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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物理教学中适当地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物理学史在爱国主义教育这方面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按照时间顺序,列举史料,分析了中国物理学史有“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社会责任”“扎根炎黄情结”等

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并从课堂教学和课外教学两个角度,提出了利用中国物理学史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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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是中学

生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重要一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新
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一直砥砺奋进,取得了许多伟

大的成就,然而,当下许多敌对势力时刻在威胁我国

意识形态的安全[1],因此,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下显得

尤为重要.我国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中提出要着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2],《普通高中

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提出要加强国家安

全、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教育[3],由此可见,在物理教

学中,适当地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中国

物理学史在科学史家族中是一门较年轻的学科,其
在爱国主义教育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4],有研

究表明,我国在物理学的发展上,有着许多卓越的贡

献和发明[5],但许多学生对中国的物理学史知之甚

少.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列举史料,从3个方面分析

中国物理学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并提出在物理

教学中利用中国物理学史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

教学建议.

2 中国物理学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2.1 以史为据 激发民族自豪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经》中就有“视学”(光
学)、“重学”(力学),这说明当时中国的物理学已经

开始萌芽[6].从秦朝到隋唐的1200多年间,我国在

物理学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东汉的张衡制造了

地动仪和浑天仪,后汉毕岚制造了龙骨水车,这些都

在科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南北朝时期,祖
冲之的儿子祖暅撰写的《称物重率术》《权衡经》,阐
述了密度、重心和平衡等有关力学问题.宋代沈括所

著的《梦溪笔谈》[7],被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

称之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11世纪的科技坐

标”.明代朱载堉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

数理理论,为现代键盘乐器的创造打下了基础.另

外,图1和图2所展示的漏壶、日晷等古老的计时工

具,被人类沿用几千年之久,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更是享誉世界 ……

图1 漏壶

图2 日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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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物理文化源远流长,本文只列举了冰

山一角,还有太多的辉煌成就值得学生细细品味.历
数古代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能够增强学生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进而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2.2 以危为鉴 培养社会责任

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内包含着遥遥领先于

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近代,

中国的物理学发展缓慢,逐渐落后于西方.
近代中国的封建制度进一步加深,统治者为维

护其统治,利用各种手段控制臣民的思想,使得科学

技术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阻碍,特别是明清以后长

期的闭关锁国,导致中国与国外现代科学技术失去

交流的机会[5];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利用各种侵略

手段阻碍中国的发展,如军事威胁、文化控制、政治

渗透、经济掠夺等,企图让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近代中国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变得毫无生机.在这

样内忧外患的艰苦条件下,近代中国的物理学难以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这一段物理学史揭示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曾

一度陷入危机,但不应该避而不谈,通过以上史实的

教育,客观地分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可以唤

醒学生的危机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励他

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

力拼搏.
2.3 以人为范 扎根炎黄情结

一时的困境并没有让中国的科学事业一蹶不

振,在中国近现代这个时期里,涌现出了许多怀着炎

黄情结的物理学家,他们情系中华,胸怀祖国伟业,

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鞠躬尽瘁,他们的爱国事迹

鼓舞和振奋了中国人民,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学生

学习.
例如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图3),有着一颗强

烈的爱国之心.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而荣获“胜利勋章”;在北京解放之前,国民党想要

强制他去台湾,他宁死不从,历经种种磨难后,避居

香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义不容辞地回到大陆,为
中国的科技事业做贡献,先后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中
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等职

务,推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后来,他又光荣地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3 物理学家严济慈

又如我国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谢希德(图4),全
心全意为祖国效力.谢希德在1951年获得麻省理工

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可谓巾帼不让须眉,然而她博

士毕业后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待遇,毅然回到新中国,

投身到祖国的科技建设中去.她曾担任中国物理学

会会长、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主席团成员等职务,

对中国表面物理、半导体物理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后来谢希德身患癌症,但她一直与病魔

抗争,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也一心一意地继续为党

工作[8].

图4 物理学家谢希德

类似于这样忧国忧民,一心为党的物理学家,在
中国物理学史上还有许多,他们的爱国事迹是爱国

主义教育的宝贵材料之一,能够给予学生深深的触

动,让炎黄情结深深地扎根在学生心中.

3 利用中国物理学史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建议

3.1 课堂教学建议

3.1.1 补充中国物理学史素材

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适当地补充相关的中国

物理学史素材,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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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磁场”这一章中,可以补充我国古代关

于磁场研究的物理学史.我国宋代科学家沈括通过

4种实验,发现了地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的不一

致,即地磁偏角的发现,并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

中记述了这一发现[7],而西方直到公元1492年哥伦

布第一次航行美洲时才发现了地磁偏角,比沈括的

发现晚了约400年.通过图片、视频资料等多种形式

向学生们展示中国物理学史,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也让学生们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古代物理学的

辉煌成就,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3.1.2 角色扮演

利用角色扮演作为课堂引入,让历史在课堂上

“重演”,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
比如在讲授“重核裂变”这一节之前,让学生通

过纪录片或人物传记等资料,了解邓稼先对中国核

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事迹 ———26岁就取得博士学

位的邓稼先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他们打算用更

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邓稼先留在美国,同时,

他的导师和好友也劝他留在美国发展,然而,一心报

国的邓稼先毅然放弃了这些优越的条件,回国工作,

之后,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近30年,把自己的姓名

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

地方,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

献[9].让学生在正式上课之前通过角色扮演在课堂

上还原这一历史,这样既能让学生参与到了课堂中,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能让学生更加感同身受地体

会到中国物理学家在为祖国作出贡献的过程中所经

历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物理学家的爱国之情,并由衷地

以他们为榜样,发愤图强,努力为祖国的科技发展作

贡献.
3.2 课外教学建议

3.2.1 开展有关中国物理学史的活动

可以在课余时间给学生们播放关于中国物理学

史的电影或者相关纪录片,例如“横空出世”这一部

电影,讲述了中国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段历

史,科学家和解放军战士在荒漠中经历了各种艰难

险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制造并引爆了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让世界听到了那一声属于我们自己的东

方巨响.观看这部电影,可以让学生了解到这一段峥

嵘岁月,了解到科学家们为了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

了怎样伟大的贡献,深刻体会到他们的爱国之情.
除此之外,还可以指导学生撰写有关中国物理

学史的小论文,让学生在课外主动查找资料,去了解

中国物理学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物理知识面得

到扩展,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也被潜移默化地培养

起来.
3.2.2 多种途径传播中国物理学史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利用黑板报刊载一些中国

物理学的发明、著作,中国物理学家的格言、轶事等;

加强校园人文景观的建设,如中国物理学文化长廊,
中国物理学家雕像等等.

充分利用第二课堂.比如,指导学生阅读课外的

中国物理学史料;结合物理教材上的知识,举办相关

的中国物理学史讲座;组织学生成立中国物理学史兴

趣小组或兴趣社团,提供中国物理学史的交流平台.
中国物理学史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但形式要

符合中学生的兴趣特点,既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又能在学生了解中国物理学史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

爱国主义情感.

4 小结

总之,中国物理学史具有多方面的爱国主义教

育价值,从古代的辉煌,到近代的停滞和崛起,每一

段中国物理学史都能扣动心弦,唤起学生们浓烈的

爱国情感.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教学,都可以充

分利用中国物理学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培养

出既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更有着满腔爱国热血的社

会主义接班人.让浩淼的历史凝聚成爱国的种子,深
深地埋在学生心中,成长为一颗颗大树,为祖国遮风

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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