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在学习理论的同时明白它为何被称为科学

理论
�

遗憾的是
,

传统的教学模式没有达到这个

目的
,

因此
, “

历史性的
、

进化着的科学理论被

神圣化
、

教条化
, ”

导致学科学的人却采用教条

化的态度去接受科学
�

这种教学模式不 自觉

地剥夺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

而具有这种

精神对于科学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

“

文化模式
”

以史带论的模式特点恰好弥

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

这两种教学模式的

结合才能真正地达到物理教学的目的
�

第三
, “

文化模式
”

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社会

责任感
�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克姆认为
,

教育的本质

是使青年一代有条不紊地社会化
�

因此
,

在学

科教学中
,

教师们同样具有代表社会的要求来

教育学生
,

即对学生施加符合社会要求的影响

的责任
,

使得学生在离开学校进人社会时
,

能

够成为一个被社会接受的人
,

一个对社会有责

任感的人
�

尤其当我们面对 � 世纪
,

面对未来

现代化的社会
,

现代人的特征之一就是要具有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

目前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局 限性
,

学生认

为物理学家关心的只是学术的问题
,

物理课程

的学习 自然学到的是物理学的知识
�

但实际

上
,

物理学家并非只是关心学术问题
,

他们对

世界
、

对人类
、

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

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产生就是个很好的

事例
�

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

是爱好和平的科

学家们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
,

对世界

和平作出的贡献 ! 而 当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后
,

科学家们呼吁停止制造原子弹
、

限制核武器的

使用
,

同样是出于他们保护世界和平的社会责

任感
�

因此
,

当我们在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 的

同时
,

还应使他们明白科学并不是独立于社会

之外的
,

他们在成为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高

级人才时
,

首先应该成为科学时代有责任感的

公民
�

采用
“

文化模式
”

教学有助于这一教学

目标的实现
�

通过教学
,

可以使学生认识到
,

正是由于物理学家研究的是 自然界的规律
,

所

以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环境
,

更有着不可推

卸的社会责任
,

有义务来保证 自然界与人类社

会的和谐相处
�

综上所述
,

在近代物理学的教学中采用
“

文化模式
” ,

可 以借助历史的框架去讲授
,

让

学生在感受前人闪光的思想火花
、

巨大的创造

智慧和不畏崎岖攀登的精神的过程中
,

真正

地
、

全面地认识物理学
、

学习物理学
、

掌握物理

学
�

同时促进学生的个性的和谐发展
,

培养学

生的道德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

未来世界电脑畅想

� ∀ ∀ , 年
#

芯片每秒钟运算 � ∀∀∀ 万亿次 ! 可

携式电脑将取代笔记本电脑 ! 电脑将利用无线

技术连接网络 ! 人们将使用高分辨率的无线可

视电话 !每户居民有  ∀ ∀ 余台 电脑做家务⋯ ⋯

电脑走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  ∃ 年
#

嵌人式 电脑进人人们的生活 ! 键

盘
、

电缆将被淘汰
,

人们通过语言和表情与 电

脑沟通 ! 三维 电子 芯片成为主宰
,

人们能以任

何方式和任何人联系
,

不受空间距离的约束 !

家务机器人可 以把家庭主妇从清洁卫生等琐

碎家务中解放出来⋯⋯

�∀ � , 年
#

芯片运算速度可达每秒钟 � %  ∀  ∃

次! 计算机 已经能利用并行神经网进行运算 !

显示器已经被移植到人眼中! 学习已经成为人

类生活中的主要任务 ! 良好的医疗和保健措施

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  �∀ 岁⋯⋯

�∀ ∃∃ 年
#

人类的创造力和机器的模仿力融

合在一起
,

造就了新的人类概念 ! 人脑的基因

图谱已 经被完整地获得
,

机器模拟人类
,

功能

上得以加强和扩大 ! 人类
,

也普遍进行神经移

植技术
,

它可 以增 强人类的综合能力
,

不进行

移植的人就要落伍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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