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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牛顿第一定律”的中文表述,在我国不同版本、不同年代的高中物理教科书中略有不同,但只是

文字上略有区别,定律内容的实质是一致的.本刊收到作者刘德玉老师的来稿,现刊载于此.根据来稿内容和主要观

点,本刊认为“物理教材的编写是否严格采用原创科学家‘经典原著’之表述”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欢迎广大读

者、教材编著者和物理教师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摘 要:“牛顿第一定律”是牛顿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的内容表述出发,追寻该定律的形成,同时对比分

析我国不同时期代表性高中物理教科书中的内容表述,进而指出国内教科书在某些关键词的表述上所存在的问题

并给予合理的建议,希望对教科书内容的编排以及新时期的高中物理教学有所裨益.

关键词:牛顿第一定律  伽利略  牛顿  比较

  “牛顿第一定律”是中学物理的重要内容,该定

律内容表述的准确性影响到学生对它的理解.通过

广泛的文献研读,发现我国不同时期代表性高中物

理教科书与牛顿著作在“牛顿第一定律”某些关键

词的表述上存在着差异.
从我国教育改革之初至今的代表性高中物理教

科书与权威物理教育期刊中,关于“牛顿第一定律”

的研究对象都表述为“一切物体”,但是,在牛顿著作

中的表述是“每一个物体”,进一步研读英文版本,考

证出“Everybody”的翻译是“每一个物体”.为了对

这个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需要对“牛顿第一定律”

内容表述的形成重新考察.

1 “牛顿第一定律”内容表述的历史追寻

“牛顿第一定律”又称为“惯性定律”,它揭示了

惯性是一切物体的基本属性,并得出物体的运动并

不需要力的维持,它在物理学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漫

长的发展.对于该定律的内容表述,可追溯到近代物

理学的开端,从伽利略到笛卡尔,最终到牛顿才得以

完成[1].
伽利略是最早对运动和力的关系给出正确认识

的近代物理学家,他的发现以及他所应用的科学推

理方法都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伽利

略未曾对惯性定律进行明确的表述,但是在他的研

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惯性定律的描述,见图1文

字[2].

  进而,我们可以注意到任何速度一旦

被赋予一个运动的物体,将严格地保持下

去,只要去掉加速或减速的外部原因,这是

仅在水平面的情形下碰到的一个条件,因为

在向下倾斜的平面的情形存在加速的原因,

而在向上倾斜的平面的情形存在减速的原

因,由此得出沿着一个水平面的运动是永恒

的;因为,如果速度是均匀的,它就不能被减

小、减缓,更不能消失.

图1 伽利略对“惯性定律”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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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伽利略的描述中,一个运动的物体在理想化

的条件下,如果沿着无限长的水平面以某一速度滑

行,那么这个物体将一直以那个速度运动下去.据此

可以看出,伽利略已经形成了对惯性定律的基本认

识.但是,他却未能成功地对惯性定律做出明确的表

述,原因在于他还不具有惯性运动是直线运动的观

念[3].
笛卡尔在论述惯性定律这一主题时,突破了伽

利略设想的“水平面”运动的局限,他认为自然运动

是沿直线前进的.并且他用两条结论给惯性定律作

出了清晰明确的表述,称之为笛卡尔惯性原理[4].相

较于伽利略惯性原理,笛卡尔惯性原理虽然实现了

直线运动取代圆周运动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明确

提出物体“不受任何力”的思想,所以笛卡尔惯性原

理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惯性定律.
牛顿在伽利略对物体运动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笛卡尔等科学家的成果,逐步建立了完整的牛

顿力学[5].在牛顿的代表性著作中,对惯性定律的内

容表述如图2所示[6].

  每个物体都保持其静止、或匀速直线

运动的状态,除非有外力作用于它迫使它改

变那个状态.

图2 牛顿著作中“惯性定律”的内容表述

这一表述引自目前牛顿著作的最新翻译本,当

然,此前有多个版本,根据不同时期的拉丁文以及英

文版本的牛顿著作,我们认为,目前为止这一种对

“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是最准确的.在这一表

述中,我们要对“每个物体”和“除非”这两个关键词

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每个物体”具体是指适用

于惯性参考系的某一个物体,对应的英文是“Every

body”.其次,“除非”这一转折词对中学学生来说,

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物体的惯性以及运动和力

的关系[7].
由上文分析的“牛顿第一定律”内容表述的得

出过程可知,图2这一表述是目前最为标准的中文

译本.因此,我们认为中学物理教科书对“牛顿第一

定律”一节的编排以及相关教学研究中的表述都要

以此作为主要参考.

2 “牛顿第一定律”在代表性教科书中的表述及分析

追寻了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研究,我们认识

到“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经历了一个漫长而

曲折的过程,同时,我们认识到该定律的内容表述必

须以牛顿著作为主要依据.通过广泛的文献研读,发

现我国不同时期的代表性高中物理教科书与牛顿著

作相比,在“牛顿第一定律”某些关键词的表述上存

在差异.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拟对20世

纪八十年代至今的代表性高中物理教科书中“牛顿

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进行比较分析.其中,1983年

和2003年出版的代表性高中物理教科书对“牛顿第

一定律”的内容表述如图3所示[8,9].

  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

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

为止.
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物体的这种保持

原来的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者静止状态的

性质叫做惯性,牛顿第一定律又叫做惯性定

律.

图3 1983年高中物理教科书中“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

在这期间教科书对该定律的内容表述没有发生

变化.用最简洁最清晰的方式将“牛顿第一定律”的

概念呈现出来,这一点1983年教科书做得是合格

的.但是在“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上并没有以

当时牛顿著作的中文译本为依据,而是照搬当时苏

联教科书的内容,这反映了当时教科书编写人员对

牛顿著作的不尊重.这一问题进而影响到教育改革

之后20多年的相关物理研究[10].

2010年和2019年出版的两本代表性高中物理

教科书对“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也是一样的,

如图4所示[11,12].将其与1983年教科书中的内容表

述(如图3所示)进行对比,虽然在转折词上有了一

定的变动,但是,从物理概念内容表述的准确性来

说,与牛顿著作(如图2所示)相比,有两点不同之

处.一是转折词的使用;二是对“牛顿第一定律”研

究对象的表述:“一切物体”指的是全部的事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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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物体”指的是一个物体[13].“牛顿第一定律”

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某一个事物,“一切物体”却夸

大了“牛顿第一定律”研究对象的适用范围.

  在伽利略和笛卡尔工作的基础上,在

隔了一代人以后,英国科学家牛顿提出了动

力学的一条基本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

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除非作用在它上

面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这就是牛顿第

一定律(Newton′sfirstlaw).物体这种保持

原来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

叫作惯性(inertia).牛顿第一定律也被叫作

惯性定律.

图4 2019年高中物理教科书中“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

由此可知,我国代表性高中物理教科书在“牛顿

第一定律”研究对象的表述上,一直都未能与牛顿

著作中的表述保持一致.“牛顿第一定律”内容表述

的准确性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在转折

词的表述上,任何改动都是对牛顿著作的歪曲.它不

仅会影响学生对该定律的学习,而且也会影响同时

期的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等领域[14].
“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表述必须以最新翻译

的牛顿著作为依据,这样才能保证文本的准确性,使

之更贴近牛顿著作的原义.因此,我们建议现今中学

物理教科书在“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编排上,首要

借鉴的是王克迪学者的中文译本.

3 小结与启示

经过对“牛顿第一定律”内容表述的重新考察,

我们认识到该定律的内容表述最牢靠的依据是牛顿

著作最新的中文译本.任何一处改动都会影响学生

对“牛顿第一定律”的理解,然而我国高中物理教科

书在某些关键词的表述上却与牛顿著作不一致,这

反映了我国教科书编写人员对牛顿著作解读的深浅

以及对物理学史经典著作的尊重程度,此类错误理

应纠正.
通过这些,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物理教科书关于

重要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表述的编写都要以物理

学家的经典著作为主要依据,并且要及时吸纳最新

的有关物理学史的研究文献.如此,才有可能使教科

书中的重要概念和规律既不失历史的印迹又不乏现

代的气息.让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过程中,还可以对

理论的建立进行历史追寻,同时获得物理学史的熏

陶.在核心素养作为整体目标的背景下,这无疑对进

入新时期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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