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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物理学史教学所特有的作用 物质的历史 它描述漫长而无终结的为思想 自由
、

物理学史是研究物理学发生和发展 的历 为思想免于暴力
、

专横
、

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

史
,

是介绍物理学概念
、

定律
、

定理等 的发展与 史
”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
,

一部物理学史就是科学

变革
,

以及人类对 自然界各种物理现象的认
一

识 精神形成
、

发展和传播的历史 科学精神的精髓

史 它具有多方面的教育作用 就是求实敬业和崇尚理性 物理学史上各个发展

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

世界观 时期都有一些卓越的巨匠具有这种科学精神 如

和方法论 开普勒严谨治学
、

善于思考
、

敢于创新的科学精

物理学史教学通过其各个子学科发展的辩证 神 如果用他的
“

抓住八弧分的差异
,

引起天文学

图景
,

展示出当代物理学的整体面貌
,

分析不同时 全部更新
”

的史实教育学生
,

就会使他们懂得 只

期物理学的特点
,

揭示物理学认识发展的动态规 有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
,

才能在科学上做到有所

律
,

可以帮助学生把握物理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

进步
,

有所发现
,

有所创造和有所发明 其二
,

它

预测其发展前景
,

从而有利于培养具有通观科学 有利于加强学生的科学道德修养 大量的例证表

全局并有驾驭能力的人才
。

例如
,

通过对 年代 明 许多在物理科学创造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物

以来粒子物理学所发现的许多现象 特别是
“

夸克 理学家
,

一般都具有高尚的品德修养 这正如爱

禁闭
”

的认识
,

学生就会明白 未来物理学的发展 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
“

第一流人物对于

趋势是以
“

潜存一显现
”

物质结构观
,

来取代传统的 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
,

在其道德品质方面
,

也许
“

构成主义
”

物质结构观的过程 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即使是后者
,

它

物理学史教育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科学和 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
,

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

哲学的联系 几百年前
,

物理学就叫 自然哲学
,

样
”

向学生介绍著名物理学家造福于人类的科

被人们看成是哲学的一部分 如牛顿的一部经 学献身精神 如简述卡文迪许把客厅改作实验室
,

典著作 当时就取名为《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 》 并在卧室的床边放着许多观察仪器
,

以便于随时

与此同时
,

物理学史教
几

学还能使学生了解到
,

东 观察天象 坚持真理
、

捍卫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如

西方古代传统哲学中包含着现代物理学思想的 布鲁诺为了捍卫哥白尼的 日心说
,

面对罗马教廷

胚胎和萌芽 例如
,

许多现代著名 的物理学家 的酷刑
,

高呼
“

火并不能把我征服
”

淡泊名利的

诸如卡普拉
、

汤川秀树等
,

把中国古代道家学说 无私精神 如爱因斯坦捐赠稿费
,

等等 能够震

中的某些哲学观点
,

引进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

量 撼学生的心灵
,

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子场论
、

真空理论和亚核物理等学说中
,

给研究 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物理学知识本身的

工作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思想
。

理解
,

提高智能水平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优良思想品德 在 目前高校的物理授课中
,

普遍存在的教学

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的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
,

方式是
,

出于逻辑自洽的考虑
,

往往抹去了历史的

物理学史教育能使学生了解物理学的优良传统和 真实过程 这样做的结果
,

容易使学生产生一些

物理学家的高贵品质 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误解 似乎物理学的发展从来就是一帆风顺的
,

没

观有直接作用
,

能收到通常的政治思想教育所无 有曲折和反复
,

没有遗留问题 这种
“

吃现成
,

的

法达到的效果 其一
,

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 接受知识的方式
,

不利于学生的思维 物理学史

精神 科学史家萨顿说得好
, “

科学的历史也许可 教育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

它不仅能展现出物

以定义为客观真理的发现史
,

人的心智逐渐征服 理学中的各个基本概念
、

定律
、

理论的产生
、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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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过程 而且也揭示了新旧理论的衔接
、

过

渡
、

更迭等 而只有
“

用科学发展史教育青年
,

⋯

⋯注意说明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

⋯⋯通过历史

向青年们讲清楚科学发展的真实过程
”

钱三强

语
,

才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现有的物

理知识
,

明了以往物理学家的科学工作
、

研究思想

及其科学方法等
,

并从他们的成功中获得启示
,

从

他们的失误中吸取教训
,

进而提高思维能力和科

研能力 正如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在谈到科学史

的教育价值时所说
,

那种认为只须掌握已获得的

确定的定理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
,

它
“

会使科学丧

失掉它的全部教育价值
”

有利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物理学史还表明
,

科学中存在美 它以
“

和

谐
、

优雅
、

一致
、

简单
、

整齐等等
”

为其特有的美

学形态
,

并且
“

物理学 中美的概念不是 固定的

这个概念是发展 的
”

杨振宁语 当前辈物理

学家努力建造一座和谐完美的理论大厦时
,

却

给后辈留下了诸多不和谐
、

不 自洽
、

不完备的矛

盾 这就预示着
,

对于一切运用数学和逻辑作

为表述工具 的物理理论
,

追求完美的历程是无

止境的 因此
,

物理学史教育有利于学生加深

对物理科学美的认识
、

理解和鉴赏
,

为培养既精

通专业知识
,

又拥有综合基础知识的复合型知

识结构的人才提供一条捷径

二
、

物理学史教学的改革

究竟应该怎样进行物理学史教学的改革
,

目前

在国内尚未形成共识 要使物理学史教育水平有

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

除了高度重视这门学科并确保

其基本的课时数以外
,

还堕需改进教学方法

正确处理重点与一般的关系

我们的做法是 把物理学史作为一个整体
,

放到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对那些在整个科

学界基础理论研究中
,

或者转换成生产力后对

社会发展产生过 巨大影 响的物理学成果简史
,

如原子能发现史
、

激光发展简史
、

固体物理学简

史等
,

进行重点讲授 总体上是概述古代物理

学
,

讲清经典物理学
,

突出现代物理学

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

物理理论的表述形式 日趋数学化
、

形式化

和抽象化 就物理学本身而言
,

却经历 了一个

向更大范围内的和谐统一性发展的过程 教学

中应力求使史 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坚持
“

论从史出
” ,

又不拘泥于前人 已取得的成果 既

注重
“

以论带史
” ,

又不能先立论后再从历史 中

去寻找论据
,

甚至歪曲史实服从立论

正确处理人和事的关系

物理学史必然要涉及到物理事件
,

任何重

大的物理事件都是 由物理学家积极参与的活动

而造成的 因此
,

必须承认历代物理学家在物理

学发展中的栋梁作用 但是
,

物理学史不能简单

地看成是物理学家的历史
,

更不能归结为杰出人

物天才创造活动的结果 任何人物都是在一定

社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
,

绝不能忽视产生伟大发

现的社会历史条件 这就要求在物理学史教学

中
,

要全面分析物理学家取得重大突破的主客观

条件 既要看到他的个人素质
,

更要看到一个重

大的物理学成果的出现
,

是与 当时的社会环境
、

科技水平
、

哲学思潮等密切相关的

正确处理正反两面教育的关系

在物理学史教育中
,

不仅要如实地 向学生

介绍物理学家在取得科研成果 中的成功经验
,

也要介绍他们在科学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 一

则使学生懂得物理学家并不是什 么圣人和神

仙
,

他们也会在科学实践中犯错误 二则使后继

者从事科研活动时借鉴

正确处理 中与外的关系

在物理学史教育 中
,

固然要突 出西方物理

学史应有 的位置
,

但也不可忽视 中华民族在世

界物理学史上的光辉业绩 在着意 向学生简述

古代 中国力学
、

声学
、

热学
、

电磁学和光学等的

伟大成就 的同时
,

着重介绍近代尤其是 当代中

国物理学迅速崛起的情景 借此激起学生的民

族 自尊心
、

自信心和 自豪感

钱三强先生指出
“

物理学史里面有大量人

类智慧的结晶
,

这不但是知识的宝库
,

而且是智

慧的宝库
,

里面有着很多丰富的养分
,

很值得我

们去开发和利用
”

因此
,

我们必须强化物理学

史教育
,

并不断探求新的方法
,

以便将其推向一

个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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