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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已迈入科技迅猛发展的 ∀ 世纪
,

社会

的发展呼唤着物理教学的现代化
。

联系现代物理知

识进行教学便是促进物理教学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之

一
。

目前
,

随着课程改革
、

高考改革的深人
,

现代物

理知识在物理教学 中的作用有所加强
,

但许多教师

由于对现代物理知识的教学价值缺乏深人理解
,

在

结合现代物理进行教学时仍 以应试为 目的
,

不能主

动收集
、

整理现代物理知识
,

在教学 中有计划
、

有 目

标地进行渗透
。

那么现代物理知识的教学价值究竟

有哪些呢 ∃ 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

 
%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 习兴趣
,

激发 内在学习动机

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 的强大内在动力
,

美国心

理学家拉扎若斯的研究表明
,

学生对学习的浓厚兴

趣比智力更重要
。

现代物理知识对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具有独特的作用
。

 
%

 展现物理的内在美

物质世界理应简单
、

和谐和统一
,

这既是物理学

家从事科学研究 的坚定信念
,

也是他们始终不渝的

追求 目标
。

而物理规律本身 的简单
、

和谐和统一正

是对 自然美的充分展现
。

教学中通过挖掘物理中的

美学事例
,

可给学生以美 的熏陶
,

激发对美的追求
,

提高学习兴趣
,

诱发学习动机
。

例如
,

万有引力定律

的发现实现 了天
、

地 的统一
,

电磁场理论 的建立使

电
、

磁
、

光得以统一
,

而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 的发现

则说明自然界整个运动的统一
。

现代物理中这样的

例子更多
,

如实现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统一

的规范场理论
,

说明时间
、

空间与物质统一的广义相

对论
,

微观粒子 的运动是粒子性和波动性 的统一
,

正
、

反物质世界的统一
,

构想 中统一四种基本相互作

用的超大统一理论等
。

不仅如此
,

由于美的东西往往就是真的东西
,

德

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就曾指出
“

美是真理的光辉
” 。

因

此对美的追求
,

已 成为物理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
。

例如
,

历史上人们接受 日心说而抛弃地心说 的原因

之一就是因为
,

日心说对太 阳系 & 大行 星运动的描

述更简单
,

自然图景更和谐
。

在现代物理发展中
,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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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韦就从美的观点出发
,

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英

国的狄 拉克更是 一位
“
以美求 真

”

的大 师
,

他早 在

 & ∀ ( 年就从对称美出发预言了反物质 的存在
,

 & + 

年又预言了磁单极子的存在
。

 
%

∀ 展现物理的应用性和基础性

物理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 自然科学
,

从哲学中

分离
,

在生活中诞生
,

为应用而发展
。

从诞生的那一

天起
,

它就与大 自然
、

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
。

然而受

狭隘物理教育观的影响
,

中学物理教材对物理的应

用介绍较少
,

尤其对学生感兴趣 的现代物理知识 的

应用介绍更少
。

在教学 中有意识地突出现代物理的

广泛应用
,

可开阔学生视野
,

增强对物理有用性的认

识
,

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
,

强化学习意识
。

对现

代物理知识应用的介绍可有
,

医学上
,

激光治癌
,

− 超
,

核磁共振 ./ 仪
,

超声

治疗脑血栓
,

下刀
,

0 刀等 ∗ 户

军事上
,

中子弹
,

电磁 脉冲弹
,

1 射线弹
,

电磁

炮
,

激光武器
,

次声武器
,

夜视技术
,

电子战等
∗

生活上
,

红外线 电视
,

数字电视
,

微波炉
,

磁悬浮

列车等 ∗

另外
,

在通讯
、

航 空航天
、

工业
、

农业 等诸多领

域
,

现代物理知识也有广泛的应用
。

物理学不仅有直接的应用
,

而且对其他学科的

发展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表现在提供理论基础和

方法指导两方面
。

例如
,

在 ∀2 世纪
,

量子力学 的建

立导致 了 3 45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

相对论催生

了宇宙大爆炸理论
,

热力学的发展产生 了耗散结构

理论等
。

再如  & + 年
,

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马利

肯
,

应用量子力学创立了化学结构分子轨道理论 ∗有
“

分子生物学之父
”

之称的德尔昂品克运用量子力学

来认识遗传现象
,

最终发现了生命的本质
。

据不完

全统计
,

∀2 世纪 中叶以来
,

具有物理背景而获诺贝

尔化学奖者约占总人数一半以上
,

而诺贝尔生理及

医学奖获得者具有物理背景的人约 占 )2 6
。

毫不夸张地说
,

物理学知识是构成所有 自然科

学的理论基础
,

物理学 的研究方法是所有 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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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成熟
、

最全面
、

最有效 的
。

可 以预见
,

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
,

在未来 的 ∀ 世纪
,

物理学在相邻学科

及其交叉和边缘学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通过对现代物理发展及其应用的介绍
,

可使学

生认识到物理学是一门处 于不断发展中的学科
,

是

最有前途的学科之一
,

是从事任何 自然科学甚至社

会科学研究都必须具备的基础
,

从 而增强学习物理

的内在动力
。

∀
%

有利 于激活学生思维
,

增强问题意识
,

激发探索

热情

爱因斯坦说过
, “

提出一个问题 比解决一个问题

更难
” 。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创新教育
,

而创新教育 的

关键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

在教学 中
,

适 当讲些

现代物理学的新事物
,

让学生多听一些
,

多见一些 尚

未形成定论
、

尚未研究清楚的东西
,

有利于启发学生

思维
,

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热情
。

例如
,

学习
“

自由落体运动
”

时
,

可介绍鸡毛与石

快下落快慢的公案
。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

重物下落快
,

轻物下落慢
。

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物理

学家伽利略对这个观点提出了挑战
,

他通过重
、

轻物
“

捆绑法
”

思想实验
,

巧妙的证 明了重物并不比轻物

下落 快
,

进 一 步认 为重
、

轻 物下 落 一 样 快
。

然 而

 & ∀∀ 年美国厄埠等人 的研究表 明
,

物体下落的加速

度随材料不 同而有 所差 异
,

大约 有 2
%

2 的变化
。

 & () 年菲施 巴赫 等人 又认 为造成这种微小差异 的

原因是
,

地球和物体之间除引力外
,

还存在微小 的斥

力
,

并称之为超负载力
。

由于存在斥力
,

鸡毛与石块

谁下落得快又成为疑问
。

学习安培分子电流理论时
,

可介绍在电学中正
、

负电荷能单独存在
,

但将磁铁无论分割多小都是磁

南极和磁北极同时并存
。

 & + 年
,

著名物理学家狄

拉克预言
,

在微观世界存在着只有一个磁极的粒 子

—
磁单极子

。

按照这种理论
,

电和磁的相似将更

加完美
。

目前
,

物理学家正在通过实验努力寻找磁

单极子
。

设想把这些 内容讲给学生
,

他们还会觉得物理

无趣
,

会不积极思维 ∃ 问题关键在于
,

教师能否转变

教育观念
,

对教学采取开放的态度
,

勇于承认 自己的
“

无知
” ∗鼓励学生勤思多想

,

敢于对学 习中已成
“

定

论
”

的东西提 出自己的看法
,

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

问题
。

+
%

有利于学生建立现代物理思想和观念

科学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
,

总是 以科学观念
、

科

7 )

学思想的突破为先导和基底
,

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
,

“

在创建一个物理学理论时
,

基本观念起了最主要的

作用
” 。

∀2 世纪科技发展 的事实也证 明
,

重大 的创

造来源于新的物理思想
,

否则只是
“

小打小闹
”

成不

了气候
。

中学生 由于知识所 限
,

许 多现代物理知识

无法接受
,

但总可以采取适当的方法让学生理解
、

接

受现代科学思想
、

观念
。

目前
,

科学思想发展变革的大趋势是
,

直观的
、

经验的科学思想 合实验的
、

逻辑的科学

思想 今概率的
、

统计的科学思想 今耗散的
、

非线性的

科学思想
。

而中学物理教材中经典理论过多
、

现代知识过

少
,

主要体现了直观 的
、

经验的科学思想和实验的
、

逻辑的科学思想
。

如果学生长期接受这样 的熏陶
,

头脑中就会牢 固树立经典物理观
,

以后很难再建立

起现代物理思想 和观念
。

例如
,

非线性科学 与相对

论
、

量子力学 同被誉为 ∀2 世纪的三大科学理论
,

然

而在中学物理中
,

普遍用线性眼光看待非线性问题
,

把非线性问题 理想化
、

简单化处理
。

这就要求在教

学 中
,

教师既要有意识挖掘教材本身的非线性事例
,

如万有引力定律
、

库仑定律 中力与距离的关系
,

折射

现象中人射角 8 与折射角
9

的关系
,

多用电表电阻

档的刻度等 ∗ 又要定性引入现代 物理 中的非线性事

例
,

如  & ) 年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 �:
%

助9; < = #发现

的
“

蝴蝶效应
” ,

说明长期天气预报是不可能 的
。

让

学生知道非线性特性是 自然界的基本特质和本质存

在
,

是正常的
、

广泛的
,

而线性是特例
,

是非本质 的
、

次要的
,

是非线性系统的近似和简化
。

努力促使学

生思想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变
,

由简单性 向复杂性转

变
,

由确定性向确定性与随机性对立统一转变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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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学生创新意识的萌发
,

批判精神的培养

现代物理的发展更需要创新
,

然而在应试教育

下
,

为便于组织和对付考试
,

知识的考察和学习往往

以绝对化
、

标准化的形式出现
。

久而久之
,

学生思想

日益僵化
,

唯书
、

唯师
,

只会继承不会创新
,

只会接受

不会否定
,

迷信权威
,

缺乏怀疑
、

批判精神
。

通过现代

物理知识尤其是物理现象
、

规律发现历程的介绍
,

可

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
。

例如
,

 (& � 年电子的发现
,

就是汤姆生对前人原子不可分割

思想进行批 判
、

否定 的结 果
。

而实 际上
,

早 在  (& 2

年
,

英 国的舒斯特就已经测 出阴极射线粒子 的荷质

比�> ?; #在 氢离 子荷质 比的千分 之一 以 下
,

这 与

汤姆生测得 的结果基本一致
,

但他深信原子不可分

现代物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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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科学知识快速更新
,

高新技术成为最活

跃的生产力
。

传统的物理教学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

时代的要求
,

因此 ∀ 世纪 的物理教育工作者
,

必须

对新时期的物理教学进行全面深人的研究
。

一
、

明确教育地位 端正教学思想

随着社会进步
、

科学发展
,

教育所处地位越来越

高
。 “

教育立国
” 、 “

教育兴国
” ,

今天在许多国家已被

定为基本国策
。

我国已把
“

科教兴国
”

作为基本战略

决策
,

作为 ∀ 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
。

物理学从牛顿力学到现在 已有 +22 多年的历

史
,

每一次研究的重大突破
,

都要导致生产技术的飞

跃发展
。

如声波和光波是人们传递
、

获取信息 的基

本媒介
,

 ( () 年电磁 波的发现和随后 的应用
,

极大

地丰富了信息传递的手段
。

声
、

电
、

磁
、

光 四种信号

之间可转换性的陆续发现
,

导致了电话
、

广播
、

电视
、

传真
、

光纤等一系列技术的采用
。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反过来推动物理学的发展
。

例如
,

由于几乎所有物理量都可 以转换为电压
,

示波

器已成了物理研究的有力工具 ∗计算机的飞速发展
,

使计算物理异军突起 ∗加速器和对撞机的发明
,

使微

观粒子的研究更加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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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
。

所 以
,

物理教学不仅能传授物理知识
,

而且

具有培养人才素质的独到之处
。

二
、

更新教学观念 培养创新意识

∀ 世纪需要具有开拓的创新意识和广博的科

技知识的现代工程技术人才
。

而传统的教学观念注

重知识的传授
,

忽略能力的培养 ∗注重前人已获得的

成果
,

忽略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

实质上
,

只要更新教

学观念
,

就可 以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

在讲授基本概念
、

定理 �或定律 #时
,

适当穿插物理学

史
,

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科学发展的历程
,

深深懂得只

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

才有希望达到

光辉的顶点
。

对学生勤奋
、

孜孜不倦
、

知难而进
、

勇

于创新等积极进取性格的形成大有好处
。

物理实验具有丰富的科学思想
,

能培养人的观

察能力
、

动手能力
、

分析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

但

长期来许多学校对此缺乏足够 的认识
,

实验流于形

式
,

按教师制定的步骤操作一遍
,

记录几个数据
,

写

份实验报告
,

即可万事大吉
。

这样
,

物理教学 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

—
培养创新思想和能力就被疏忽了

。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

应加大改 革力度
。

迫使学 生学会 面对 陌生仪器
,

“

逼
”

学生 自己动手
,

敢于实践
,

真正掌握各种仪器设

备的使用
,

熟悉仪器设备的性能
。

在实验过程中
,

发

现有创见
,

就要 支持鼓励
。

鼓励学生敢于坚持 自己

的意见
,

敢于争辩
,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

害≅
,

不敢相信自己 的结果
,

从 而错过了发现的机会
。

再如量子化思想的提出
,

是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

中
,

发现实验事实与理论不符
,

在对经典理论 中能量

连续的观点进行反思
,

大胆抛弃后提 出的
。

假如没

有这种批判和反思
,

就没有量子化思想的诞生
,

也就

没有 ∀2 世纪物理学的大发展
。

反面的例子也很多
,

如最先用中子轰击铀核的费米
,

未能成 为核裂变的

发现者 ∗最早看到正电子的约里奥
·

居里夫妇
,

却不

是正电子的发现者
。

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
, “

目前物理

学存在两个难题
,

一是对称性破缺 ∗二是夸克禁闭
” 。

这种情形与 ∀2 世纪初浮在物理学
“

晴朗天空的两朵

乌云
”

极为相似
,

这预示着物理学将有一个大发展
、

大跨越
,

而发展的关键是
,

能否对前人思想进行合理

反思
、

批判
,

从而突破其思维框架
。

显然
,

只有那些

具有创新意识
、

批判精神的人
,

才能最终完成这一伟

大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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