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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学史在物理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理学史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还能培养学

生正确的科学观.在物理学史中,关于物理学家犯错的典例在物理教学中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通过介绍几个著

名的犯错典例,探讨其在物理教学中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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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物理教学的改革,物理学史在物理教学中

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不断涌现出高质量的物理

学史教材,在物理教学中物理学史的教学也不断得

到发展.物理学史作为对自然界物理现象的认识发

展史,不仅能够让学生增长见识,加深对物理知识的

理解,还能让学生体验到物理学发展历程中的探究

过程,通过探究的过程让学生更全面深刻地继承前

人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并不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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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的物理知

学科,而不是掌握了这门学科[12].教师不能只讲授

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讲授获得知识的方法[11].因此,
学生在头脑中构建的知识结构不仅仅只有物理知

识,更重要的是与知识相连接的属于物理学科所独

有的物理科学方法.建议学校或相关部门加强对教

师知识分类、科学方法等内容的学习组织与培训工

作,另外,也需要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各种培训

和远程培训等多条途径有计划、有针对性、有步骤地

加强物理知识结构化教学必备的背景知识的补充和

沉淀.
总之,要构建突出物理学科特色的知识结构体

系,解决学生认知结构凌乱,物理学习困难等现象,

需要物理教师重视物理知识的结构化教学,加强自

身对物理科学方法的理解,多阅读,全面学习知识结

构化教学策略的理论知识.相信物理知识的结构化

教学不仅能有效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物理知识的本

质,掌握物理科学方法,有效记忆与应用所学知识,

还能提高教师自身专业发展,提高物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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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物理学史的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都是展示

正面的科学发现过程,对于历史上物理学家所犯的

一些错误避之不谈,导致学生认为物理学发展历程

都是积极正面的,这其实不利于学生对物理学史的

正确认识.在本文中将列举几个历史上物理学家犯

错的典例,并分析其在物理教学中的启示作用.

2 “错误”导致的意外发现

2.1 泊松亮斑的发现

1818年,法国科学院为了解决光的本质问题,

特地举办了悬赏征文竞赛.作为参赛者之一的菲涅

尔,在其论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光是一种横波,并通过

严谨的数学推理解释了光的衍射现象.菲涅尔所提

出的理论体系非常完善详细,震惊了竞赛委员会.但

著名物理学家泊松并不赞成菲涅尔的理论.泊松仔

细研读菲涅尔的文章之后,推导出如果把菲涅尔的

理论运用于圆盘衍射,会使圆盘的阴影中间出现一

个亮斑,泊松自认十分荒谬.泊松错误的判断差点导

致菲涅尔的理论被埋没,好在菲涅尔的同事非常执

着地通过实验进行检验,最终发现,在圆盘衍射中,

圆盘阴影的正中心出现了一个亮斑,并且与泊松的

推导非常符合.由此看来,泊松在自己错误判断的影

响下间接推动了泊松亮斑的发现,而这本来应该叫

“菲涅尔亮斑”的发现也被误导性地命名为“泊松亮

斑”.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如果当初没

有泊松的错误坚持,或许“泊松亮斑”会推迟很长的

时间才被发现,由此可见,物理学家的一些错误判断

也有可能导致意外的发现.

2.2 X射线的发现

如果说“泊松亮斑”的意外发现是因为错误判

断所导致的,那么X射线的发现则是由不该犯的错

误导致的.1895年的一天,伦琴在做完实验之后用

黑纸将真空放电管包起来,然后离开了实验室,但伦

琴离开后突然记起自己忘记关闭真空放电管的电源

了,于是返回实验室关闭电源.当伦琴打开实验室的

门时,伦琴看到黑暗的实验室中一张凳子正发着绿

色荧光,当伦琴关闭电源后荧光也随之消失,重复几

次之后伦琴确定是真空放电管发出的某种东西导致

凳子发出荧光.随后伦琴将手掌放到真空放电管前,

发现远处的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了手掌上骨骼的

黑影,由此伦琴发现了全新的X射线,伦琴也因此获

得了诺贝尔奖.做完实验应该将用电器断电,这是当

今时代每个学生都清楚的操作规范,作为物理学家

在做完实验后忘记关闭电源实属不该犯的错误,但

恰恰是这个错误促成了X射线的发现,只能说历史

有时候太富有偶然性了[1].

以上的两个例子说明了物理学家所犯的一些错

误的确能够促进物理的发展,但这并不代表物理学

家犯下的错误都能有好的结果,这其实是蕴含了物

理学史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当给学生介绍这种类

型的物理学史时,学生容易为这种“阴差阳错”的发

现感到新奇,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并激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但这也容易让学生误认为物理学家犯下的

错误都能带来好的结果,甚至认为犯错并不是什么

大事,这容易对学生的物理学习产生误导.因此我们

在物理学史的教学当中,应该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到

科学发展中的偶然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必然性,尽可

能地还原科学发展的本来面目,突出面对偶然事件

时科学家的态度以及科学家对科学的敏感和坚

持[2].

3 “错误”导致的失败

3.1 经典物理学是终极理论

在19世纪末,随着牛顿力学体系的完善,经典

物理理论完美地勾画出了自然现象的宏图,大到天

体运动,小到原子运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几乎都能

解释,这使得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经典物理学已经

十分完善,科学大厦已经完成,科学家们只需要对过

去的发现进行小修小补即可,已无需再进行过多的

科学探索,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物理学家汤姆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新的科学发现不断受到打

压,比如汤姆生极力反对卢瑟福提出的原子蜕变理

论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这使得物理学家们的思想出

现僵化,也极大阻挡了科学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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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物理学家们由于自己认识的局限性

做出的一些错误预言可能会导致新的科学发现止步

不前,除了关于经典物理学的预言外,还有卢瑟福预

言人类无法利用原子能量、爱迪生预言交流电没有

应用前景等,虽然这些预言很快就被证实是错误的,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科学的发展,这足以引起

我们的警觉[3].

3.2 科拉顿错失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

1825年,科拉顿为了验证磁铁穿过线圈时能否

产生电流,特意设计了一个实验,将一个磁铁插入连

接着灵敏电流计的线圈,如果指针偏转则说明存在

“磁生电现象”,但为了避免磁铁对灵敏电流计的影

响,科拉顿将灵敏电流计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由于

当时科学界都认为磁场产生的电流是稳定的,所以

科拉顿认为插入磁铁后再跑过去隔壁房间可以看到

检流计偏转.但无论科拉顿怎么实验,都没办法看到

检流计产生偏转,科拉顿自认为是因为自己跑得太

慢,从而错失了指针的偏转.可以发现,科拉顿的实

验与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所做的实验基本相

同,但由于科学界的错误思想以及科拉顿的错误分

析导致其与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失之交臂,成为一

个巨大的遗憾.当然这与当时科学界存在局限性有

关,但如果科拉顿能够转变思想,或者请一位助手在

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协助观察,那么历史或将改写.

以上两个例子所反映出的事实却恰恰相反,物

理学家所犯的错误反而阻碍了物理学的发展,虽然

这其中不乏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创新性和灵活性的

缺失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科拉顿的例子更

是告诫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应该灵活变通,应该从多

方面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在物理学习当中是非常

重要的,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很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定

势,在思考物理问题时只从某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在

某一角度百般思索无果之后,对待物理问题便束手

无策.因此,应该通过这类物理学史的介绍,着重培

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

题,不拘束于某一种思考方式,也不拘束于传统知识

的局限,要从原有的知识经验出发,不断地开拓思

维,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4 总结

通过以上的几个例子可以发现,物理学史上还

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一些值得深思的典例,这些物

理学史对学生的教育作用是其他单纯介绍探究过程

的物理学史所不能及的,在物理教学中可以充分发

挥这些物理学史的作用,启发学生应该正确对待物

理学习中的错误.除了以上所提的物理学史,物理史

上还有很多有趣的悖论,比如“芝诺悖论”“EPR悖

论”等,这些有趣的悖论具有极强的逻辑与思辨关

系,容易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兴趣,这些悖论的产生和

解决也不断推动着物理学的发展,对于学生来说都

是有重大的教育意义[4].当然,在给学生介绍这些具

有“错误性”的物理学史时,容易使学生产生疑惑,

该如何去判断错误所带来的影响? 这就需要教师在

教学中适当地引导学生.其实这些物理学史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即能够培养学生敢于批判和向权威

挑战,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造性.相信在良好的

引导下,这些物理学史能够发挥其启示作用,在物理

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的物理学习,提高学生物理学

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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