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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课程是一个视频课程,其中视频用作存储媒体,由图像、文本和声音组成,以连接特定的知识点,总时

间不超过10min.实施高中物理微课教学,可以为学生创造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独立思

考,积极学习,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帮助学生增强独立学习的能力.通过具体案例,总结了如何运用微课

来教授高中物理学史,以促进学生物理思维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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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自然科学,它除对我

们所处的自然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揭示,还因为其在

自然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前辈对于自然科学 ———

物理学的探索而贡献自己的生命以及宝贵的时间,

在探索过程中整理出一套独特的思考方法,对于自

然规律探索中的论证,比如在高中物理实践与教学

过程中所提及的实验与观察、联想与推断、探测与试

探、分析与综合等一系列的探索方式.只有那些伟大

的物理学家通过探索来发现科学的故事与实例,才
能使得学生通过直观模式来获取这些研究成果.将
物理学史的情节加入到实际教学内容中,能够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将物理理论知识与此理论知识来

源有机结合在一起,可以将抽象的物理知识通过时

间刻度来实现对于物理现象的理解分析,实现对于

物理知识的认识与记忆,通过物理学史的深入学习,

能够帮助学生对于微观上每个细节知识点的学习.
能够实现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己的物理学习思维,

培养正确的思考方式和探索方式.
物理学史中包含很多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光辉事

迹,这些事迹不仅体现他们传奇的一生,而且使他们

的科研成果享誉世界.这些事迹将激励学生勇于探

讨物理现象和规律,物理学史中那些感人事迹体现

了物理学家身上的科学精神和对待科学严谨的态

度,这是我们物理理论教学所无法体会到的,这就是

物理学史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意义所在.
从狭义上分析,“微课”是一个简短而完整的教

学视频.从广义上讲,微课应该是迷你课程,应该是

一种学习的资源.除了小视频,它还包含一系列提供

给学生的教育材料.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微课”

是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势.从媒体演示形式的角度来

看,微课的目标是获得技能的提高或者更好地阐述

一个知识点.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看,“微课”可

以更好地让所有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获得满足,是一

种新的学习方式,是传统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从信

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整合来看,“微课”可以提高教

学效果,培养自主学习意识.微课主要响应快速发展

的学习要求,为自学提供方便的学习操作模式.因此

“微课”是当前信息时代教学模式的必然结果.因

此,本文主要探讨微课如何运用到高中物理学史教

学中,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高中物理.

2 高中物理学史微课的应用

微课的核心是一种课程,拥有课程的基本功能.
物理学史的教学中使用微课的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

注意力和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教师可以在发现问

题时立即提供指导.本文重点研究了高中物理学史

—211—

2019年第2期               物理通报              物理学史与教育

* 浙江省教研课题“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物理学史微课程的开发与应用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18270
作者简介:赵顺法(1970  ),男,本科,正高级教师,研究方向为物理教育.



微课的具体案例,探讨了微课如何应用在高中物理

学史教学中.
2.1 高中物理学史微课的规律类教学应用

库仑定律是指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具有相互作

用力的一种规律.1785年,法国科学家库仑通过做

实验得出结论,真空中两个处于静止状态的点电荷

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正比于电荷量的乘积,并且与它

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作用力的方向处于两

个点电荷的连线上,同号电荷是相互排斥的,而异号

电荷是相互吸引的.库仑定律的发现是物理学史中

一项重要内容,如表1所示,利用微课进行高中物理

学史“库仑定律”发现过程的教学.
表1 “库仑定律”的发现

基本信息

微课名称 物理学史“库仑定律”的发现

学科类型与教学对象 高二物理

时间长度 15min

教学目标  了解“库仑定律”的发现过程;提高学生对物理的兴趣

教学资源与环境  利用多媒体播放幻灯片、视频等

教学过程

 第一,先由教师通过PPT形式来实现幻灯片的播放,介绍库仑定律发现的历史背景以及发现的过

程,在介绍过程当中要抛出几个悬疑问题,这样才能引起学生对于库仑定律发现史进一步认识的渴

望.接着让学生自主学习介绍库仑定律物理学史的文本资源,在查阅文献过程中,有的学生就可能想

弄清楚库仑定律发现过程中,科学家是如何通过实验仪器的改进实现更加精准验证“库仑定律”猜

想的正确性的.此刻,教师就要在恰当的时候提出,改用这些仪器真的能够验证或者更加准确验证这

个定律吗? 引导学生开始自己动手做实验仪器,并且亲自来验证定律的真实性.在完成整个实验之

后,教师再一次组织学生对库仑定律提出过程中所蕴含的物理意义进行深入思考,进一步引导学生

学习物理知识的思维方式,并且给出指导意见,来提升学生对于库仑定律的主要思想以及日后对于

物理学的影响

注意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在微课的实施中,这种形式并不是唯一的,教师需要通过实际教学的需要改变教

学形式,以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

设计理念与特色  通过微课的方式,让学生加深对“库仑定律”的印象,真正对物理学习产生兴趣

  万有引力定律,是表征物体之间彼此作用的引

力所遵循的规律.1687年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

律.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是物理学史中一项重要内

容,如表2所示,利用微课进行高中物理学史“万有

引力定律”发现的教学.

表2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

基本信息

微课名称 物理学史“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

学科类型与教学对象 高二物理

时间长度 15min

教学目标  了解“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过程;提高学生对物理的兴趣

教学资源与环境  利用多媒体播放幻灯片,视频等

教学过程

 首先,教师以视频和PPT的形式整体介绍万有引力定律发现的一般背景和过程,使学生自然产生

想要了解物理历史事实的渴望.其次,通过视频让学生知道不仅牛顿,还有哈雷、霍克、笛卡尔、开普

勒、伽利略等对万有引力定律发展做出了贡献,并最终由牛顿通过数学运算来证实万有引力定律.
在完成万有引力定律的完整学习过程后,教师组织学生反思并讨论万有引力定律中包含的思想和技

巧,并提供指导,以提高学生对理念和研究方法的理解

注意事项  需要说明的是:教学过程应该以故事的形式使课堂生动形象和幽默,切忌枯燥的说教

设计理念与特色  通过微课的方式,让学生加深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印象,真正对物理学习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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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中物理学史微课的科学家故事教学应用

回顾物理学史,可以让学生消除当前物理知识

神秘感,缩小科学家和学生之间在学术上遥远的距

离,理解物理科学家伟大的一面,也认识到他们人性

化的特点,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知识过程中,拥有更多

克服难题的信心.物理学史中科学家为真理而献身

的故事如表3所示.

表3 科学家为真理而献身的故事

基本信息

微课名称 科学家为真理而献身的故事

学科类型与教学对象 高二物理

时间长度 15min

教学目标  了解科学家为真理而献身的故事,让学生认识和理解追求科学真理的艰辛和伟大

教学资源与环境  利用多媒体播放幻灯片、视频等

教学过程

 首先,教师在课堂开始时要简要介绍一下科学发展的曲折性,也可以让他们意识到很多科学家为

了科学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此时,教师要以幻灯片的形式来介绍每个科学家的动人事迹.例如著名物

理学家伽利略为了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监禁终身;著名物理学家利赫曼为了研究雷电现象,进

而引雷电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电学著名物理学家法拉第放弃荣华富贵,曾经多次拒绝被授予的封爵,

而甘心研究物理,做一个普通的“平民法拉第”.最后教师就总结那些为了物理的研究,不畏艰险,不

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不求回报,不怕权威,追求真理的高贵品质.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于实事求是的

学习精神以及科学态度.最后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己体会,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

注意事项  需要说明的是:教学要生动,不能说教

设计理念与特色
 当学生更多地了解这一点时,他们当然会体验到物理科学家高尚的品德.从而让他们更崇拜科学

和文化,激励他们认真学习,并鼓励学生拥有积极的学术热情.

  教师通过教学教材知识,对物理学历史演变的

分析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概念,理论,规律和物理科

学知识发展的各个方面,它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物

理整体系统知识,最终逐渐掌握了正确的科学思维

方法.物理学史中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故事如表4所

示.
表4 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故事

基本信息

微课名称 科学家发现真理的故事

学科类型与教学对象 高二物理

时间长度 15min

教学目标  了解科学家只有注意观察和实验,才能发现真理

教学资源与环境  利用多媒体播放幻灯片、视频等

教学过程

 首先,教师简要介绍观察和物理实验的重要性.其次,教师以PPT形式介绍底片曝光的原理.第

三,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伦琴在实验中,不经意间发现包有黑纸的底片被曝光,并发现X射线,获得

了诺贝尔奖.第四,以故事的形式,给学生讲1800年的哥尔茨坦和1887年的克鲁克斯,揭示了类似

的现象,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它.第五,用视频播放卢瑟福是如何发现原子核式结构的,卢瑟福在实

验中,对粒子束穿透金箔进行观察,有 1
1000

粒子在穿过金箔时改变了之前飞行路径,这个偏差和微

小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正是因为卢瑟福的分析和观察能力使他发现了核结构.第六,总结,这些科

学家善于观察,细心实验才发现真理.最后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感想和看法

注意事项  需要说明的是:教学要生动,不能说教

设计理念与特色
 在理解这些知识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认识到观察和认真实验是研究物理学的关键.因此,在未来

的研究中,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实验,制定精确准确的观察计划,养成努力思考和总结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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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与特斯拉之争引入中学物理教学的意义

丁江铃  谢元栋  纪 煦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收稿日期:2018 06 20)

摘 要:新的课程标准横空出世,课程目标变为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科学态度与责任.将物理学史

中爱迪生和特斯拉的故事灵活应用于人教版《物理·选修3 2》的一个章节 ———“交变电流”中,引导学生建立正确

价值观和培养科学态度与责任.物理学史中科学家的错误可作为物理教学的素材引入课堂,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态

度与责任,更好地实现课程目标.
关键词:物理学史  态度与责任  中学物理

  数学家尼古拉斯·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

曾说过:“人类的认识历史,也就是一部认识错误的

历史.”在物理学发展的漫漫长河里,我们的科学家

也是从无数的错误之中酝酿出了少数经得起实践考

验的正确理论.借用牛顿的一句话进行改编:提出了

正确理论的科学家是站在无数科学家错误的理论基

础上的.若将物理学科本身的历史引入教学中,既有

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物

理知识,还能通过物理学家的行为对学生进行科学

态度与责任的培养.

1 物理学家的错误作为中学物理学习素材的必要

性

  众所周知,教师不仅要教书还要育人,目前在

学校“育人”方面的主要承担者是班主任,而科学的

态度与责任又有其特殊性,需要我们物理教师承担

起培养的责任,但物理教师与班主任这两个身份并

不总是重叠的,故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物理课堂对学

生进行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养,培养的途径之一就

是介绍丰富的物理学史.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曾

3 结束语

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为教育技术的发展改革

开辟了新的机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微课资源,

对提高高中物理课的效率和质量具有积极影响.微

课的广泛使用使得在高中以黑板为基础的传统物理

教学方法,逐渐转变为多元化的学习教学模式,不仅

实现了教育内容的多样化发展,而且促进教师和学

习对象的交流,转变了课堂教学方式.同时,师生之

间的沟通为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物理教学的基本价值不仅在于使学生获得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塑造良好的人格,

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因此,

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技能,以及用科

学的方法开展教学研究,是每个物理教师要解决的

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方法:比如发展创新能

力,通过实验来学习,基于研究的学习等.然而,在物

理教学过程中,恰当地添加了物理学史上的一些内

容.通过研究历史,学生可以理解物理学进化的规

律,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正确理解科学与哲学之

间的关系.树立科学观,激发学生享受科学,寻求真

理,寻找创新思维方式,为提高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奠定基础.认真总结物理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学生

的成长.对于学生的重视发展也非常有用.而通过微

课和高中物理学史学习的完美结合,对于学生的学

习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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