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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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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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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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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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卷 � 期�总 ∗  期 ∋



三
、

更新教学内容 充实前沿知识

当今
,

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发展
,

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器件不 断涌现
,

产 品的更新换代

周期也越来越短
。

而我国 目前使用的物理教材
,

近

代物理内容相对不足
,

而 当代 物理前沿及其在高科

技中应用方面的内容就更为少见
。

这种陈旧的教学

内容和不合理的教材结构体系己远远不能适应当代

科技和社会发展对物理教学的要求
。

在物理学内部
,

可分为基础和前沿部分
。

如牛

顿力学
、

电磁学等经典 内容
,

在整个物理学的发展 中

起重要作用
,

属于基础部分
。

如近年来发展 中的激

光
、

超导以及 由非线性
、

非平衡系统发展形成的复杂

性物理等
,

是物理学发展的最新成就
、

研究热点和开

拓的新领域
,

属于当代前沿的内容
,

应及时补充到课

堂教学 中
。

四
、

更新教学方法 注重能力培养

近年来教学实践证明
,

知识结构和发现法教学
,

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
,

而且有利于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 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

!
+

知识结构教学

知识结构 是指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
、

基本定理

以及这些基本概念和原理之间的内部联系
。

运用知

识结构法教学
,

一方面可 以增 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能力
,

另一方面可 以 提高学生对知识 的记忆能力
。

学生把所学知识结构清晰牢固地储存于 自己的大脑

中
,

即使有所遗忘
,

也 只能忘掉具体知识 的结论
,

依

靠知识结构仍然可 以 重新 构思 出来
。

掌握知识结

构
,

重要的还是能够实现学生知识技能和态度 的迁

移
。

大家知道
,

牛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

数学家和天

文学家
,

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人类 自然科

学的奠基性巨著
,

其知识结构却跟欧几里德的《几何

原本》完全相似
。

这表 明牛顿不仅从《几何原本》中

获取了大量的几何知识
,

而且从 中汲取 了非常重要

的研究方法
。

所 以
,

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 自主
、

独立的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
,

使学生获得 的态度和

方法迁移到适应 日益加快的未来科技和社会中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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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法教学

发现 法教 学是一 种典 型 的启 发性 教学 方法
。

“

发现
”

的本质是进行
“

再发现
” ,

把前人的发现创造

的过程从教 育的角度加 以改造
、

加 以精简
、

加 以缩

短
,

引导学生沿着简化 的思维路线去
“

寻找
”

解决方

法
。

�,∋ 提出问题
。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提出有关问

题
,

提供相关的参考书 目
,

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获取

相关知识
,

激发学习兴趣和动机
,

形成探索解决问题

的愿望
。

��∋ 展开讨论
。

学生在已 有知识的基础 上
,

积

极思考
、

比较分析
、

归纳总结
,

通过师生讨论解答 已

经提 出的问题
。

鼓励学生主动探索
、

大胆发言
、

相互

争论
,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勇气
。

�∃∋ 归纳总结
。

通过师生间的共同讨论
,

教师

明确结论
。

最后给学生布置几个 思考题
,

培养学生

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自始至终让学生 多一点思考时间
,

多一点活动

空间
,

多一点表现机会
,

多一点成功的喜悦
。

整个学

习过程
,

学生如同
“

小科学家
” 、 “

小发明家
”

那样去发

现解决问题
,

学习有主动权
,

不再 是负担
,

而成为乐

趣
。

五
、

更新教学手段 提高教学效果

将多种现代化 的教学 手段 与课 堂讲授有机结

合
,

把物理内容形象
、

生动地展示 在学生面前
,

激发

学习兴趣
,

调动学习积极性
,

活跃 思维
,

增加知识容

量
,

提高教学效果
。

!
+

演示实验与课堂讲授相结合

演示实验对于加深和掌握物理基本 内容是一个

主要手段
。

在教学过程中
,

穿插演示实验
,

增强学生

的直观感受
,

唤起学生的联想
,

活跃课堂气氛
,

加深

对概念的理解
,

深受学生的欢迎
。

�
+

插播电教片与课堂讲授相结合

电教片能够超越时间
、

空间上的限制
,

直观地
、

动态地
、

大信息地表现物理学的运动规律微妙细致

过程的特点
。

这种手段对当代前沿的物理知识恰到

好处
。

∃
+

多媒体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集声音
、

文字
、

图形
、

图像
、

动画为一体的多媒体

技术
,

已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手段
。

它的最显

著的特点是直观
、

形象
,

调动学生主动运用多种感官

积极参与媒体活动
,

使学生 由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

变为知识的主动发现
、

探索者
。

若教学过程 中配置

相应 的多媒体软件
,

教学效果更佳
。

所 以
,

根据教学

内容
,

制作相应的多媒体教学软件是现代教学对我

们教师提出的一个新要求
,

为了祖国的未来
,

我们有

勇气
、

有能力接受这份挑战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