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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的初中物理教育已逐渐从“知识取向”向全面发展的“文化取向”转变,物理文化也作为提

高未来公民对科学的兴趣,培养公民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的一种科学文化被重视起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探索了在

初中物理课堂中渗透物理文化教育的一些途径.

关键词:物理课堂 物理文化 渗透途径

  物理教学应是一种完整的物理文化教育,不仅

包括可供广泛应用的物理原理等物理文化知识,还

应包括物理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物理学家探索

知识的坎坷经历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科学态度、高

尚人格、科学精神等组成的物理文化观念.物理文化

的学习过程能促进学生主动建构具有个体意义的科

学知识和技能.同时,通过物理文化的学习,有利于

知识、方法、情感在学生自身人格中的内化,使学生

的综合素养得以全面提升.那么,如何在初中物理课

堂中渗透物理文化的教育呢?

1 学习物理史料 展现物理文化

  每当提到“物理文化”,人们首先会想到“物理学

史”,人们常把“物理文化”与“物理学史”等同看待,

认为物理文化便是物理学史,物理学史便是物理文

化.其实不然,物理学史包含于物理文化之中,物理

是历史发展的文化,在物理教学中融入物理学史教

学,可让学生了解物理发展的历史,感知物理的每一

次停止与前进,体会每一次进步的艰难历程.物理学

史可以说是物理教学、学习物理的一种工具.学生对

前人奋斗及努力的创造有所了解,可获得鼓舞和增

强信心.如,伽利略在实验任务的确定、实验装置的

设计、实验方法的选择中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权、一丝

不苟、尊重事实、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探索、务实、

批判的精神和其树立的献身科学的信念,这些构成

的科学精神以及人生的价值观都是培养学生科学态

度、科学精神,健全、培育和提升学生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的重要资源.又如,在讲牛顿第一定律时,学生

对静止物体不受力静止不动坚信不疑,但对运动物

体不受力时的情况就难以想象了,他们总是模糊地

认为,当力停止作用后物体总要停下来.然而这种认

识只触及到事物表象,为使学生抓住本质,我们可以

通过介绍伽利略的斜面实验的有关史料,进行概念

抽象过程的呈现及讲述,从而得到物体不受力时,总

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状态的结论,使学生在深刻理

解的基础上获得清晰的概念、规律.从这样的文化角

度进行物理教学,使学生在接受物理学定理和规律

的同时,获悉定理、规律的建立条件及适用范围,这

对形成概念、掌握规律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学习物理学史料时,我们常采用“历史重演”的

教学法.“历史重演”是指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物理

学史料,尤其是对某一物理理论的形成曾经起到启

发转折和关键作用的人物、事件和思想,进行物理文

化重演,即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去揭示物理知识的

发生原因、经历物理知识的形成过程,以及感受物理

知识的发展方向等,使物理学习成为学生的“亚研

究”过程.通过重现物理学家在塑造物理文化过程中

所表现出的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发展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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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的关注以及他们的高尚情操来培育学生的科

学态度与责任.通过“亚研究”过程让学生将自己融

进历史事件中,像物理学家一样面对问题,探索问

题,使学生的思维经历物理学知识形成的问题、假
设、实验、结论、实践检验的过程,从而获得具体而完

整的科学思维的方法论教育和鲜活的创新教育,且
在此过程中,学生能较自然地接触到一种隐性的文

化背景,久而久之,利于增强学生对不同文化的敏感

性和感受力,形成物理观念.

2 感受物理之美 融入物理文化

  谈起“物理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物理学史,再想

起的便是物理美,物理学科中的美是丰富的,也是多

样的,它无处不在.如物理知识体系的内容美、形式

美、结构美,物理实验的现象美,物理学家的人格美,

物理教育的艺术美等等.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渗透美

的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发现、欣赏与创造

美的能力.如,在研究平面镜成像中渗透事物外在的

对称美;在介绍奥斯特的电流磁效应、法拉第的电磁

感应现象时渗透事物的内涵对称美.又如,在“描述

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月球在绕地球公转、地球在

绕太阳公转却相对处于稳定状态”时;在“学习牛顿

发现的万有引力将天地运动规律统一”时;在“了解

麦克斯韦方程组将电学、磁学规律统一起来,并且成

功把光学也纳入电磁学的范畴”时……渗透这些稳

定和统一所体现出来的物理学的和谐之美.
另外,物理课件表达中生动有趣的动画演示、柔

美的课件背景、流畅的字体变化等细节展示;课堂上

板书中教师优美整齐的字体和深厚的绘画功底及新

颖的内容排版等等都能给学生带来多样的美的感

受.如,“电阻”一节的板书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电阻”一节板书设计

在物理教学中,引导学生发现物理中的美,不仅

利于提高学生对物理学的兴趣,也会逐渐培养学生

善于观察、创造美的能力.

3 掌握思想方法 体验物理文化

  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在物理学发展

过程中,物理学家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逐步摸索、积
累、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如,伽
利略的实验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标志着物理

学的真正开端;牛顿在实验基础上的分析———综合

方法;爱因斯坦的追求简单、对称的方法等等.物理

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是初中物理教学目标中的

重点内容,是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也是物理文化中

必不可少的一份子.通过物理文化的教学,介绍物理

学家的创新思维与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

一些科学方法的教育和训练,是提高学生智力水平、

培养科学素养、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物理概念教学中科学地渗透物理思想方法的

教学,可为理解物理规律,理顺物理理论的思维过程

并进行迁移应用提供前提.如,在光线、磁感线、杠杆

等物理概念教学时渗透“模型法”的研究思想对培养

学生以后分析物理情境时抓住主次、分析主要矛盾、

忽略次要的影响因子,提炼出事物本质的思想培养

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锻炼学生逻辑思维.
物理问题的处理旨在让学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

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应用实践,实现两个方面的飞

跃.因此处理问题时常与一些思想方法巧妙结合,比
如处理一些物理量用等效替代的思想(合力、总电阻

等);一些物理实验用控制变量法、转换法等等.学生

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逐渐运用物理学家

的思维方法和观念,使物理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又
如,在处理“不准温度计”问题时,采用几何图解法作

如图2处理.可见,在对这一例题的解答过程中,运
用了数学中的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几何知

识,在 教 学 过 程 中 渗 透 数 学 与 物 理 结 合 的 思 想

方法. 

图2 图解法解决不准温度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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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与探究活动 应用物理文化

  物理学习的核心是获取物理技能和品质,以及

理性的物理思维模式.无论是物理学史、物理美、物

理思想方法,不仅限于了解与掌握,更应该将其应用

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去解决实际问题.物理实验的

自主实践就是在课堂上将物理文化的教育渗透在学

生探究的过程中,以浓缩的时空和自然的形式,让学

生经历规律、知识的形成过程,将学生的情感、科学

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放置于思维的体验过程中,促

进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人格的生成,使学

生在获得物理知识的同时,还能从中汲取前人的智

慧,领悟思想方法,陶冶科学精神,形成初步的科学

世界观和方法论,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例如,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一节的教学中,让

学生运用已有材料设计实验验证物理规律,学生在

自主探索的教学环境下手脑并用地进行实践活动,

这种教学方法再现了学生的实验设计思路,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实践能力

及创新能力.

5 结束语

  初中物理教育主要是以培养未来新一代的具有

健全人格的公民为目的,所以培养的目标应放在大

多数未来公民的兴趣和需要上,且初中的青少年正

是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黄金时期,因此在

初中物理教学中追求“真”的同时,有效地渗透物理

文化“善”和“美”的教育,在实践中探索物理文化在

物理教学中灵活、恰当、自然地渗透的途径,促进学

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是每个物理教育工作者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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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仑扭秤实验模型,则无法测量如此微小的物理量.
卡文迪什创造性地运用转化原理和放大原理,将不

易观察的微小变化量,转化为容易观察的显著变化

量,开创了弱力测量新时代.卡文迪什扭秤实验的成

功不仅证明了万有引力存在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其

测出的引力常量还使得万有引力定律有了真正的实

用价值,使万有引力定律能够应用于定量计算,可测

定远离地球的天体的质量、密度等.卡文迪什扭秤实

验也被称为“最美十大实验”之一.
纵观这两种扭秤实验,实验装置都如此简洁,设

计都如此巧妙,测量结果都如此精准,且它们在物理

学史上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这不禁让人感叹他们

深邃的科学智慧,敬佩他们严谨的科学精神.回顾这

物理学史上精彩的一幕,让人沉醉,令人遐想,使人

不得不折服于扭秤实验的经典与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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