

studentsindividualgrowth,promotestudentsthinkinginnovation,stimulatestudentsinterestinlearning,promote

two waycommunicationbetweenteachersandstudentsandimprovetheoveralllevelofteachersetc,thematters

needingattentionfromtheestablishmentofcaselibrary,theselectionofcase,theimplementationofcaseteaching

methodologyetcandtheproposalthatcaseteachingshouldbemoreextensiveintheformandcontentandpay

attentiontotheaccumulationandconstructionofcaselibraryintheimplementationofthecaseteaching

methodologyinmiddleschoolphysicsteachingare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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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史明思:运用物理学史的素质教学激发创新

意识

科学创新首先需要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在物

理发展史中,科学家创新意识而提出了新理论和新

成果的例子数不胜数.伽利略在观察船上油灯摆动

时,强烈的创新意识促使他进行更深入地研究,直

至发现了摆的等时性;也有科学家由于缺乏创新意

识,使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而成为历史遗憾的案

例,如约里奥 居里夫妇对中子相遇而不相识,而

被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查德威克发现了,就是一个

典型例子.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物理学史的典型案例,可以

重温科学家的科学发现过程,营造一种具有鲜活带

入感的教学情景,从而以多种形式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又如,1820年奥斯特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后,

很多科学家随即提出了它的逆效应是否存在,即

“磁”能否生“电”? 法国科学家安培和科拉顿等都

作了很多探索,然却无所收获.英国物理实验大师法

拉第凭借着他强烈的创新意识,领悟到“磁”生“电”

是一种瞬时效应,经过近十年的探索,终于在1831

年通过实验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建立了著名的

电磁感应定律.尽管科拉顿及美国科学家亨利为之

奋斗,但均仅差之毫厘,发现电磁感应的桂冠最后还

是理所当然地归于了法拉第.

通过这些物理史实,使学生了解物理学理论诞

生的艰难曲折过程,以及科学家们探索追求真理的

真实故事,展示前人探索物理世界奧秘的历程可以

很好地激发学生创新意识.从认识的角度看,物理

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为了突出这种认识活

动的特点,物理教学中结合有关内容,让学生了解

物理创新的产生背景和过程,补充和传授相关的物

理学史知识,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

可以使学生熟悉科学家发现规律的思维过程和科研

方法,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物理学发展史,俨然一部

创新探索的历史.可以从丰富的物理学发展史中,提

取创新教学的素材,再经科学选择与整合,用作互动

的典型案例应用于教学过程中,生动再现科学家当

年的研究历程,建构一种近乎真实的创新教学氛围,

从而真正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2 以史启智:运用物理学史的科学方法培养创新

能力

物理教育是科学素质教育的摇篮,对创新思维

能力培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物理学的历史舞

台上,无数物理学家在科学征途上所表现出的独特

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在物理教学过程中,

应该将引介物理学家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实验方

法和理论思维方法),与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和创新能

力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牛顿下意识地思考天体运动时看到苹果落地,

便产生了思维灵感,创立了“万有引力”的概念,建

立了万有引力定律.结合物理学史教学,按照物理学

家在当时是怎样在质疑、实验、探索,解疑等不断深

化的基础上,提出正确的物理概念,建立完善的物理

规律的,使学生像科学家一样亲自参与科学探索和

发现的过程.这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

灵感,使他们产生顿悟,而且还能培养学术的创造性

思维.牛顿在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也

曾说过:“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

作用,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归纳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

一般定律,用观察和实验来建立这些法则,从而导出

事物的原因和结果”.这就告诉我们,科学上的思维

巨人推崇的是科学实验,追求普遍的真理.我们在物

理教学中,注意介绍他们怎样通过创造性科学思维

和抽象概括方法导出规律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物理学史就是一种思维的训练,从身临其境的

参与感中,获得科学方法思想的升华[1].通过这些物

理学史的教学,使学生熟悉科学家发现规律的思维

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中领略到什么是科学研

究? 科学家是怎样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科学

思维方法的熏陶有利于学生从“机械学习、被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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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获得知识”向“灵活学习、积极思考、勇于探索”

转化,获得真正的“智慧”.从长远意义上讲,学生对

这些内容的了解比物理知识的直接传授更为重要,

它不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受了科学方法教育,

而且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3 以史长技:运用物理学史的典型实验培养创新

技能

物理教材中都附有一些典型的物理学史实验,

物理学家在这些实验中所采取的步骤设计、过程控

制、数据处理和实验操作等是培养学生创新技能的

重要元素.在物理教学中,结合这些实验,介绍前人

科学认识过程的实验方法,遵循前人科学发现和发

明的思路来学习,善于把学生推到若干年前,让他们

从当时的科学背景出发去重温科学家们在什么问题

上、什么环节中、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和思想作

出了科学发明和发现,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技能.

例如,在“自由落体运动”的教学中,从伽利略

所创造的“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出发,给

学生创设出问题的情境,在教师的指导下,探究科学

家得出落体规律的步骤,以此帮助学生学习科学研

究的一般程序:观察、猜想、假设、实验验证以及修正

推广.让学生学习科学家的科学方法和实验技能,领

略物理学家的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追寻科学家们

的足迹和道路,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技能具有重要作

用.

同样,欧姆定律建立前,科学上还没有电动势、

电流强度和电阻的明确概念,更没有可供精确测量

的仪器.欧姆却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根据大量的实

验总结出了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在物理教学过程

中,深刻剖折这些典型物理学史实验,解读其蕴涵的

科学创新技能要素,使学生进入当时的历史环境,去

体验物理学家研究工作的具体操作过程,感受物理

学家在解决疑难问题中显示的精湛技能,给学生创

新思维的借鉴和启迪,从而使他们的创新技能得到

有效的培养.

4 以史怡情:运用物理学史的名家精神培养创新

品格

《物理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了物理课程教

学中应该重视和发挥人文素质功能[2].物理学史是

无数物理学家用他们毕生的心血乃至生命写成的历

史,他们执着追求,不畏权威,不惜生命为真理献身

的动人事迹,可以引起学生创新的兴趣和激发学生

创新的精神.如布鲁诺为捍卫科学真理走向火刑场;

伽利略被终身监禁而失志不移;开普勒贫病交加,历

受迫害,死在讨债的路上;笛卡尔、牛顿、惠更斯、卡

文迪什等为了科学研究终身不娶;富兰克林为了研

究雷电而冒险进行“费城实验”,科赫曼为同一目的

而遭雷击身亡;居里夫妇为提炼镭而冒受放射性元

素射线的威胁;法拉第经过近10年的不懈努力,做

了300多次实验,最终得出产生电磁感应现象的条

件.这些感人事例对于培养学生科学思想,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顽强的意志及忘我牺牲的精神非常有

感染力.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经常举一些生动

的事例来说服教育学生外,还应借助物理讲座和园

地等多种方式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多了解物

理学家的高尚人格,拼搏进取的精神和取得的成就,

从中获得成功的启示和力量,增强学生的情感迁移,

促使学生自觉地把科学伟人作为自己的学习楷模,

学习物理学家的研究思想,严谨治学的态度,献身

科学的宝贵精神,以此达到培立养学生创新的品格

意志的目的.
总之,物理学史具有的丰富内涵将在素质教育

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因此,我

们应该将物理学史教育有效地融入物理教学过程

中,真正发挥物理学史的创新教学功能,做到“以史

明思、以史启智、以史长技和以史怡情”的统一,切

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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