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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述评】

今天参加“物理”与“历史”文理两学科的联

袂教学研讨活动，感到很有意义，听了陆良荣老

师执教的《物理学重大进展》一课也颇有感触。

在物理教学中如何结合人文精神更好地去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是个很有意义的主题。 

一、让学生充分认识实验在科学发展中的基

础作用

众所周知，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

科学。物理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科学实验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一次理论的大综合和大

统一，都伴随着实验技术与思想的进步。所以，

在物理课上讲物理学史的时候，首先得立足实

验，从实验的角度展开。

这节课呈现的都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著

名实验。这些实验所表现的理论的范围广且层次

高，要在 45 分钟的课上全部讲到位显然是不可

能的。教师可以选取典型实验作细致阐述，不但

要向学生说明实验的背景、条件、手段、方法和

过程，而且要阐明这个实验的设计思想和研究处

理问题的方法、阐明实验与理论的关系以及实验

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例如，伽利略在探求自由落体定律的过程

中，设计了著名的“冲淡”重力的斜面实验以延

长物体的运动时间。其实伽利略当年使用的器材

在斜面倾角超过 5°时就很难准确地计时了，伽

利略的外推法是建立在直觉和逻辑之上的精准判

断。

课堂上展示物理学家的探究过程，可以让学

生认识到实验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具，它对物

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验证都起决定性的作用，

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去领会实验在物理学中的地

位和作用。同时这也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验设计

意识，提高学生对实验现象的观察能力和对实验

结果的分析能力，从而减少学生在物理实验中的

失误。

二、 让学生站在历史角度学习物理学家的

思辨能力

上物理学史的课若要与历史老师上的课有

区别，教师就要从物理学科本身出发，去体现物

理学科的本质。除了实验以外，要重视思辨能力。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也提到思辨能力，即基于事

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提出质

疑和批判，检验和修正，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

能力。教师在物理课上讲科学的发展，就要研究

科学的思想方法，以及科学家这种思想方法存在

的背景和观念的束缚。

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

的原因，正是伽利略的怀疑和批判，用推理和实

验得出了正确的规律，为牛顿力学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

牛顿坚持“绝对的时空观”，正是爱因斯坦研究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质疑牛顿力学成立的基

础，抛开了“静止以太”“绝对运动”等概念，才

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并提出了“相对时空观”。

而普朗克否定了传统的能量是连续的观点，认为

热辐射是一份一份的，提出了量子论。

本节课上，教师利用物理学史充分展现了科

学家们存疑、质疑、释疑从而取得重大科学发现

的历程。这些历程的展示不仅创设了良好的质疑

情境，而且教会了学生思辨的一些常用方法，并

能启迪学生心灵，促使学生敢于质疑善于思辨。

三、让学生站在历史角度体会物理学家的科

学情怀

物理学史上众多科学家为探求真理而坚持

不懈的精神，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好素材。教学

渗透物理学史教育 体现核心素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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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从历史的节点出发，站在历史

人物的角度，去对科学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这

对于学生端正学习动机，树立对真理的非功利性

追求，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例如，普朗克提出量子假说并得出黑体辐射

的强度按波长分布的公式，这与实验符合之好令

人击掌叫绝。然而，普朗克并没有欢欣鼓舞，反

而感到惶惑。他对儿子说，自己的发现“要么是

荒诞无稽的，要么也许是牛顿以来物理学最伟大

的发现之一。”这显然脱离了历史上科学界与哲

学界固有的“能量连续变化的”的传统观念，学

生是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假说能成为新物理学思

想的基石之一的。如果我们的教育没有把这个问

题告诉学生，也是无法体现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的。

所以，教学中有必要让学生体会科学问题的

背景演化，明白其历史条件及其所致的深远影响。

这有利于培养学生不沿袭前人和课本，敢于突破

常规，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精神。

四、要让学生站在历史角度看待物理学家的

人文精神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在认识科学本

质，理解科学、技术、社会、环境（STSE）关系的

基础上逐渐形成对科学和技术应有的正确态度以

及责任感。

教师可以通过物理学史的渗透教学，使学生

受到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教育熏陶，培养学生健

全的人格，也使学生对科学的本质、功能、性质

等认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例如，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

人类的正义感出发，力劝美国总统罗斯福要赶在

纳粹德国之前研制出原子弹。而当他看到原子弹

巨大的破坏力与毁灭性后，他又从人类的良知和

社会责任感出发，坚决反对使用原子弹。

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

时，处处重视人的价值，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的

和谐发展，这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楷模。

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物理学史的渗透，以物理学

家为楷模，培养学生逐步具备造福人类的高尚情

操、基本的科学道德、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从

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钱三强在《物理学史》序言中说：“物理学发

展史是一块蕴藏着巨大精神财富的宝地。这块宝

地很值得我们去开垦，这些精神财富很值得我们

去发掘。”而在新教育形势下，如何在物理教学

中渗透物理学史教育，切实去提高学生的核心素

养，是很值得我们一线物理教师去研究、去实践、

去拓展的一个课题。 

（李雪林，吴江高级中学，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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