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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17年《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发布以来,对于物理学史方面提出了更多建议和要求.在新高考评

价体系的背景下,从近5年的全国高考题出发,对物理学史的相关题目进行整理和分析,探索高考命题与核心素养

的深层次联系,并就物理学史服务于高中物理教学给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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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史对于物理教育有许多重要功能:第

一,物理学史本身是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

了解整体的物理学发展史,有助于学生对物理知识

体系大逻辑的把握.第二,物理学史中对于重大科

学问题真实而曲折的发现和研究历程与教科书中呈

现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物理学建立过程不尽相同,

将一些重大发现和研究的物理学史事件介绍给学

生,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第三,

物理学史当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探索的真实案例,

在整体物理学史的了解、重大发现和研究物理学史

事件的介绍之外,穿插一些科学探索的物理学史故

事,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质疑精神,塑造学生

的人格品质也是极其关键的.
我国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学相结合的研究起步较

晚,与国外的研究还存在着一定差距[1].但是自

2017年《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发布以来,对于物

理学史方面提出了更多建议和要求[2].而在新高考

评价体系上,也在多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在教育功

能上,着力引导高考由单纯的考试评价向立德树人

重要载体和素质教育关键环节的转变;二是在评价

理念上,逐渐倾向于由传统的“知识立意”“能力立

意”评价向“价值引领、素质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

基”综合评价的转变;三是在评价模式上,实现了高

考从主要基于“考查内容”的一维评价模式向“考查

内容、考查要求、考查载体”三位一体评价模式的

转变[3].
而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即物理学史对于高中物

理教学的重要功能,《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对于

物理学史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以及新高考评价体系

对于物理学史考查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近5年

高考物理中物理学史的题目进行整理、分类与分析,

目的是:第一,能为大家及时了解新高考,了解物理

学史在高考物理中的题目形式提供参考.第二,相

应的就高中物理当中物理学史的教学提出一些针对

性的建议.

1 近5年高考物理中物理学史题目的整理与分析

1.1 物理学史题目的整理与分类

我们对2016—2020年高考理综全国卷 Ⅰ、卷

Ⅱ、卷Ⅲ、浙江卷、江苏卷、北京卷、天津卷等共38套

物理卷进行整理统计,共筛选出21道与物理学史相

关的题目,并将其分为两类:

Ⅰ 类题目,指直接对物理学史进行考查的试

题.如例1和例2.
【例1】(2020年高考全国卷 Ⅱ 理综第14题)管

道高频焊机可以对由钢板卷成的圆管的接缝实施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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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焊机的原理如图1所示,圆管通过一个接有高频

交流电源的线圈,线圈所产生的交变磁场使圆管中

产生交变电流,电流产生的热量使接缝处的材料融

化将其焊接.焊接过程中所利用的电磁学规律的发

现者为(  )

A.库仑    B.霍尔   

C.洛伦兹   D.法拉第

图1 例1题图

【例2】(2019年高考浙江卷理综第4题)下列陈

述与事实相符的是(  )

A.牛顿测定了引力常量

B.法拉第发现了电流周围存在磁场

C.安培发现了静电荷间的相互作用规律

D.伽利略提出了力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Ⅱ 类题目,指间接涉及物理学史的内容,并考

查相应知识点的试题.如例3和例4.
【例3】(2020年高考全国卷Ⅲ理综第19题)1934

年,约里奥 居里夫妇用α粒子轰击铝箔,首次产生

了人工放射性同位素X,反应方程为4
2He+2713Al➝X

+10n,X会衰变成原子核Y,衰变方程为X➝Y+01e,

则(  )

A.X的质量数与Y的质量数相等

B.X的电荷数比Y的电荷数少1

C.X的电荷数比27
13Al的电荷数多2

D.X的电荷数与27
13Al的质量数相等

【例4】(2018年高考全国卷Ⅰ理综第20题)2017
年,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

力波,根据科学家们复原的过程,在两颗中子星合并

前约100s时,它们相距约400km,绕二者连线上的

某点每秒转动12圈,将两颗中子星都看作是质量均

匀分布的球体,由这些数据、万有引力常量并利用牛

顿力 学 知 识,可 以 估 算 出 这 一 时 刻 两 颗 中 子

星(  )

A.质量之积      B.质量之和

C.速度之和 D.各自的自转角速度

根据我们的整理统计来看,在21道题目中,Ⅰ
类试题9道,Ⅱ 类试题12道.具体题目如表1所示

(表中各卷均为理综卷).
表1 近5年高考物理中物理学史题目

Ⅰ 类试题

年份 题目 考查内容

2016 全国卷 Ⅲ 第14题 开普勒三定律

2016 天津卷第6题

电磁波实验、放射性的发现

查德威克发现中子

卢瑟福实验

2017 11月浙江卷第3题
万有引力定律、扭秤实验

引力波的预言与探测

2017 4月浙江卷第3题
开普勒定律、万有引力

电扭秤实验、电流的磁效应

2018 11月浙江卷第2题 电流的磁效应

2018 4月浙江卷第1题 理想斜面实验

2019 4月浙江卷第4题
万有引力、电磁感应现象

库仑定律、牛顿第一定律

2020 全国卷 Ⅱ 第14题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2020 天津卷第1题
双缝干涉、光电现象

电磁波、卢瑟福实验

Ⅱ 类试题

2016 北京卷 Ⅲ 第17题 磁感线

2016 江苏卷第12题 双缝干涉、放射性实验

2017 天津卷第2题 光的折射、光的偏振

2018 全国卷 Ⅰ 第20题 万有引力定律

2018 全国卷 Ⅲ 第14题 放射性的发现、核反应方程

2018 北京卷第21题 伽利略斜坡实验

2018 北京卷第24题 电磁波

2018 天津卷第7题 力的合成与分解、二力平衡

2019 天津卷第9题 国际单位制

2020 全国卷 Ⅲ 第19题 放射性的发现、核反应方程

2020 江苏卷第12题 卢瑟福实验、核反应

1.2 物理学史题目的分析

根据我们的统计,对于高考理综卷,全国卷 Ⅰ、
全国卷 Ⅱ、江苏卷对于物理学史的直接考查较少,
北京卷和全国卷 Ⅲ 对于物理学史的部分涉及较多;

天津卷与改革后的浙江卷基本都有对物理学史进行

直接考查的题目.
从Ⅰ类物理学史题目的特点来看,Ⅰ类试题是

对新课标内容要求的具体体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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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全国卷 Ⅱ 第14题(例1),符合新课

标中

1)必修3.3.2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

中的作用.
2)必修3.3.3了解电磁感应现象,知道电磁

感应现象的应用.
3)活动建议:了解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过程.
(2)2019年4月浙江卷第4题(例2),符合新课

标中

1)必修1.1.2了解近代实验科学产生的背

景,认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2)必修2.2.4通过史实,了解万有引力定律

的发现过程.
3)必修3.1.2知道两个点电荷之间相互作用

的规律,体会探究库仑定律过程中的科学思想方法.
4)活动建议:了解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过程.
从Ⅱ类物理学史的题目来看,Ⅱ类试题是对物

理学史相关知识点本身的考查,在题干上利用物理

学史穿针引线,以现代科技文明成果、国内外物理学

发展史为背景,给以相关考查点的提示,在科普的同

时丰富考题的阅读性.如:
(1)2020年高考全国卷 Ⅲ 理综第19题(例3),

通过介绍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历史,引出核反

应方程的考点,丰富了题目的内容.
(2)2018年高考全国卷Ⅰ理综第20题(例4),在题

干中阐述了引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探测的重大发现,

紧跟时事,在进行考查的同时拓宽了考生的眼界.

2 Ⅰ类试题与Ⅱ类试题的具体分析及对应的新课

标考查要求

  限于篇幅问题,下面将以部分考题为例,总结

和探究物理学史在高考题目所对应的新课标的考查

要求.
2.1 试题分析

【例5】(2016年高考全国卷 Ⅲ 理综第14题)关
于行星运动的规律,下列说法符合史实的是(  )

A.开普勒在牛顿定律的基础上,导出了行星运

动的规律

B.开普勒在天文观测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

行星运动的规律

C.开普勒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规律,找出了行

星按照这些规律运动的原因

D.开普勒总结出了行星运动的规律,发现了万

有引力定律

解析:本题属于 Ⅰ 类题目,主要考查万有引力

定律的发现过程,符合内容要求如表2所示.
表2 例5考查符合内容要求

必修2.2.4 通过史实,了解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过程

  对于天体运动的探究,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托勒

密就提出了地心模型并在一千多年间被人们所接

受,直到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哥白尼开创性地提出日

心说,从此打开了近代科学的大门;随后第谷和开普

勒对于轨道的观察与总结,提出开普勒三大定律,打
破了人们对于天体运动的固有思想,为牛顿的万有

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础.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过程蕴

含着丰富的科学的本质的教育因素,对发展学生的

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具有重要价值.
【例6】(2020年高考天津卷理综第1题)在物理

学发展的进程中,人们通过对某些重要物理实验的

深入观察和研究,获得正确的理论认识.图2所示的

实验中导致发现原子具有核式结构的是(  )

图2 例2题图

解析:本题属于 Ⅰ 类题目,是对物理学发展中

经典实验的考查[4].符合内容要求如表3.
表3 例6考查符合内容要求

必修3.3.4
 通过实验,了解电磁波,知道电磁场

的物质性

选择性必修1.3.3
 观察光的干涉,了解这一现象产生

的条件

选择性必修3.3.1
 了解人类探索原子及其结构的历

史,知道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选择性必修3.4.1  通过实验,了解光电效应现象

  选项A是托马斯·杨所做的双缝干涉实验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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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图,目的是为了证明光的波动说的正确性.在此之

前,牛顿的微粒说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直到托马斯·
杨和菲涅耳对光学的进一步研究,最终开创了光学

研究的新阶段.其中更是有关于菲涅耳的趣事 ———

泊松亮斑.选项B是光电效应的验证实验,1887年,

赫兹在研究电磁波的实验中偶然发现了光电效应现

象,光电效应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无法用经典电磁理

论解释,而爱因斯坦则在普朗克量子假说的基础上,

对光电效应作出了解释.经由密立根的实验验证后,

爱因斯坦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选项C是

电磁波的发射与接收,在麦克斯韦提出麦克斯韦方

程组,并预言电磁波的存在时,人们并不相信电磁波

是否真的存在.赫姆霍兹的学生赫兹,在老师的影响

和要求下,深入研究了电磁理论,进行了测量电磁波

速度的实验,并于1888年发表了自己的结论,有力

地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5],从此,电磁波开始走进了

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选项D是α粒子散射的实

验装置示意图,1907年,卢瑟福通过用α粒子撞击金

箔,统计散射到各个方向α粒子所占的比例,推知原

子中电荷的分布情况,从而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

模型,为核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对物理学

发展历史的了解,体会科学重视研究中理论指导和

实践检验的作用,对于发展学生的唯物主义辩证观

起着重要的作用.
【例7】(2018年高考全国卷Ⅲ理综第14题)1934

年,约里奥 居里夫妇用α粒子轰击铝核27
13Al,产生第

一个人工放射性核素X:α+2713Al➝n+X.X的原子

序数和质量数分别为(  )

A.15和28 B.15和30
C.16和30 D.17和31
解析:本题属于 Ⅱ 类题目,是以人工放射性衰

变的发现为背景,对核反应方程进行考查.符合内容

要求如表4.
表4 例7考查符合内容要求

选择性必修3.3.2
 能根据质量数守恒和电荷守恒写出

核反应方程

选择性必修3.3.3  了解放射性和原子核衰变

  1933年,居里夫妇在第七届索尔维会议上报

告,某些物质在α粒子轰击下发射出正电子连续谱.
他们一直坚持这个现象,并于1934年作出了关于人

工放射性现象的结论.人工放射性发现后,科学家不

再仅仅依靠自然界的天然放射性来研究问题,大大

加快了核物理学的发展速度.人工放射性引发的直

接后果是重核裂变的发现,但是对于重核裂变的认

识却有一个曲折的过程.通过对物理学史的细节阐

述,让学生明白,科学的发现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从
而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科学态度与责任.
2.2 分析物理学史在高考试题中所渗透的原则

根据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培养学生

的物 理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包 括“物 理 观 念”“科 学 思

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因此,

在目前出现的高考试题中的物理学史相关题目,其
中渗透的考查要求,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对物理学整体发展逻辑的考查

物理学史是对物理学发展的客观阐述,让学生

认识科学本质、了解科学发展的曲折过程.在例5题

目中考查的是开普勒的主要贡献,这表面上很简单.
但是其下却潜藏着整个力学发展的大逻辑,是对事

物内在规律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高度凝练的反

映,这即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对核心素养当中“科学思

维”的培养方式.21世纪以来的科学教育研究,特别

重视科学论证、模型思维和科学推理,科学论证可以

帮助学生发展科学探究能力,构建科学知识并促进

科学概念转变与理解,提升科学认识论水平,提升推

理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交流能力,对于理解物理

学非常关键.
(2)紧密联系高中物理知识体系

在高中物理的学习中,涉及的物理学家有几百

位,相关的物理学史内容非常广泛.但在高考物理题

目中,一定是与新课标的要求内容紧密联系,如例6
题目中,只考查一个答案,但是涉及4个不同的知识

点,且分布在光学、电磁学、量子力学基础、原子物理

4个部分,既是物理学上极其关键的事件,也符合新

课标中各章节的内容要求.在核心素养“物理观念”

的内涵当中,强调知识和原理的深度理解与灵活运

用,理解这些物理现象与实验,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

入理解所学的科学知识、技巧和科学观念,符合“物
理观念”的要求.

(3)关注物理学与社会和人文的互动

科学的内在动机或者兴趣是重要的科学素养,

以真实的物理学史事件为背景,或联系科学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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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自然引出具体知识点,增强题目的人文气息,可以

让学生通过物理学科的学习,了解科学、技术、社会、

环境的关系,保持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热情,

也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热爱自然的“科学态度与

责任”.例2和例6两道题目即反应出了这种趋势.

3 高中物理教学中物理学史的教学建议

3.1 高中物理中物理学史的知识体系

新课标中,对于高中物理知识体系共提出了两

类要求:A内容要求,B活动建议.其中A类要求共

87条,B类要求48条,与物理学史相关的A类要求

24条,B类要求17条.内容要求如表5和表6.

表5 高中物理课程内容要求

高中物理课程

内容要求

新课标要求

A:内容要求

B:活动建议

与物理学史

相关的内容

必修一 A:8条 B:5条 A:3条 B:1条

必修二 A:12条 B:7条 A:5条 B:4条

必修三 A:22条 B:14条 A:4条 B:5条

选择性必修一 A:13条 B:7条 A:1条 B:2条

选择性必修二 A:16条 B:9条 A:3条 B:2条

选择性必修三 A:16条 B:6条 A:8条 B:2条

总计 A:87条 B:48条 A:24条 B:16条

表6 新课标中与物理学史相关的要求

A类要求(内容要求)

必修1.1.1  了解近代实验科学产生的背景,认识实验对物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必修1.1.2  经历质点模型的构建过程,了解质点的含义 ……

必修1.1.4  …… 结合物理学史的相关内容,认识物理实验与科学推理在物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必修2.1.4  …… 理解机械能守恒,体会守恒观念对认识物理规律的重要性 ……

必修2.2.4  通过史实,了解万有引力的发现过程 …… 认识科学定律对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作用

必修2.3.1  知道牛顿力学的局限性,体会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不断深入的

必修2.3.2  初步了解相对论时空观

必修2.3.3  关注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研究进展

必修3.1.2  知道点电荷模型 …… 体会探究库仑定律过程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必修3.3.1  …… 了解我国古代在磁现象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关注与磁相关的现代技术发展

必修3.3.2  …… 了解磁感应强度,会用磁感线描述磁场.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必修3.3.3  …… 知道磁感应现象的应用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选择性必修1.3.4  通过实验,了解激光的特性.能举例说明激光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选择性必修2.2.6  …… 认识电磁学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选择性必修2.3.1
 初步了解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基本思想,初步了解场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体会物理学对统一性的

追求

选择性必修2.3.3  知道电磁波的发射、传播和接收

选择性必修3.1.1  …… 了解分子动理论的基本观点及相关的实验证据

选择性必修3.1.4  了解材料科学的有关知识应用,体会它们的发展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选择性必修3.2.1
 …… 通过有关史实,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和能量守恒的发现过程,体会科学探索中的挫折和失败对科

学发现的意义

选择性必修3.3.1  了解人类探索原子及其结构的历史.知道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 ……

选择性必修3.3.4
 认识原子核的结合能,了解核裂变反应和核聚变反应.关注核技术应用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

影响

选择性必修3.3.5  了解人类对物质结构的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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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A类要求(内容要求)

选择性必修3.4.1
 通过实验,了解光电效应现象.知道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程及其意义.能根据实验结论说明光的波粒

二象性

选择性必修3.4.2
 知道实物粒子具有波动性,了解微观世界的量子化特征.体会量子论的建立对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

影响

B类要求(活动建议)

必修1.1  查阅资料,了解并讨论伽利略关于物理运动的实验研究对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大意义

必修2.2  观看有关人造地球卫星、神舟飞船、航天飞机、空间站的录像片,与同学交流观后感

必修2.2  收集我国和世界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和前景的资料,写出调查报告

必修2.3  阅读有关相对论的科普书刊,在同学中举办小型讨论会

必修2.3  观看有关宇宙起源的科教电视专题片,了解宇宙的演化

必修3.1  通过观察、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避雷针的结构和基本原理,撰写一篇研究报告

必修3.3  查阅资料,了解我国古代对磁现象的认识和应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必修3.3  查阅资料,了解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过程

必修3.3  调查电磁波在现代社会中应用的实例

必修3.4  查阅资料,了解人类利用核裂变和核聚变释放核能的前景与挑战

选择性必修1.2  查阅资料,举办关于引力波的讨论会

选择性必修1.3  通过调查研究,收集光的偏振现象应用的实例

选择性必修2.2
 查阅资料,撰写报告分析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贡献,体会科

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选择性必修2.3  查阅资料,了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情况 ……

选择性必修3.3  查阅资料,了解华人科学家在粒子领域中的杰出贡献

选择性必修3.4  阅读有关微观世界的科普读物,写出读书体会

  由表5和表6可以看出,新课标对于有关物理

学史的内容要求一共24条,占到总的内容要求的

28%,对于物理学史的活动建议一共16条,占到总

活动要求的33%,且均匀分布在整个高中物理知识

体系当中,对于物理学史的潜在考查要求,已经达到

了非常高的程度.就我们对过去5年高考物理试卷

的整理和分析而言,已经出现的高考题目中,对其中

一些要求已经进行了考查,而在表6中列出的要求,

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高考题目.

3.2 物理学史融入教学时应注意的原则

根据物理学史自身可以承载的教育功能、高中

物理当中的物理学史内容、《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

准》中对于物理学史的内容要求和活动建议,以及

新高考对于物理学史的考查要求,我们认为将物理

学史融入物理教学时,可能要注意以下原则:

(1)真实性

物理学史是对物理学发展的客观阐述,让学生

认识科学本质、了解科学发展的曲折过程.在教学

中涉及物理学史的内容,首先要保证其真实性.如

刊登在2002年美国的《物理世界》中的最出色的十

大物理实验,其中包括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在

这个实验中,伽利略通过在比萨斜塔同时抛下两个

重量不同的小球,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然而

根据查考,斜塔实验并未在比萨大学中有所记录;并

且,在伽利略确切记载这类实验的小册子中,他当时

甚至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支持者,为实际观测与结论

的不符进行辩护[6].因此,在教学中保证物理学史的

真实性是第一原则.
(2)相关性

将物理学史融入高中物理教学,不是生拉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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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中物理知识体系的相关性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物理学史的内容众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如何筛

选出对高中物理教学最有益的部分,将物理学史自

然的放入高中教学中而不突兀,在助力于知识教学

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推进学生“物理观念”“科学思

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的养成,
可能是一线教师要在实践中着重探索的问题.

(3)细节性

在教学中物理学史内容的选取,要注重细节性.
如在电磁学的发展历史上,多数学生都很熟悉安培、
法拉第等重要物理学家.而在电磁学曲折的发展过

程中,也有许多值得被大家了解的科学家,如发明了

伏打电堆的伏打,因为有了稳定电源,使人们有可能

研究电流的规律和电流的各种效应.还比如在核裂

变的研究过程中,参与到“曼哈顿计划”中的唯一一

名华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她对于原子核分裂反应

的实验成功解决了链式反应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
直接启发了核心人物费米,大大缩短了原子弹研制

进程[7].有很多物理学史上的细节性问题,虽然与直

接的物理原理看似相去甚远,但是对于物理学的建

立和发展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物理学史

内容的引入,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科学发展与社

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一种良好的人文情怀.
(4)前沿性

从某种角度讲,物理学的发展前沿,就是物理学

史中最崭新的篇章.随着科技的进步,物理学的发展

越来越快,所以一方面,在高中物理教学中,要注重

已经发生了的物理学史,另一方面,还要及时关注正

在发生的物理学史.尤其是通过及时了解相关物理

发展前沿,将最前沿的物理成果介绍给学生,这既有

利于我们紧跟时代,又能结合实事,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4 总结

基于对近5年高考物理中物理学史题目的整理

与分析,可以看出物理学史正在逐步融入新高考的

大趋势.而高考物理中物理学史题目的出现,主要是

对学生“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的考查

及“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养.教师在日常教学及考

试中融入物理学史的相关内容时,应符合新课标要

求的物理知识体系,注意物理学史的真实性、相关

性、细节性以及前沿性,这将更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养,正确认识科学的本质、培养科学探究精神,
切实落实物理课程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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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QuestionsofPhysicsHistoryinPhysicsof
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inRecent5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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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general High SchoolPhys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werereleasedin2017, more
suggestionsandrequirementshavebeenputforwardforthehistoryofphysics.Underthebackgroundofthenew
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evaluationsystem,startingfromthepastfiveyears′nationalcollegeentrance
examinationquestions,thispapercollatedandanalyzedtherelatedtopicsinthehistoryofphysics,exploredthe
deepconnection between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 propositionandthecoreliteracy,andgavesome
suggestionsonthehistoryofphysicsservingtheseniorhighschoolphysics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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