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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在物理学史教育中应 

更多地引入人文关怀 
程民治  朱爱国 

物理学史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它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探究、弄清有时甚至是要去恢复物理学发展

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史学家便运用发掘、整理、

考证和释读等手段，从无数分散的、零碎的史料文

献中，把对物理学的认识从起源到现在的发展过程

的概貌整理出来。因此，物理学史一则要再现出各

个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和基本理论的酝酿、

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二则它要系统地描述出物理学

的基本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进化历程；三则它既是

一部由一连串的实验、观测和数学描述的历史，又

是一部基本概念的演化史。但是，史学家决不是将

物理学史仅仅归结为对历代史实的单纯记录与罗

列，而是以历史学和美学为指导，坦诚地接受来自

于哲学的批评，分别遵循或依赖于两条线索——科

学线索和人文线索，两种趋势——科学趋势和人文

趋势，两大空间——科学空间和人文空间，两个动

力——科学动力和人文动力，潜身研究从一个时期

向另一个时期的过渡中，引起物理学观念、物理学

研究方法和物理学内容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

么，并努力发掘出各个不同阶段物理学的发展同当

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状况有着怎

样的相互关系。由此就导致了物理学史这门由内外

史合二为一的人文科学，具有科学与人文两重属性。

史学家在揭示了它按某种模式发展的同时，也凸现

了物理学史奇特的科学创新功能及其潜在的人文因

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每当我们打开物理学史

的传统通用教材，映入眼帘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

即满眼是死气沉沉的、由历代物理学家所获取的系

列成果组成的场面。那种栩栩如生、动人心弦的科

学探险情景被抽掉了，科学家叱咤风云的高大形象

被略去了，我们所呼吸到的只是浓重的实证主义的

气息。显然，如果完全依照这样的教本去传授物理

学史，肯定无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据此，笔者

将拟就物理学史的教学改革，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

“人性化”，特作如下探讨： 
一、 科学、创新是物理学史永恒的主题 
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既然创新离不开探索，那么探索则离不开物理学史

的先导作用。无论是在经典物理学建立时期，还是

在现代物理学发展时期，历代物理学家的科学创新

史实，深刻地佐证了这一点。其主要表现在这么几

个具体方面： 
1. 由历史研究法催生的硕果 
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兼科学史家皮埃尔·迪昂（P. 

Duhem）指出：“科学史不仅在物理学理论的建构和

完善——例如假设的提出和取舍、实验证据的判断、

理论体系的修饰和协调等——中发挥其功能，而且

物理学方法本身也离不开科学史的指导。即使是错

误的历史……它有助于评价真理，避免重蹈谬误的

覆辙，在新时期重用旧方法或复兴旧理论。”此言极

是。如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根据他对地月间引力问题的长期研究后，总结

出万有引力定律，完成了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

成为经典力学的集大成者，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

实例。难怪牛顿曾感慨地说：“‘知识是人类远见的

积累’——在过去的远见之上，加上今天的远见。‘如

果我过去看得远一些，’……‘那是由于我站在巨人

们的肩上的缘故’。”“以太”的假说是不对的，然而，

它不仅在物理学思想的进化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即使人们懂得：空间不可能是虚无的，物体之间不

存在任何超距作用；而且它还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

提供了思维的素材。卢瑟福于 1911 年构建的“原子

核式模型”，就是立足于 J. J. 汤姆孙的“葡萄干布

丁模型”的局限性基础上提出的，因为汤姆孙的模

型无法解释α 粒子散射实验中的大角散射现象。可

是，建立在经典理论基础上的原子核式模型，面对

原子的稳定性和原子光谱的规律性时却显得无能为

力。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玻尔于 1913 年依据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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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事实提出了一个半量子化的原子模型，后来又

经过索末菲等人的修正和改良，成功地解释了元素

周期律和其他原子现象。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

人们又通过实验不断揭示出原子内部的许多奥秘，

结果发现玻尔理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1925
年，海森伯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旧量子论中诸如电子

轨道和旋转频率之类的不可观测量，和玻恩、约丹

一起，利用矩阵这一运算的数学工具，共同创立了

与薛定谔于 1926 年建构的波动力学完全等价的量

子化的矩阵力学理论。至此，借助于量子力学两种

等价的不同表述形式，原子结构才获得了明确而贴

切的理论阐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一部物理

学史就是后继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充实

完善或纠正错误的历史。汤川秀树的一席话说得很

到位：“当回顾理论物理学的历史时，我们说得过分

一些几乎可以称为错误史，在许多科学家提出的所

有理论中，大多数是错误的，因而没有生存下来。

只有少数正确的理论才继续生存……但是，没有少

数成功背后的许多失败，知识就几乎不可能有任何

的进步。” 
2. 由科学认识论导致的创新 
爱因斯坦曾一再申明：“根据原来的著作彻底研

究理论形成过程本身却是吸引人的，而时常研究这

种史料，比起我们在许多同时代人的著作中能找到

对已完成的理论的现状所作的系统说明来，有可能

更加深刻的理解事物的本质。”迪昂也曾强调：“……

了解概念的沿革和准备解决问题的沿革，对于把握

概念和解决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乃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熟悉科学史，也能看清科学的目的、本性和

结构，有助于猜测和预见科学的未来趋势，避开误

入歧途的诱人时尚。”例如，在经典电磁场理论创立

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坚信电、磁、光、热等现象相

互存在内在联系的奥斯特，在前人取得的成果和失

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的“有心力”

概念的束缚，大胆地引入“横向力”的新概念，从

而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 法拉第以“转磁为电”为

研究方向，摒弃了“稳恒过程”的思维定势和“超

距作用”的观点，引入了一个与磁场变化有关的“暂

态过程”，并提出了“场”和“场线”的全新概念和

思想，耗费了 10 年的心血，终于攻克了“电磁感应”

这个科学堡垒。直接导致了最原始发电机的问世，

标志着人类将从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麦克斯韦

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接过法拉第用直观、形象的

方式表述科学思想的同时，立足于他的科学认识论，

采用了简洁、明快、精确、优美的数学语言，总结

和发展了法拉第的成果，同时引入了两个崭新的概

念“涡旋电场”和“位移电流”，于 1865 年发表了

他的惊世之作《电磁场动力学》。就在他的这篇不朽

的雄文中，被誉为“美学上真正完美的对称形式”

的方程组，还将过去互不相干的电、磁、光统一在

一起，囊括于其中，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又如，在爱因斯坦于 1905年 6月发表了题为《论

动体的电动力学》的论文之后，他很快察觉到狭义

相对论还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为什么惯性坐标系

在物理学上比其他坐标系更为优越？为什么惯性质

量随能量变化？为什么一切物体在引力场中下落都

具有相同的加速度？刚刚经受住考验的狭义相对

论，为什么一用到引力场中就遇到了矛盾？凡此等

等问题，使爱因斯坦感到极大的疑惑。但在他关于

科学认识论的一个坚定信念的驱使下，他感悟到，

既然自然界是和谐与统一的，那么，要么就应该对

惯性系为什么会特别优越作出解释，要么放弃惯性

坐标系的特殊优越地位。并以此作为突破口，立即

开始了进一步探索引力场和它的时空特性。爱因斯

坦在以他所创立的两条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和指导

下，即“一切物理定律在所有的惯性系中其形式保

持不变”的广义协变性原理，以及“均匀引力场同

均匀加速度等价”的广义等效原理。经过 8 年的浴

血奋战，终于在 1915 年建成了广义相对论。 
3. 由科学方法论取得的突破 

如上所述，皮埃尔·迪昂曾强调“物理方法本

身也离不开科学史的指导”，无数的科学史料足以说

明这一点。例如，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

义相对论的过程中，曾分别进行过三个思想实验。

前者是以光速追踪光的思想实验和“火车”的思想

实验；后者为加速系统和引力场进行比较的思想实

验。正是对这三个思想实验的长期沉思，使他形成

了构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即第一个思

想实验，使他找到了导致伽利略变换同麦克斯韦的

波动方程绝对不相容的一个悖论，在于隐含在伽利

略变换中的“绝对时间”观念；第二个思想实验使

他发现了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第三个思想实验则

使爱因斯坦得到了“引力场同参照系的相当的加速

度在物理上完全等价”的广义等效原理。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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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实验还为他依据广义等效原理讨论了“引

力对光传播的影响”，也就是说光在引力场中传播会

发生弯曲。但是，思想实验决非是爱因斯坦的专利。

早在 16 世纪，伽利略就精心设计过两个著名的思想

实验。其中一个用于批驳重物体比轻物体先着地，

另一个是用来发现惯性定律的。正是这两个思想实

验，一举推翻了延续 1000 多年的亚里士多德从生活

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两个错误论断，为物理学的发展

扫除了障碍。特别是后一个思想实验，被爱因斯坦

称之为“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又如，穷举法与排除法是物理学尤其是在高能

物理理论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其意是因对某一

问题的解决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可能性，而要找出其

解，就要在各种可能性之中探寻必然性。杨振宁和

李政道在解决“θ - τ 之谜”时，就是从穷举多种途

径着手破解这个课题的。诚如杨振宁在 1957 年 12
月 11 日的诺贝尔奖演讲中所提到的，他们是在用了

其他办法都行不通的情况下，才考虑提出 τ 与 θ
是同一种粒子，只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最后由吴健雄的著名判决性“宇称实验”排除了其

他可能性，确定了τ与θ是同一种粒子。杨、李两位

先生因此而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获得了重大发现。 
史料表明，导致物理学家出奇制胜的科学方法

还有：选择正确的思维方式——逻辑的（恰到好处

的类比、归纳和演绎等）和超逻辑的（直觉、灵感、

猜测、想象和幻想等）方法；在新的实验事实面前

不为旧的范式所束缚，这里的范式指的是包含理论、

定律、仪器及应用准则的一套有着内在联系的系统；

建立合理的物理模型和完善的数学定量描述；创造

性地运用或更新前人已用过的实验方法或对原有的

仪器和设备进行不断改正和创新，等等。这样的典

型案例不胜枚举：1923 年德布罗意运用类比推理和

逆向思维方法，大胆地提出了电子也包括其他任何

实物粒子均具有波动性，从而将爱因斯坦率先提出

的关于光的“波粒二象性”，扩展到了一切微观粒

子，丰富了其内容。举世闻名的“不确定原理”，

居然是海森伯在轻松愉快的心理状态下，独自去公

园散步时直觉地意识到的；19、20 世纪之交的物理

学革命，是在一系列新的实验发现，有力地冲击着

以牛顿为代表的古典物理学的旧范式下发生的。因

为当时物理实验的进展，在人们面前所展示出的是

微观、高速领域的新奇世界，将经典物理学推向了

严重的“危机”；物理学家借助数学形式建立模型作

出新的预见的也屡见不鲜，爱因斯坦通过洛伦兹方

程式的研究预言了相对论效应——长度缩短和时间

变慢，狄拉克通过对描述单个电子行为的相对性波

动方程的解的研究，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夏帕克

之所以成功地发明了多丝正比室，就在于他明智地

改正了原先被广泛用作为原子核辐射的探测器——

正比计数管，而一举获得的重大创新成果。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 
4. 由观念的革新获得的成就 

杨振宁曾十分精辟地指出：“在 20 世纪，物理

学产生了奥妙的观念革命”。正是这种最深层次、

最具本质内涵的观念的更新，迎来的又是一代壮观

的物理学。其中包括：其一，通过从确定性到不确

定性观念的历史演变，导致了统计物理学、量子力

学中的“几率波”的概念和混沌学的创立，以及天

体力学中“三体问题”和湍流现象的研究。其二，

通过从连续性到分立性观念的历史演变，人们得到

了微观粒子的一个重要特征——量子化。其三，通

过从“构成论”到“生成论”观念的历史演变，人

们终于懂得，关于复合物体及其组成部分的概念不

再适用于亚核粒子领域。在基本粒子区域中，变化

不再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关于亚核粒子的

“结构”只能在动态的意义上，用过程和相互作用

的术语来描述。其四，通过从“归一”到“统一”

的观念之历史演变，使物理学家仿照魏尔的规范理

论，建立起规范量子场理论，借以寻求基本相互作

用的统一描述，并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其中“弱电

统一模型”一举成为 1979 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获奖成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其五，通过从以

实验作奠基和数学推理为工具创立理论，到构造定

律的演绎系统，再到通过计算机仿真之观念的历史

演变，当今的物理科学殿堂已经形成了由实验物理

学、理论物理学和计算物理学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其六，通过从“细部”到“整体”观念的历史演变，

物理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专业化研

究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只存在于各种知识的总体关联

中”（薛定谔语）。“打破学科间的壁垒”（普里高

津语）已成为当代物理学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

人们自发地应用系统论思想来研究物理学，把整个

科学看作为一个系统，注意科学系统的整体功能，

注意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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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高津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他“不满

足于仅仅把事情拆开。他花费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

精力，试图去……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

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由于科学大师们对 20 世纪

之初的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由此不仅脱颖出一批

新兴的交叉学科，如生物物理、化学物理、地球物

理，以及社会物理学和物理科学美学，等等；而且

涌现出了许多崭新的物理学概念，如“物理格式塔”、

“多维客体”、“隐序”、“多维世界”、“镶嵌客体”、

“潜能世界”，等等；还使一些科学巨匠身兼数家。

其七，从“臻美”到“达真”观念的历史演变。因

为科学家相信大自然是美的，其本质性的东西是和

谐、统一、对称和简单。这就使探索者借助于“美

是真理的光辉”的照耀，去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尤

其是面对着 20 世纪物理学理论研究高度数学化和

抽象化的倾向，那种仅仅凭借实验观测去获得可靠

的经验事实，进而发现真理的做法已显得无能为力。

物理学家们越来越认定理论物理学的“创造性原则

寓于数学之中”。崇尚和执着地追求数学美几乎支配

着现代物理学家的全部工作。他们往往“首先从一

个大的对称性出发，然后再问为了保持这个对称性

可以导出什么样的方程来。20 世纪物理学的第二次

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由于“数学的不可思议的有

效性”（维格纳语），人们在运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

学前沿领域问题的具体过程中，“有时候，如果你遵

循你的本能提供的通向美的向导而前进，你会获得

深刻的真理”（杨振宁语）。特别是在寻找基本的动

力学规律上的进展，没有一项不与规范对称性美有

关。以至于在当今的高能物理的研究中，在理论方

面也就是规范场论的时代。如现时的理论物理学家

往往将寻找合适类型的李群作为其理论探索的工

具，目的就在于建立起披露微观粒子体系内禀对称

性的漂亮模型。当然，模型的正确与否最终还要接

受实验的严格论证。除以上所述的之外，诸如从“存

在”到“演化”、从“简单”到“复杂”、从“静观”

到“参与”等观念的历史演变，均给现代物理学的

发展带来了蓬勃的生机，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成果，

真可谓是锦上添花。 
二、科学创新潜藏着丰富的人文基因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科学创新是

贯穿于整个物理学史的一条生命线，无论是由历史

研究法和科学认识论所带来的累累硕果，还是由科

学方法和观念的更新所取得的系列成就，它们的创

造者均为历代物理学家，其间无不打上创造者的烙

印，都是大师们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人类本质力

量的物化成果。人所赋予物理学创新的科学与人文

双重属性，必然会在物理学史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鉴于物理学创新所具有的科学属性在其史学中的体

现是不言而喻的，否则物理学就不可能称之为科学，

更不可能成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据此，我

们在这里只讨论物理学创新在其史学中所蕴涵的人

文基因。 
1. 主体人展示出的人文基因 
由于物理学创新的主体是科学家，相应的科学

创新史即物理学史，理所当然也就应该确立科学家

的中心地位，这就使得它的人文属性得到了充分的

展示： 
人性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 哥白尼曾信

誓旦旦地表白：“人的天职在探求真理”，康德也同

样发誓：“永远忠诚于真理”。他俩的钢铁誓言，表

达了物理学史上千百万科学大师立志献身于人类科

学事业的共同心声。这种对科学的情有独钟所表现

出的崇高的敬业精神，使他们耐得寂寞，甘守清贫，

以苦为乐，持之以恒，诚实工作，无私奉献，乃至

以牺牲个人的婚姻大事和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如，

富兰克林为了研究雷电而冒险进行“费城实验”，

达利巴德和里希曼为同一目的而惨遭雷电袭击身

亡。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爱因斯坦面对当

时入不敷出的生活困境，声称：“充满快乐的贫穷

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还有笛卡儿、牛顿、卡文

迪什、特斯拉、惠更斯等为科学研究而终生未婚。

甚至连卓越的女核物理学家丽丝⋅迈特纳也是如此，

等等。 
人性科学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关于

这个问题，我们从原子弹的诞生史足以管中窥豹可

见一斑。当全世界遭到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

者野蛮的战争威胁时，科学家们呼吁研制原子弹以

同纳粹德国抗衡，避免战争因在全球蔓延而引起世

界性悲剧的发生。而当他们制造出的原子弹真正用

于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时，同样也

是他们奔走呼号，联名上书要求严禁制造和使用核

武器。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拉比和原子弹的

制造起关键作用的费米一起曾强烈地表示反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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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氢弹和超级弹；1945 年以后，爱因斯坦在呼吁

书和声明中三番五次地强调：“科学家对保卫世界和

平和争取人类未来负有责任。……在孕育着原子战

争危险性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无权漠不关

心地袖手旁观。”尤其是拥有 52 位诺贝尔奖金获得

者集体签名的“迈瑙宣言”影响则更大。 
人性科学家一旦决定以科学研究为其终生的职

业，他就得以经济上的需求作为其进行科研活动的

支撑 史料表明，开启人类电气时代历史先河的大师

爱迪生和特斯拉为了获取研究资金，都分别创办了

自己的电气公司；通过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科学

家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本人也都拥

有自己的公司。为了获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不少

物理学家宁肯自己掏腰包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工

作。为的是在给人类谋福利的同时，也给世人和社

会留下了自己光辉的形象而名满天下载入史册。 
人性科学家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关怀 物理学

家面对挫折时，并非全然像伽利略那样，都具有坚

强的个性，他无视于反动势力红衣主教们的禁令，

坚持创新，在监狱中完成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运动

的法则》。其中心理因素敏感与脆弱者仍然无法避

免。如近现代物理学转型时期的伟大拓荒者玻尔兹

曼，当年因他的系列崭新成果没有被人接受，并在

与马赫等人的哲学论战中遭到孤立，而于 1906 年 9
月 5 日在意大利度假时上吊自杀身亡，就足以说明

这个问题。因此，人性科学家在他们的“科研活动

中表现出的特殊智力、能力和行为规范，与他们作

为普通人的特点并不矛盾。” 
因此，爱因斯坦曾明确地指出：“科学作为一种

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同

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

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一切

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正是这

位千百年来难得一遇的最伟大的科学家，通过对科

学实践活动的亲身体验，才深刻地领会到了科学家

在其间的主体地位，人文因素在科学及其创新史上

不可忽视。 
2. 主观价值决定的人文基因 
科学研究活动是无法摆脱科学家自身的主观价

值判断和选择的，并且这种价值取向渊源于科学家

的信仰或信念。其中主要有：（1）建立在宗教感情

上的、先验的信仰或信念，即一个逻辑科学体系的

建立，其基础是要有一个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公设，

以及“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

信自然界存在秩序。”（2）科学家的思想与其生活背

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生活背景不同的科学

家，其渗透到他们各自的科研活动中的思想信仰（宗

教信仰）也各有区别。在西方，大部分科学家是虔

诚的宗教徒或宗教事业的热心者。爱因斯坦曾偏颇

地说：“那些我们认为在科学上有伟大创造成就的

人，全部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念。”（3）科学家与哲

学之间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其哲学信仰在这种关

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如

爱因斯坦终生所信奉的座右铭是：“哲学就可以被认

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他在立足于运用“怀疑的

经验论”、“唯理论的唯物论”和“经验约定主义”

进行哲学思维的前提下，分别将它们作为破旧的锐

利武器，立新的坚实基础以及构建理论框架的有力

工具。（4）如同上文所述的科学家基于坚信自然界

是和谐、统一、简单和对称的矢志不移的信念，势

必在构建理论体系时，遵循着美学考虑。 
3. 科研活动体现的人文基因 
科学研究是极富创造性的活动，既是一个理性

与非理性彼此交织的机制，又是一个智力因素与非

智力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科学认识在本质上是对

客观真理的追求，但客观性、逻辑性和智力作用并

非是它的全部，除了上述思辨性的先验预设和超逻

辑的思维方法之外，还离不开科学家的个性品格（非

智力因素）之系列要素。诸如：兴趣、情绪、心境、

理智感（包括求知欲、好奇心、怀疑感和自信感等

几种不同的形式）、意志品质（意志自觉性、果断性、

坚持性、自制力）、气质（分多血质、胆汁质、黏液

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和性格，等等。如爱因斯坦

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与非理性、

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在这当中，他

以“对理性知识的追求”的真正宗教感情，作为其

致力于科学探索的动机和动力；以他“叛经离道”

的性格勇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即修正 200 多年

前牛顿所创建的体系，改写物理学的进程；在具体

构思中，他无视于当时经济拮据的状况，始终保持

着一种良好的心境；并运用了哲学思维、思辨与实

证、想象与逻辑、直觉与数学、探索性的演绎、逻

辑简单性与准美学原则等卓有成效、颇具特色的科

学方法。终于以他坚强的意志足足花费了 10 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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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将电磁学纳入了经典力学的框架，于 1905 年 6
月成功地创立了举世瞩目的狭义相对论。不仅如此，

爱因斯坦所身体力行和推崇的“宇宙宗教感情”，也

既是理性的，又是激情的；既是真挚的，又是怀疑

的；它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理性和科学的迷恋与热

爱，而且表现为对已有的科学成果（经典力学）的

批判与怀疑。 
据此，笔者认为，如果将物理学史只是简单地

归结为认识的历史，这是十分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因为它除了认知因素之外，既蕴涵着科学家的动机、

激情、意志和心境等个性品格，以及超逻辑的“思

维的自由创造”，又包括着大量社会的、心理的和宗

教的等各种因素。所以，物理学史中的诸多人文因

素一旦被人们视作无关宏旨，那么，在大家面前所

呈现的物理学史，只是一部运转的“理性机器”和

空洞无物、毫无生成的逻辑抽象。 
三、必须将人文关怀纳入史学教育中 

按前文所述，贯穿在整个物理学史中的一根生

命主线，在于不断地进行科学创新。并且所有创新

成果的获得，都是历代物理学家遵循或深受着科学

与人文两条线索、两种趋势、两大空间和两个动力

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的。既然如此，我们在物理学

史的教学中，就不可仅仅像传统史学教材所安排的

那样，按照历史的顺序，单纯地讲解一个个的历史

事件、科学人物和科学成果。因为这样做的结果，

极易给学生造成这样一种错觉：似乎一架架冷冰冰

思维的机器、一系列机械的实验观测、数据处理、

数学表述以及逻辑的思考，就构成了科学活动的全

部，物理学家简直成了没有人性、没有感情、缺乏

责任感和价值判断，只擅长理性思维的“怪物”。因

此，整个教学过程充满了“科学味”，却失去了“人

情味”，强调的只是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感情

的影响却被严重抹煞。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只能是干

瘪而无血无肉、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物理学世界和科

学家的形象。无疑，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不可能激

起学生的兴趣，反而使他们学习物理学史的主动性

与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更为严重的是，如

此这般的教学方式，既使学生对科学研究活动产生

了片面的认识，又使学生的内心深处对物理学家的

伟大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扭曲。 
为了彻底改革以上这种毫无生机、呆板、片面、

被动的史学教育方式，笔者呼吁：物理学史教育改

革的唯一途径，在于更多地引入人文关怀。也就是

说，要使物理学史的教育充满着“人性化”。即不仅

要突出科学家在这部不断创新的历史长卷中的主体

地位，而且还要以历代科学家的精神风貌、科学思

想观念和科学方法论等的进化为中心。因为只有这

样，授课者才能把科学活动的客观性和科学家的主

观性有机地联系起来，将各个时代的科学活动与当

时社会的历史背景融为一体，全面系统地把握科学

活动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还原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伟

大的科学家的形象，雄伟壮观的科学实践活动场景

和科学发展的曲折过程。进而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科学观、价值观、文化观、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

时，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创新的品质和意识，

以及优良的个性品格。拉比说得好：“科学家在社会

上的角色不能仅仅限定在他在科学上的特殊贡献，

它（指科学贡献）经常表现为个人魅力和工作风格

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我们时代，我们对玻尔、爱

因斯坦了解很多，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科学贡献。”亨

利⋅布拉格也指出：科学家“……的成就有一种价值，

他们赖以工作的精神则有另一种价值，并且后者的

价值比前者更值得向往。可以正确地说，一些最伟

大的科学家，世界从他们生活中比从他们的发现中

得到的更多……他们对真理的崇敬和追求真理的无

私奉献，比他们所建立的定律有更高的价值……简

言之，追求知识的精神和应用知识的方式，比知识

本身更重要、更真实。” 
（安徽巢湖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系  23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