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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学史中具有丰富的教育功能和价值,然而当今教材限于篇幅等各种原因,对于物理学史的介绍存

在不足之处,本文将对新教材中关于物理学史内容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4点物理学史教学建

议,以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价值观,深化学生对科学、技术、社会关系的认识,促进学生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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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的发展历史悠久,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撰写了自然哲学著作《物理学》,此后,朴

素物理学不断发展,直至17世纪牛顿出版了《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意味着经典物理的大厦开始建

起,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空中的两朵乌云”

催生了现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物理学的发展过程

本是一卷科学史诗.然而,高中物理教材由于篇幅等

各种原因的限制,对物理学史的呈现始终差强人意,

这就需要我们挖掘其中丰富精彩的科学史料和科学

家故事,以更好地发挥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

1 教材中物理学史内容的不足之处

1.1 片面呈现部分物理学史

教材物理学史中部分内容的呈现过于片面,以

至于容易让学生了解和认识到一段被“歪曲”的历

史.例如,关于“牛顿第一定律”的教学,不论是人教

版还是粤教版教材,都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抛砖

引玉,“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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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观点,但是教材并未阐述亚里士多德此观点的

详细由来,只以几个简单的生活例子作为支撑,并且

此观点在之后将近两千多年都广为流传,这显然是

不合理的,学生在阅读此段教材时,难免会怀疑古希

腊先贤的智慧.
但亚里士多德真的只是从观察几个简单的生活

实例就提出了此观点吗? 回顾史料容易发现并非如

此,原来,亚里士多德早在《物理学》中就提出了物

理学的公设[1],运用其公设,可以很好解释当时能观

察到的各种运动现象,如扔出去的石头,为什么失去

了手对它的作用,仍然能够在空中运动? 按照亚里

士多德的说法,这是因为石头在向前运动的时候,背

后就会产生虚空,但自然界不允许虚空存在,附近的

空间就会向石头背后填补,进而对石头造成了力的

作用,所以即便离开了手,石头依然是受到力的作用

在向前运动,而石头之所以最终会回到地面,是因为

所有物体有回到其自然位置的倾向,组成石头的主

要元素是土,土的自然位置是地面,所以石头最终落

到了地面上.
这样看来,亚里士多德并非是通过简单的生活

例子得出的观点,而是在严谨的理论逻辑之下得出

的,他是能够做到自圆其说的,我们应当为亚里士多

德正名.

1.2 忽视呈现科学家普通人的一面

教材对于科学家的研究描述常常突出其漫长与

艰辛,而很少提及研究对于科学家的快乐.例如,在

粤教版教材“电磁感应现象”一节中,开篇就写道:

“1822年,法拉第在日记中写下‘磁能转化为电’,并

由此开始了近十年的艰苦探索,最终取得了成功.”

学生学习完这一节课,便会知道一个物理现象需要

花这么长久的时间,付出这么多才能被研究清楚,自

然会降低对科学研究的向往.
但是,如果我们查阅《法拉第》[2],我们就会发

现,法拉第虽然家境贫寒,出身于工匠家庭之中,但

是法拉第从小就对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物理学和化学,甚至是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

度,在他还是钉书匠时,他会在钉书时抓紧时间阅读

钉过的书籍,每次都会把一点微薄的薪水,用于购买

一些瓶瓶罐罐来做实验,也正是因为他对科学如此

向往和热爱,得到了当时著名的化学家戴维的青睐,

得以进入到皇家学会进行学习,之后他更是抓紧一

切时间和机会用于实验研究之中.每当实验有一点

新进展和成果,法拉第都会打心底里高兴,电与磁的

关系是法拉第的心结,当电磁感应现象被发现时,法

拉第甚至高兴到手舞足蹈,久久不能平息.从这些描

写细节中其实不难发现,对于喜欢做科学研究的法

拉第而言,科研的过程是快乐的,而不是枯燥无味

的.其实,科研工作本是一份普通的职业,但教材上

的描述容易让学生形成“科学总是枯燥艰难的”印

象,从而对科研敬而远之,这不利于学生在以后选择

和从事科研工作.

1.3 忽视呈现科研成果背后的合作精神

当代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发现,往往是一个团

队一起努力合作的结晶,但是,教材中对于科学理论

的研究和发现,常常只归功于某位代表性科学家,这

样便忽视了科研成果背后的团队合作.例如,法拉第

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教材中只阐述了法拉第自身的

研究过程,但实际上,法拉第的成功离不开皇家学会

成员对他的支持,更离不开他的恩师戴维对他的帮

助;又如,牛顿对万有引力定律的研究[3],其实离不

开许多科学家对牛顿的帮助,如哈雷曾为牛顿提供

其观察记录的星体运动轨迹数据,胡克关于绕日行

星的运动轨迹为椭圆的猜想也为牛顿提供了重要的

灵感;再比如,爱因斯坦当初想解释不同参考系下运

动规律的一致时,曾百思不得其解,但在与数学家黎

曼详细讨论之后,有如神助,随后不久相对论得以

问世[4].
新课改之后,物理学科提倡培养学生的物理核

心素养[5],其中在“科学探究”方面就包括“合作与

交流”要素,教材若总把科学研究成果功劳归功于

科学家个人,是不利于培养学生合作与交流的意识

和能力的.

1.4 忽视联系理论发展的时代背景

物理学的发展与时代背景是紧密联系的,但教

材中却很少介绍所学知识产生当时的时代背景.如

热力学定律的建立是因为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世界

各国对于提高热机效率的需求十分急切,所以当时

才会有许多科学家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等研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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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随后才有卡诺、克劳修斯等人对热力学研究成果

公之于世,热力学定律才逐步建立起来,得益于此,

热机效率大大提升,世界生产力迅速发展,世界面貌

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若在介绍知识时不联系背景或应用,对于抽象

的知识,如热力学定律,学生将难以理解前人建立这

些知识体系的起因,更加难以理解科学、技术、社会

的关系,这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世界观和科

学价值观,对于科学本质的理解容易出现偏差.

2 教材中物理学史内容的教学建议

2.1 客观呈现物理学史

对于物理学史的呈现,应当追求客观全面.教材

可能限于篇幅等原因未能将物理学史全面呈现出

来,但教师应当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进行补充,如在

“牛顿第一定律”的教学中,补充亚里士多德“力是

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观点的由来.只有将物理学

史全面呈现出来,学生才不会对历史上的科学家产

生误解,学生才能了解到准确全面而非歪曲片面的

物理学史.

2.2 科学家形象普通化

科学家本是一份普通职业和身份,科学研究对

于科学家而言其实并非是枯燥无味的,相反,科学家

乐在其中.在教学中,教师应当设计实验让学生参

与,甚至让学生体验重走科学家当年做理论研究的

道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慢慢体会发现新成果

的乐趣,同时,可以介绍科学家在进行理论研究时的

趣事,长此以往,学生对科学家的印象,定能改变学

生对于科学家的刻板印象.只有让学生能够在实验

中体会到乐趣,同时让科学家在学生心中的形象普

通化,才会有更多的学生愿意把科研工作作为自己

将来职业的一种选择.

2.3 渗透培养合作精神

科学研究在当下对合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故在

物理学史内容教学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渗透合作

意识和培养学生的合作与交流的能力,如在谈到教

材上科学家的伟大发现时,不能仅把功劳归功于代

表性科学家一人,在代表性科学家背后,往往还有其

他对于伟大发现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如黎曼对于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哈雷对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

律、戴维对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而言都是极其

重要的;再如,在进行实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

行合作,在实验结束后,可以让学生对互相的表现进

行自评和他评,以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2.4 深化科学技术社会关系

科学的发展往往与时代背景密切联系,世界对

于生产力的需要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体现,但最终

总会催使科学努力向前发展,科学发展后的结果便

是刺激生产力的提升,进而又推动世界向前发展、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在教学中,若完全抛开时代背景,

将知识悬空,学生就仅能局限于抽象的知识本身,而

不会注意到所学知识对生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影

响.只有在教学中,基于背景之下介绍理论知识,学

生才能清楚所学知识的来龙去脉,才能清楚所学知

识如何应用于生活之中,进而深化理解科学、技术、

社会的关系.

3 总结

新教材对于物理学史的呈现存在不足,会阻碍

物理学史教育功能的发挥,为了把握好物理学史内

容以进一步发挥物理学科对学生的教育功能,教师

应当在物理学史教学中做到:全面呈现物理学史内

容、将科学家形象普通化、体现科研成果背后的合作

精神、联系时代背景介绍理论知识.如此才能更好地

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价值观,使学生

对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认识,最终促进

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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