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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 自然科学 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

科
,

在漫长的科技发展进程 中
,

物理学一直起着

先导作用
,

显示 出旺盛 的生命力 正是 由于物

理学不 断地 向纵深发展和横 向外延
,

使众多 的

交叉学科应运而生
,

当今社会
,

几乎没有一个科

学和技术部 门不应用物理学 的成果
,

物理学犹

如昔 日的 自然哲学
,

无所不包
,

大部分 当代的新

科学
,

如天体物理学
、

物理化学
、

生物物理学
、

地

球物理学
、

生态与环境科学
、

材料科学
、

计算物

理学
、

微 电子学
、

光 电子学
、

光学信息处理等等
,

都是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 的交叉点上兴起 的
,

诞生于 年代 的现代教育技术学 即与物理学

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一
、

物理学的发展为教育技术学的

诞生提供了信息技术手段

教育是一种有 目的的对人传授知识
、

技能

和培养 良好道德品质的社会活动 为了达到预

定的教育 目的
,

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教育方式
、

方

法和手段
,

这种方式
、

方法和手段实质上就是一

种教育技术
,

因此教育行为一出现
,

就伴随着教

育技术 的产生 在人类社 会的早期阶段
,

用 口

授手示
、

口 耳相传
,

这就是原始的教育技术 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

教育技术也相

应地不断改进
,

但 由于技术条件的不足
,

并没有

形成 自己的理论体系
,

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

随着物理学的发展
,

各种 电气化 的教育媒体应

运而生
,

尤其在本世纪 中叶之后
,

信息技术不断

更新
,

为教育技术学的诞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手段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吸收现代系统科学方

法论的成果
,

教育技术才逐渐成为一 门独立 的

综合性的新学科

教 育技术萌芽于 世纪末期
,

在那时
,

法

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
,

随后
,

麦克斯韦建立

起 了完整 的电磁场理论 各种交
、

直流发电机
、

电动机
、

电报机
、

无线电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

多种光 电仪器 幻灯机
、

电影放映机 相继 问世

世纪 年代
,

幻灯引人教育领域
,

开始用于

教学 世纪 年代是教育技术的起步阶段
,

无线 电收音机和无声 电影 开始在教学 中应用
,

一些高等学校 开始 自制教学影片
,

播音教育也

方兴未艾 一 年代
,

是教育技术 的初期发

展 阶段
,

在这一时期
,

幻灯
、

电影
、

广播
、

录音教

育都得到 了一定的发展
,

特别是 电影教育得到

了较大 的发展
,

并显示 了它对提高教学效果 的

作用 在 电气化技术发展 的同时
,

物理学也正

在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信息革命的到来做着

大量 的理论和实验上 的准备 一 年建

立 了量子力学
,

揭示 了微观物质世界 的基本规

律
,

为固体物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年建立

了费米一狄拉克统计法
,

得知固体中电子不服从

泡利不相容原理 年建立 了布洛赫波的理

论
,

得知在理想晶格 中电子不发生散射 年

索末菲提出能带猜想 年派尔斯提出禁带
、

空穴的概念
,

解释 了正霍耳系数的存在 同年贝

特提 出了费米面 的概念 年威尔逊用能带

理论解释 了绝缘体
、

半导体和 导体之 间导电性

能 的差别 接着
,

他在 年
,

又在这一基础

上提 出了杂质及缺陷能级 的概念
,

这是认识掺

杂半导体导电机理的重大突破 年
,

苏联的

达维多夫
、

英国的莫特
、

德国的 肖特基各 自独立

地提 出了解释金属一半导体接触整流作用的理

论 达维多夫首先认识到半导体中少数载流子

的作用
,

而 肖特基和莫特提 出了著名的
“

扩散理

论
”

至此
,

晶体管的理论基础 已经准备就绪
,

在此物理理论的指导下
,

贝尔实验室的巴丁
、

布

拉顿和 肖克莱于 年发明了晶体管
,

晶体管

的诞生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开始 随后
,

年

发明了集成 电路
,

年代后期 出现 了大规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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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
,

这些技术成果使计算机不断更新
,

由

年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

历经晶体管时代
、

集成电路时代
、

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
,

发展成为

现在的多媒体计算机
,

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

促

进 了社会的进步
,

使之呈现 出
“

信息时代
”

的特

征 技术成果的出现和更新
,

极大推动了教育

技术的发展
,

自 年代起
,

越来越多 的电化教
‘

育媒体被用到学校教育中
,

有 电视机
、

程序教学

机
、

电子计算机和闭路 电视
,

这一时期是教育技

术的迅速发展阶段 年代后
,

教育技术进人

系统发展阶段
,

引入教育领域的新媒体有 录像

电视系统
、

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
、

卫星教学

电视系统等 见表 同时
,

系统论
、

信息论
、

控

制论的观点和方法也被应用于教育领域
,

使教

育技术学科建设更加科学化
、

系统化
、

理论化

阶阶 段段 时 间间 新媒体的引人人

萌萌芽阶段段 世纪末末 幻 灯灯

起起步阶段段 世纪 年代代 无声电影
、

播音音

初初 期期 一 年代代 有声电影
、

录音音

发发展阶段段段段

迅迅 速速 一 年代代 电视
、

电子计算机机

发发展阶段段段 程序教学机机

系系 统统 年代以后后 录像
、

计算机
、

卫卫

发发展阶段段段 星传播教学系统统

在我国
,

教育技术学虽起步较晚
,

但也经历

了以上几个阶段

回顾以上发展史
,

不难得 出这样的结论 整

个教育技术学的诞生 与发展
,

其硬件部分都以

物理学的成果为基础
,

正是物理学的发展为教

育技术学的诞生提供了信息技术手段

二
、

教育技术优化 了物理教学过程
“

教育技术是对学 习过程和学 习资源进行

设计
、

开发
、

利用
、

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

教育技术的根本 目的是
“

实现教育效果 的最优

化
” 。

对于物理这样一门学习难度较大的课程

教育技术更能发挥和显示其作用
,

恰 当地选用

现代教育媒体 电教媒体
,

对学 习过程进行有

效的设计和开发
,

利用声
、

光
、

电技术
,

拓宽信息

通道
,

加大信息流量
,

提高信息传递质量
,

可 以

使教学 内容具有很强 的真实感和表现力
,

从而

减小学习难度 物理教学 中
,

现代教育媒体可

以广泛有效地用于教和学的各种情景
,

尤其是

在完成一些物理现象直观教学
、

物理表现教学
、

教学时空拓宽
、

动态分析
、

物理 图景展示
、

静态

强化
、

物理模型立体观念
、

物理现象细微观察等

特定教学 目标时能产生极好的教学效果 现代

教育技术对物理教学 的优化作用
,

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利用教育技术的形声性
,

增强学生的记

忆效果

实验资料表 明 学生是通过多种感觉器官

来接受信息的
,

视觉记忆的效果为
,

听觉记

忆的效果为
,

视 听觉结合记忆的效果可达

上述结论表明 在学习过程中
,

要提高记

忆效果
,

必须充分发挥学生视听感觉的功能
,

进

行综合记忆 现代教育媒体主要以 图像和声音

的形式传递教育
、

教学信息
,

它不是把客观事物

抽象化
,

而是根据教学需要
,

把所讲授的对象及

内容
,

具体
、

生动
、

形象地直接述诸于学生的感

官
,

由看不见或看不清的事物通过 电教媒体变

成看得见看得清的具体事物
,

从而有效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

加速感知和理解事物的过程

因此
,

在物理教学 中要充分发挥现代教育媒体

形声性的优势
,

使抽象内容形象化
,

如显示宏观

天体的运动
、

微观粒子的行为
、

结的形成
、

火

箭的发射
、

电磁场的分布等等
,

使学生在学习过

程 中眼耳并用
,

视听并举
,

从而增强记忆效果

利用现代教育媒体的再现性
,

提高教学

效果

运用现代教育媒体再现
“

事物
” ,

可源于
“

事

物
”

又高于
“

事物
” ,

具有极丰富的表现力 它能

根据教学需要
,

将所要表现 的具体
“

事物
”

在大

与小
、

远与近
、

快与慢
、

虚与实
、

零与整之间相互

转化
,

使教育
、

教学内容涉及 的事物
、

现象
、

过程

不受时空限制
,

再现于课堂 例如 利用电教媒

体的放大作用可提高演示实验 的可见度
,

有利

于学生建立物理表象 利用电视和录像媒体
,

可

以提供物理 图像 的动态变化或慢镜头
、

快镜头

以至物理现象的逆反过程 的镜头
,

给教学创设

卷 期 总 期



克服 思 唯定势负作用的 教学实线

刘 喜 斌
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基础部物理教研室 河北廊坊

在学习大学物理的过程 中
,

思维定势对学生

所产生 的负作用是普遍存在 的
,

主要表现是盲

目套用公式
、

思路狭窄
、

应变能力差
、

缺乏想象

力和创造力
、

难于 达到发散思维和求异思维的

较高层次 如何帮助学生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

是值得探讨的 下面就此谈谈在教学 中的实践

和体会

一
、

设计
“

陷阱
” ,

以错纠错

学生受思维定势负作用的影响最直接的体

现是对一些 问题分析不透不细
、

盲 目照搬公式
,

从而得出片面的或错误的结论 例如

例 一摩尔刚性双原子分子理想气体历

而得 出错误结果 究其原因
,

主要是思 维定 势

起 了负作用
,

被表象迷惑
,

将 一 过程看成 了

单一的吸热过程
,

而实际上 一 过程 由一个吸

热和 一个放热过程组成
,

即循环效率必须按 四

个过程进行计算

例 通 电螺线管置于 闭合金属环 的轴

线上
,

环在螺线管的正 中间
,

如 图 所示
,

当

螺线管通 以 图示 的 电流且 电流逐渐减小 时
,

试

判断 环有扩张趋势还是缩小趋势

经 如 图 所示 的循

环 过 程
,

试 求 循 环

效率

对 于 此 题
,

几

乎所有学生都将循
卜 环 过 程 看 作 由

一
、

一
、

一 月

三 个 过 程 构 成
,

从

此题学生也易于受

思 维定 势的影 响
,

认为

由 于 穿 过 环 的 磁 通

量减小
,

故 环应有扩

张趋势 殊不知通过

环的磁力线在螺线管内

·

衡
图

一

是 向上的
,

而在螺线管外是 向下的
,

所 以在螺线

管外环的面积越小净磁通越大
,

故 环 的面积

变小才能阻碍磁通量的减少

教师在教学 中应多给学生做些易受思维定

势负作用影响的习题
,

不断设计
“

陷阱
” ,

以错纠

﹄︸︸

‘,卜

其他教学媒体无法提供的物理情景 利用多媒

体计算机 可 以模拟演示物理效应
、

显示 实验 的

中间过程
,

而且这种
“

干式实验
”

不受环境和 条

件的限制 利用媒体
“

改变时空
”

的作用
,

则可 以

化远为近
,

化古为今 现代教育媒体对物理现

象丰富的表现力
,

有助于教师分析物理过程
,

揭

示物理思想
,

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
,

提高科学

思维能力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高效性
,

拓宽知识

面

现代教育媒体的高效性
,

关键在于教育信

息传输效率高
,

传播速度快
,

尤其是计算机的应

用
,

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效率
,

利用计算机储存

容量大
,

显示速度快的特点
,

可 以在有限的课时

之 内
,

介绍与教学信息相关的背景知 识和史料
,

在经典物理课程 中增加现代 内容
,

引人前沿课

题
,

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
,

懂得科学创新的

艰辛
,

了解科学发展的趋势
,

使物理教学突破应

试教育模式
,

向素质教育转轨 而且
,

伴随着现

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

数字音像技术
、

卫星广

播 电视技术
、

计算机多媒体与人工智能
、

互联网

络通讯技术及虚拟现实仿真技术正逐步应用于

教学领域
,

这一切必将给物理教学乃 至整个教

育领域带来一场大的变革

现代物理知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