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物理学史教育研究内容的综述

庞远舒  李德安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收稿日期:2022 03 09)

摘 要:通过分析国内物理学史教育研究的内容,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教科书中的物理学史、物理学史教育功能、

物理学史教学模式和策略、物理学史教学案例共4个方向的内容进行了梳理.根据国内研究的实际情况,从4个方面

对国内物理学史教育未来研究发展进行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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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史集中地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

物理世界的现象、结构、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程[1].
它既包含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因素,也包含着深刻

的物理思想和观念的变革,还蕴含了物理学家们研

究物理的方法,体现了物理学家们执着追求、坚持真

理的精神等[2].
国外对物理学史的研究起步较早,在20世纪初

已经有国家意识到物理学史的重要性和地位.自21
世纪以来,国内对物理学史的研究热度逐年上升,自

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后,高中物理课程

目标由三维目标走向了物理学科核心素养[3],国内

对物理学史的研究热度不减.本文整理与分析了国

内物理学史的研究情况,大致归纳出目前物理学史

的研究方面,期望能给未来研究物理学史的学者们

提供材料和帮助.

1 国内物理学史教育研究文献的统计与分析

1.1 文献数据及趋势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物理学史教育”为主

题进行检索,共有337条结果.由检索结果可知,从

2000年开始关于物理学史教育的研究文献呈快速

增长的趋势,其中包括物理学史教育的理论和基础

应用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文献.

图1 近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主题为“物理学史教育”的文献数据

1.2 所选文献的来源分布

筛选国内物理学史教育与中学教学密切联系的

文献,选择2004-2021年间共26篇文献,其中17篇

期刊论文,8篇学位论文,1篇标准.本文围绕着26
篇文献进行统计与分析,对国内物理学史教育的研

究情况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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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17篇期刊论文中,共有17篇被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收录,按数量排列如图2所示.
所选8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布表如表1所示,硕

士学位论文主要是对物理学史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

呈现、物理学史教育观念的评价测量及物理学史教

学的方法策略与模式和功能的研究,为促进中学的

物理学史教育做出重要贡献.
图2 期刊文献来源的分布

表1 硕士论文来源的分布

硕士论文来源 华中师范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数量/篇 4 2 1 1

2 国内物理学史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物理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课标中所蕴含的

重要内容,是学生必备的科学素养,它的研究可以推

进物理教育的发展和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根据论文

的研究主题与内容,将其中的25篇文献归纳为以下

大类(见表2).

表2 所选文献的主题和内容分布

文献主题 教科书中的物理学史研究 物理学史教育功能的研究 物理学史教学模式和策略的研究 物理学史教学案例的研究

数量/篇 3 9 7 6

比例/% 12 36 28 24

2.1 教科书中的物理学史研究

教科书中的物理学史研究是对教科书中的物理

学史内容素材进行研究,并探讨教材中物理学史编

写的局限性.

文献[4]采用分级方法研究物理教材中的科学

史,认为教学运用科学史分为科学史故事、科学思想

史和科学史观3个级次,不同级次的内容编写方式

和教育功能不同.科学史故事应追求“丰满”,以真实

求得物理教材的生态化;科学思想史应凸显科学方

法,增加宏观史料,为科学方法教育开辟新途径;科

学史观应以“渗透”为主,立足于教师培训,以保障

学生的科学观健康发展.

文献[5]对比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山东科学

技术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3个版本物理

教科书中科学家素材选用的内容与方式,结论表明

教材编写者多样化的方式选用了大量的科学家素

材,丰富了教材内容,塑造科学家的形象方面有所

进步.

文献[6]对具体章节内容进行分析,剖析教材

编写的局限性,以展现较为完整的“牛顿第一定律”

的发展历史为例,分析指出:教材不完整的发展历史

和历史情境,不能充分发挥物理学史的教育教学价

值,会引起学生的误解.

2.2 物理学史教育功能的研究

物理学史教育功能的研究分为中学物理学史相

关的教育功能内容以及对探寻实现物理学史教育功

能的方法策略进行概括整理两方面.

2.2.1 教育功能研究

文献[7~10]分析了物理学史在物理教学中的

功能,认为物理学史有助于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掌握

和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

提高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审美能力;可以帮助学生

去理解科学的探究本质,进行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

的熏陶,形成知识的相对观和发展观.

文献[11]刻意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

史的教育,总结出4点功能作用:认识物理学发展中

的偶然与必然,引导学生认识科学信念的力量;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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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发展中的继承与突破,引导学生认识科学勇

气的重要;关注物理学发展中的量变到质变,引导学

生认识科学积累的意义;把握物理学发展中的主要

与次要,引导学生认识科学判断的价值.
文献[12]从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

学态度与责任、德育5个方面总结了物理学史的教

育功能,指出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

的,不仅有物理学习方面的教育功能,还有人文方面

的有利影响;不仅是知识层面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有

意识观念方面的积极影响.

2.2.2 实现教育功能的方法策略

文献[10]针对教育功能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如可利用“历史上关于运动量度的争论”这一物

理学史,帮助学生深刻认识运动 的 形 式 及 其 本

质;二是教师在物理课堂中向学生再现物理学家

构思实验、改进方法的过程,则可以增强学生的

思辨能力.
文献[13]研究了从物理学史的角度提出在高

中物理教学中培养人文、科学精神的途径,指出4种

途径:利用物理学史中科学家的事例、经典实验史料

的科学和人文价值、多种传媒载体、多种形式的物理

学史相关活动.
文献[14]中研究了不同类型物理学史的价值

在课堂中的实现方式,以理论为基础的物理学史的

价值实现方式应使物理学史的应用具有“确定课程

的内容;收集课程相关的物理学史资料;分析课程标

准、教材和学生,确定物理学史的应用方向;选择物

理学史的应用方式”4个环节;而以实验为基础的物

理学史的价值实现方式应使物理学史的应用具有

“确定实验题目和实验类型,根据实验内容收集相关

物理学史资料,将物理学史资料同物理实验进行整

合,进行实验”4个环节.

2.3 物理学史教学模式和策略的研究

物理学史教学模式和策略的研究分为物理学史

教学模式的内容以及对探寻相关教学的方法策略进

行概括整理两方面.

2.3.1 教学模式研究

文献[15]中提出了一种物理教学活动中渗透

物理学史教育的模式,围绕课堂,该模式的操作程序

可划分为:阅读了解 — 发现问题 — 讨论探究 — 总

结拓展.文献[16]针对中学生科学素养较低的情

况,反思物理教学的现状,提出了4种物理学史教学

模式:重大事件回顾模式、相关史实展开模式、“串”

式结构模式、学生自主探究模式.
李宁老师结合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分析归纳

了将物理学史引入到教学中的4种模式:“呈现 —

总结”模式、“冲突 — 统一”模式、“探究 — 发现”模

式、“自学 — 交流”模式,并分析了模式运用的具体

步骤和模式运用的特点.
文献[17]对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的教学

策略进行探讨,分析了将科学史及其相关学科融入

到科学教育中的两种教育模式:马修斯的适度模式、

孟克和奥斯本的融合模式.

2.3.2 教学策略研究

文献[18]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从中国古代物

理学史、近现代物理学史和物理时事及前沿3个方

面的教学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
文献[19]结合课标对物理学史的要求,对教学

内容条目进行了梳理分析,提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

脉络中感悟物理观念、在概念规律的革新过程中提

升科学思维、在揭示自然奥秘的新问题中理解科学

探究、在物理学与人文社会的发展联系中形成科学

态度与责任的四大策略.文献[2]从物理核心素养

的培育的角度出发,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例,提出五大

策略:情感体验策略、适时融入策略、因材渗透策略、

追本溯源策略、再创式教学策略,其策略研究非常具

有启发性.
文献[20]通过研究物理学史适当融入课堂的

必要性,结合文献及调査结果,总结物理学史应用教

学的五大原则:辅助性原则、适当适量性原则、真实

性原则、深入性原则、坚持性原则.

2.4 物理学史教学案例的研究

文献[21,22]研究了“自由落体运动”和“阿基

米德原理”物理学史与教学融合,给出了案例教学

的建议.文献[23]针对性地设计了“自由落体运动”

和“行星的运动”两份教学案例,为中学物理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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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真实数据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文献[24]将库仑定律发现的物理学史融入到

课堂教学活动,设计5个主要教学环节,引导学生构

建库仑定律知识,通过定性和定量探究库仑定律,促

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文献[25]阐述了

欧姆发现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的历史过程,给出高中

阶段运用物理学史方法建立闭合电路欧姆定律的教

学实施过程,丰富高中物理学史的教学案例.
文献[26]给出了物理学史融入高中物理教学

的两个实践案例:“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研究”和

“电子的发现”,并通过研究对比了两个班的教学

效果.
从文献研究中,发现中学物理教学中物理学史

教育的实施现状并不乐观,主动开发写入教材的学

史方法中建立概念、规律的案例很少,目前都是针对

个别知识点案例的研究文献较多,而且学者更加关

注经典物理学时期,如“自由落体运动”“库仑定律”,

而更多的物理概念、规律的物理学史教学案例则有

待设计研究.

3 总结与展望

物理学史教育研究不是新兴事物,现有的研究

文献数量不仅非常多,而且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对

于物理教学来说,物理学史教育意义重大,通过物理

学史教育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物理能力和素养,使学

生发现物理学习的新视角,而且形成了良好的个人

品德和学习思维习惯.对于国内物理学史教育研究,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与展望.
(1)加强专门针对高中阶段物理教学的调査研

究.期望未来的硕士论文研究完善物理学史教育的

调查研究,避免纸上谈兵,突出物理学史教育的必要

性,进一步增强对教学效果进行实证性研究.
(2)加强教科书中的物理学史研究.及时研究

发现教科书中的物理学史不足之处,使之更适合于

教师运用于一线教学之中.这使得物理学史的内容

不仅停留在“人物、时间、地点、事情”这一层面,而

是更加地突出其过程所涉及的“物理方法、物理思

维”.

(3)加强物理学史教育功能与教学策略的融合

研究.国内关于物理学史教育功能的研究和物理学

史教育教学策略的研究较多,但往往都没有把双方

结合起来,可以在功能和策略中找到一个研究的平

衡点,更好地促进物理学史教育.
(4)加强物理学史教学案例的研究.在这方面,

一是要不断开发新的教学案例设计,二是不仅要关

注经典物理学时期的物理学史,也要关注近代物理

学史,有研究表明近代物理中的一些概念如“光电效

应”等研究中心度极低[12],缺乏相关的教学案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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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自旋假设提出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启示

张加兴

(厦门实验中学  福建 厦门  361100)

(收稿日期:2022 03 07)

摘 要:从电子自旋假设提出的实验基础和理论论证两个角度出发,详细介绍电子自旋假设提出的历史背景,

并探讨电子自旋提出的历程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自旋  实验  物理学史

  电子自旋假设是独特的微观世界电子运动图

景,它完全不同于经典物理学中地球自转模型.物理

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物理理论又是对

以往理论的扬弃与革新,呈现一定的螺旋上升的过

程.电子自旋假设提出是一段凝聚众多物理学家心

血的科学探索旅程,也是近代物理学发展过程中激

动人心的篇章.本文从物理学史的角度,阐释电子自

旋假设发展过程中对我们的启示.

1 电子自旋假设提出的历史背景

1.1 原子光谱实验的反常现象与麦克斯韦电磁统

一理论

随着迈克尔孙干涉仪的发明,他发现了氢的红

线是双线,两线之间的距离大约是钠双线的1
40
,其

他一些铊、汞元素也有双线[1].在1898年,迈克尔孙

还观察了另一种光谱实验:磁场中的原子光谱会由

原来没处在磁场中的一条谱线分裂为3条的光谱实

验现象.这种在磁场中光谱分裂成多条的现象称之

为塞曼效应.在麦克斯韦建立的统一的电、磁、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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