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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物理学与素质教育

当今素质教育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

而素质有

多种成分
,

其 中最主要 的成分之一是科学素质
,

它与

其他素质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科学素质的内涵和外

延非常深刻而广泛
,

单就科学本身而论
,

科学素质应

当包括科学知识
、

科学思想
、

科学精神
、

科学态度和科

学方法等
。

科学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不是通过开设
“

素

质课程
”

或者某种单一的教育途径能达到的
。

物理学是探测物质结构和物质的最基本的运动

规律的科学
,

其 中的机械运动
、

分子运动
、

电磁运动
、

原子和原子核的运动等等
,

普遍地存在于其他高级

的
、

复杂的物质运 动形式之 中
。

物理学研究 的规律

具有极大的普遍性
,

物理学也是现代工业的基础 和

重要支柱
,

是人类文 明的根基
。

世界技术史上 三次

大的技术革命无不是以物理学为先导
∃ 发生于 !% 世

纪 &∀ 年代
,

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

技术革命
,

应用的是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原理 ∋发生于

!( 世纪 )∀ 年代
,

以电的发 明和使用为标志 的第二

次技术革命应用的是麦克斯韦电磁理论 ∋发生于 ∗∀

世纪 � ∀ 年代以原子能
、

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

泛应用为标志 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应用的是近代物理

学中的量子理论和相对论
,

并导致新材料技术
、

微电

子技术
、

光 电子技术
、

生物技术
、

空间技术
、

新能源技

术等的迅速崛起
,

使人类跨进 了高度现代化和高科

技的文明社会
。

另外
,

当代物理学与其他 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广

泛结合和应用
,

为人类进步
、

发展生产
、

改造 自然
、

提

高生产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

可以说
,

物理学为所

有领域提供了可用的理论
、

实验手段和研究方法
,

不

仅如此
,

物理学还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理论根基
,

并以此建立了许多与其相应的 自然科学

如生物物理学
、

天体物理学
、

量子生物学等等
。

总之
,

物理学从经典力学
、

经典物理学到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的创立
,

再到 固体物理
、

高温超导
、

混沌

动力学
,

从物理理论
、

方法
、

技术 到与其他学科 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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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 的结合与渗透
,

可谓丰富多彩
、

层次清晰
,

这

是一代又一代 的世界各 国物理 学家努力奋斗 的结

果
。

其中不仅表现 了他们严谨 的工作作风
、

勤奋的

工作态度
、

科学 的工作方法
,

而且也表现出了他们坚

忍不拔
、

敢于批判
、

勇于创新
、

不断探索的开拓精神
。

物理文化丰富多彩 的知识 内容
、

源远流长 的历史背

景
、

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思想方法成为素质教育的

沃土
,

可以说物理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 的科学素

质不断提高和发展 的过程
,

物理学家的奋斗史就是

一部最好的科学素质教材
。

融理论
、

经验
、

创新为一

体的物理教学将把物理文化潜在的巨大能量作用于

人
,

因此物理学课程不仅能系统地传授物理学知识
,

而且在培养学生科学素质方面将发挥特殊而独到的

作用
。

二
、

物理课程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
,

物理课程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物理学充满了鲜 明的哲学思想
,

当学生走进这

座科学殿堂
,

目睹绚丽多彩的物理世界
,

会亲身体会

到其中无 处不在的深奥 的哲 学思 想
。

在 物理 世界

中
,

形形色色的物体及千姿百态的运动
,

构成 了丰富

多彩
、

充满生机的大千世 界 ∋ 宇宙间
,

行星
、

恒星
,

星

系众多
,

空间广阔 ∋在认识世界 的过程中会很 自然地

领略到
“

世界是物质的
,

物质是运动 的
,

各种运动都

受 自然规律的支配
”

等最基本的辩证唯物 主义哲学

思想
。

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揭示 了宏观世界深刻的内

在联系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揭示 了电现象与磁现

象的内在联系 ∋波粒二象性揭示了光与微观粒子的

内在联系 ∋相对论揭示了物质与能量
、

时间与空间的

内在联系 ∋统一场论揭示 了引力场
、

电磁场
、

弱力场
、

强力场之间的内在联系 ∋实物与场也存在统一性
,

他

们互相依存
,

相互转化
。

通过这些内容的教学
,

学生

会 自然体会到 自然界的本质是物质的
,

物质在普遍

联系中存在和运动
,

运动形式是多样的
,

而物质内部

的矛盾是运动的根本原因
。

通过这些 内容的熏陶
,

学生就不会去相信迷信
,

也不会去相信一些像
“

法轮

现代物理知识



功
”

之类的歪理邪说
,

而会 自觉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观点的理解
,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

从

这个意义上讲
,

物理教育起着独特的作用
。

∗
,

物理课程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

科学态度也可称为科学精神
。

在物理学发展的

历程中
,

无数物理学家为科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

甚

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

他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
,

丰硕的学术成就
,

而且在

道德
、

人格
、

品质各方面都堪称一代风范
,

永载千秋
。

哥白尼
、

伽利略为创立和捍卫
‘

旧 心说
” ,

傲视权贵
,

不畏困难
,

勇于献身 ∋ 法 拉第 为研究 电磁感应历经

!∀ 年之久
,

经历 了无数次失败
,

终 于在一次偶然的

情况下发现了变化的磁场才能产生 电流 ∋居里夫人

倾尽毕生精力研究放射性
,

从 % 吨沥青状的铀残渣

中
,

经过整整 � 年的辛勤劳动才提炼出 − 克铀 ∋新中

国成立之初
,

我国一大批物理学工作者放弃 了国外

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科研环境
,

冲破重重险阻毅然回

到祖国的怀抱
,

为祖 国的科技事业
,

特别是为
“

两弹

一星
”

献出了他们 的青春和热血
。

在物理教学过程

中
,

适当地介绍物理学家的生平事迹
、

献身科学的精

神
、

高尚的道德和人格
,

可 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
,

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和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
。

 
,

物理课程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

科学思维方法是科学的灵魂
,

是伴随科学知识

的获取
、

组织和运用产生的
。

它不仅具有开发智力
、

提高人才素质的作用
,

而且往往能起 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

李政道教授指出
“

方法对头
,

三流的科学家可

以做出一流的工作
,

方法不对头
,

一流的科学家只能

够做出三流的工作
” 。

科学 的思想方法主要将 由实

践探索与理论思维相结合 ∋物理学理论 的形成一般

要经过观察一实践一抽象一假说一理论
,

并且反复

循环的过程
,

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
,

理论与实践相互

作用
,

各种思维方法应运而生
。

例如普 朗克为解释

黑体辐射实验结果提 出了量子概念后
,

爱因斯坦在

其启发下提 出了光子学说
,

科学地解释了光电效应
,

玻尔又在光量子的启发下
,

提 出了新 的原子结构模

型
,

解决了卢瑟福原子模型的稳定性 问题
,

他们所用

的都是移植法 ∋ 再如卢瑟福的原子理论
“

恒星一行

星
”

模型
、

汤川秀树的介子理论
、

德布罗意的物质波
、

狄拉克的
“

正电子
”

说等
,

都曾用到类 比方法
。

另外
,

模型法
、

演示法
、

逻辑方法
、

数学方法
、

反 问与反证

法
、

定性及半定量法
、

对称与和谐法等都可导致重大

发现
。

人的知识可能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
,

但

!+ 卷 − 期 �总 % + 期 #

研究问题的方法却可以因用于物理学和物理学以外

的各个方面而使人终身难忘
。

将科学的思想方法穿

插于教学中
,

对扩大学生的视野
,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是大有益处 的
。

�
,

物理课程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科学 的精髓在于创新
,

科学的生命也在于创新
,

高素质的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
。

物理学理论正是

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建立的
。

例如
,

当世界各国物

理学家正在为
“

以太的本质
”

而争论不休时
,

爱因斯

坦大胆地提出
“

能否索性仍掉以 太
,

给 自相矛盾 的
‘

以太
’

一个最新的解释呢 .
”

这为后来创建伟大的相

对论打下了基础 ∋普朗克 面对当时被称为物理学
“

晴

朗天空的一朵乌云
”

的黑体辐射实验结果
,

创造性地

提出了能量量子化
。

物理课堂上适当地介绍物理学

家面对新的问题如何创造性地提 出新观点
、

新见解

的创新思维过程
,

会大大地增强学生 的创新意识
。

+
,

物理课程能培养学生的科学实践观

科学来源于实践
,

学会观察 和实践是对高素质

人才的基本要求
,

科学 的观察和实践也会带来重大

发现或从 中提 出许多新的观点
。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伦琴 自从无意 中发现了一种不可知的射

线
,

就开始反复的观察
、

实验
,

证 明
一

了这种射线产生

的原因
,

这就是如今在生物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 /

射线 ∋
再如当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理论后

,

戴维孙和

革末开始系统的科学实验
,

并对实验方法和手段等

不断加以改进
,

以获取 电子衍 射图
,

最终取 得了成

功
,

并获得诺贝尔奖
。

科学实践
,

就是要有一丝不苟

的工作态度和不怕失败
、

坚忍不拔的精神
,

物理学家

在实践中严谨
、

认真
、

不怕 困难
、

不畏挫折 的精神和

科学
、

系统的实验方法将对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

&
,

物理课程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情趣

科学与艺术
,

虽分属不同的领域
,

却同源于对美

的追求
。

自然是和谐 的
、

美的
、

是有规律的
。

物理学

研究 自然规律
,

展现 出来 的是大 自然 的一组组诗
,

熏

陶了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
、

一批又一批的物理学

子
。

麦克斯韦根据
“

简洁
”

这一美学原则和表达形式

上的艺术美原则
,

把若干电磁理论和定律
,

列成一套
“

美的
” 、 “

对称
”

的方程组
,

不仅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

而且其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

科学家库因

指出
∃

在新的理论的建立 中美 的考虑 的重要性
,

有时

是决定性的
。

在物理教学中
,

如果学生能充分感受
、

理解乃至鉴赏和模仿这些科学的美
,

不断得到熏陶
,

那么在科学的道路上他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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