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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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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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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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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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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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当回顾物理学史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历史几

乎可称之为错误史.在许多科学家所想出的所有理

论中,大多数是错误的,因而没有生存下来.只有少

数正确的理论才继续生存.仅仅考虑这些现存的理

论,会给人们形成一种不断进步的印象.”我们在将

物理学史应用于中学物理教育的过程中绕不开物理

学家的许多错误,一是因为物理学史本身就是正确

和错误交替的历史,且错误占主体;二是物理学家的

错误也能引发学生对物理学家的思考,不再是高高

在上,而是如普通人会犯错,同时带领学生正确评价

这位科学家,对学生进行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养.

2 如何将物理学史引入中学物理———以爱迪生与

特斯拉之争为例

2.1 在章节之初介绍 引出交变电流之主角

在人教版选修3 2第5章———“交变电流”章节

的开端,教师向学生提出两个问题:(1)前面我们学

习了直流电,直流电有什么特点? (2)生活中的家

庭电路输出的是直流电吗? 提出两个问题,学生直

接回答后,向学生介绍当时的时代背景:爱迪生作为

当时美国有名的“发明大王”,其公司“爱迪生电灯公

司”则是由当时美国最大的摩根财团支持,拥有强

大资源的爱迪生坚持捍卫直流电在电力行业的霸主

地位,在爱迪生手下打工的特斯拉则向爱迪生提出

用交流电进行输电.再次提问:如果你是爱迪生你会

怎么做? 让学生讨论回答,寻找学生中的不同答案,

最终揭晓答案:爱迪生无视特斯拉的建议,特斯拉离

开爱迪生公司,与西屋电气公司联手与爱迪生竞争,

最终交流电胜利了.提最后一个问题开放讨论:“为

什么爱迪生当时不采纳特斯拉的建议? ”

这整个教学过程中没有物理知识,很多教师可

能会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物理课堂时间,其实不然.这

样的介绍,再加上一个问题:那么交流电到底有何特

点能战胜“发明大王”爱迪生呢? 就是一个别出心

裁的引入了.

2.2 在章节之末提问 思考直流电与交流电的优劣

在章节之末,学习完整的交变电流,先让学生总

结交变电流的特点以及远距离输电的电流、电压和

功率关系,再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远距离输电不

选择直流电呢? ”作为课堂的结束,让学生作为一

个小课题收集资料,下节课可以一起交流讨论.下节

课就可以借助学生收集得到的资料引出爱迪生和特

斯拉的战争,介绍爱迪生为了捍卫直流电的地位,恶

意丑化交流电,不顾自己曾经反对死刑,推动纽约州

政府将绞刑改为用交流电做电源的电刑.再次提出

问题:“你怎么看待爱迪生这个人的一生? ”鼓励学

生勇于发言,尊重不同的看法.在最后引导学生正确

评价一个人:评价一个人要结合他当时所处的时代

背景和他的社会地位,科学始终是和政治、经济乃至

宗教相互关联的;明确科学家行为的对错,不因为科

学家的光辉而美化其所犯的错误;评价要同时考量

他所犯的错误和他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两个方面,辩

证地看待这个人.
在这一教学过程之中,正是引导学生建立正确

的价值观和培养科学态度与责任的过程,让学生从

科学家的错误之中反思科学精神之所在,更起强调

作用,也鼓励学生积极探索科学,求真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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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教学的创新性这一特点日渐

突出,通过各种途径丰富物理的教学资源,帮助学生

更好地成长是我们每个教师的义务,物理学史中许

多科学家的错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等待我们挖掘加

工,转换为我们培养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的有利武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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