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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知识,是提升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途径.以“泊松亮斑”为例,梳理

了“泊松亮斑”的发现过程,并论述了“泊松亮斑”发现过程中的物理学史对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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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单色光照射在直径恰当的小圆珠或小圆盘

时,会在光屏上出现环状同心圆衍射条纹,并且在同

心圆圆心处会出现一个极小的亮斑,这个亮斑就被

称为泊松亮斑.

1 “泊松亮斑”的发现过程

  1818年,法国科学院提出了一个征文竞赛题

目:一是利用精确的实验确定光线的衍射效应;二是

根据实验,用数学归纳法推求出光通过物体附近时

的运动情况[1].在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果与安培的鼓

励和支持下,菲涅耳向科学院提交了应征论文.
菲涅耳使用半波带法计算了圆孔、圆板等障碍

物所产生的衍射图案,并把自己的理论以及对实验

的说明书提交给了评判委员会.参加评判委员会的

物理学家有波动理论的支持者阿拉果,微粒论的支

持者拉普拉斯、泊松和比奥,以及持中立态度的盖·
吕萨克.正如菲涅耳所预料,菲涅耳的波动理论遭到

了光的粒子论者的极力反对.
泊松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根据菲涅耳的理论,

应当能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如果在光束传播路径

上放置一块不透明的圆板,那么由于光在圆板边缘

会发生衍射,所以导致离圆板一定距离的圆板阴影

中央会出现一个亮斑,在当时来说,泊松认为这是不

可能实现的,所以泊松宣称他事实上已经从理论上

驳倒了波动理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菲涅耳和阿拉

果坦然接受了泊松的挑战,并用实验精彩地验证了

泊松的理论预言.
之后,菲涅耳又用复杂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

当圆盘半径很小的时候,这个亮点才会比较明显.菲
涅耳毫无争议地荣获了这一届的科学奖,而后人为

了纪念泊松为实验所提供的重要方法便把这个亮点

以泊松的名字命名为“泊松亮斑”.而有意思的是,泊
松本来是光的波动说的反对者,但在菲涅耳用实验

验证了自己所提出的“荒谬”理论之后,泊松转变为

了光的波动说的支持者.
菲涅耳继承了惠更斯和托马斯·杨的光的波动

理论,推翻了牛顿的光粒子学说,从而使光波动学说

在后面近百年的时间内再次成为主流理论,一直到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的提出,光的波粒二象性理

论才最终统一了光的波动学说和粒子学说.

2 “泊松亮斑”发现过程中的物理学史对教育的

启示

2.1 有助于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

历史上对于光的波动说和粒子说具有长期之

争,在菲涅耳用“泊松亮斑”实验验证了光的波动说

之前,光的波动说从被排斥到被接受,经历了曲折的

发展历程,而该部分知识点的教学重难点恰好就蕴

含在这些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因此物理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若能将该部分知识点相关的物理学史引入物

理课堂教学,能够让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来龙

去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学生对物理概念和

规律的理解.
2.2 有助于学生养成正确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

学精神

菲涅耳验证波动说之前,牛顿的光的微粒说盛

行,光的波动说则不被认可.菲涅耳不畏权威,向当

时盛行的牛顿学说提出挑战,他不屈不挠,长期同疾

病抗争.在10年左右的时间对衍射、偏振光的干涉

等进行研究,对光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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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衍射相关教学中给学生讲述菲涅耳验证波动理论

过程中不畏艰辛和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对学生

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2.3 有助于学生掌握物理学研究方法

由于物理教材中一般对物理学方法采用隐性处

理,导致学生对物理教材中蕴含的物理学方法不太

了解.教师若能在物理概念和规律讲解过程中穿插

相关物理学史,并显化物理学史中蕴含的物理学方

法,能够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并掌握物理教材中

的物理学方法.比如“泊松亮斑”相关物理学史中蕴

含实验验证法、反证法等物理学方法,这些物理学方

法对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提高学生的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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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感受物质波的美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朗之万评价物质波:著名的科学家朗之万同意答辩德布罗意的博士论文,他相信

胡说八道的东西是不能表述得既优美又精彩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之所以完美,是
因为在它的深处潜藏着某种真实的东西,伪学说无法和谐

 卡尔·乌辛评价物质波:“有一首每个瑞典人都很熟悉的诗是这样开头的,‘我的

生活———就是波.’诗人也可以这样来表达他的思想,‘我———就是波.’他最好这样

表达,这样,他的诗句也将包含着对物质性质最深刻认识的先觉.”根据德布罗意那

个既简单又漂亮的公式,可以肯定地得出,波形象乃是所有运动物体不可避免的

特征.
 问题:对于德布罗意的关系式你是怎么看的? 对于物理公式的简洁、对称、和谐作

何分析? 你能如何科学审美? 学过的物理中还有哪些有类似的体现?

 回答问题,交
流看法.复习物

理 公 式 中 的 简

洁,回 顾 简 单、
对称、和谐在物

理 学 史 中 的 实

例,体会物理中

的美

 学 生 体 会 物

理 的 简 洁、对

称、和谐在科学

发展中的作用,
尝 试 用 审 美 的

观 念 看 待 物 理

发展

  总而言之,物理学史是我们物理教学内容的重

要补充,有效地利用物理学史的资源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兴趣和潜能,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和精神,帮助

学生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怀[4],有利于

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态度和责任感,应该加以重视

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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