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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
,

如何将

素质教育与常规教学和谐地融为一体
,

是教育

改革的关键所在
�

各学科要结合本学科的特点

与实际
,

把素质教育的思想内涵寓于具体的教

学过程中
�

以物理学科为例
,

主要是应将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融汇贯穿于物理教学的始

终
�

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与物理学是密不可分

的
,

它以物理学为重要基础之一
,

又反过来对物

理学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
,

可以说物理学的一

切成就都是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结合的产物 二

通过物理教学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方法
,

这不仅是从事科学研究的

强有力的武器
,

也是人生旅途的行动指南
�

下面结合物理教材中的部分内容
,

谈谈蕴

含在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

一
、

通过机械运动的教学
,

使学生认识到物

质是运动的
,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

运动形式是

复杂的以及运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

机械运动是物质最简单的一种运动形式
,

教学中应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物理学所研究的对

象
,

大到宏观世界的星球
、

宇宙
,

小至微观世界

的基本粒子
,

一切都在运动着
�

使学生明确
�

运

动不是物质的偶然属性
,

而是物质的不可分割

的根本属性
,

亦即
�

运动是普遍的
,

无条件的
,

因

而是绝对的
�

但同时运动又具有相对性
,

这是

因为如果我们只考虑某一个物体而不去注意它

同其它物体的相 对位置的关系
,

那就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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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物体是否 在运动或怎样运动
�

因此
,

在研

究物体做机械运动时
,

总要事先选择一个假定

不动的物体为参照物
,

看看被研究的物体相对

于参照物的位置是否发生了变化
,

以此判定物

体是否运动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机械运动又具

有相对性
�

可见运动的绝对性是就运动本身而

言的
,

而运动的相对性是就描述运动的方法而

言的
,

没有运动的绝对性就没有运动的相对性
,

运动的绝对性寓于运动的相对性之中
,

这就是

二者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

二
、

在物理各部分的教学中
,

要有意识地

对学生进行物质运动形式多样性的教育
�

恩格斯指出
� “

物质的运动
,

不仅是粗糙的

机械运动
,

单纯的位置移动
,

而且还是热和光
、

电压和磁压
、

化学的化合和分解
、

生命和意识
”

�

这表明
,

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在质的方面有其

自身的特点及规律性
�

每一种基本运动形式中

又包含着多种具体形式
�

例如
�

机械运动
,

包含

物体的直线运动和曲线运动 ∃ 天体的各种圆锥
、

曲线运动 ∃ 有匀速运动
、

匀变速运动
,

一般变速

运动
、

平动和转动等各种独特的运动形式
�

在

进行热运动的教学时
,

要 向学生指 出热运动是

大量分子无规则的运动
,

具有统计规律性
,

而不

能把物体的热运动归结为单个分子 的机械运

动
�

原子物理研究的是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
,

原 子 中 的 电子具有特定 的轨道分立 的能级

等
,

这些是经典力学所无法解释 的
�

通过这些

具体事例的教学
,

就能使学生逐步认识到物质

运动的多样性以及不能把高级 的运动形式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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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级运动形式的简单堆砌
、

相加
�

当然
,

各种

运动形式之间是互相渗透的
,

在一定条件下 ∋各

种运动形式并存的情况 )
,

相互之间是可以相互

转化的
�

例如
,

通过能的转化与守恒定律的教

学
,

使学生理解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是相互联

系
、

相互转化的
,

每种形式的能都与某种形式的

运动相对应
�

能的相互转化表明了运动形式的

不断转化
,

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运动
,

热和电

运动又可以转化为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运动
,

化

学的化合和分解又可 以反过来产生热和电
,

而

由电作媒介再产生磁
,

最后热和电又可 以产生

物体的机械运动等等
�

又如
,

在
“

带电粒子在匀

强电场中的运动
”

的教学中
,

可进一步说明运动

形式的复杂性
�

高级运动形式包含有简单的运

动形式 ∃ 在讨论产生感生电流的原因时
,

应从能

的转化和守恒的观点加以定性的分析
�

三
、

教材中用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去说明

一系列物理变化过程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

力

学中竖直上抛运动转变为向下的自由落体运动

的过程 ∋物体达到的最高点是质变点) ∃ 弹簧在

外力作用下超过弹性限度引起永久性形变的过

程 ∋物体的弹性限度就是质变点)
,

物质的物态

变化过程 ∋熔点
、

凝固点
、

沸点就是质变点)∃ 透

镜成像从缩小到放大
、

从倒立到正立
,

从实像到

虚像 ∋∗ + 攀 ∗ + , 就是质变点)
∃
相距一定距

离的带有相反电荷的两物体间的电势差达到一

定值时引起放电的过程 ∃ 波长不同的电磁波具

有不同性质 ∃元素的转化以及 一些基本粒子 向

另一些基本粒子的转化过程等等都是物理学中

量变到质变这一辩证法则的生动例证
�

在力学中
,

物体运动速度的量变会引起运

动轨道的质变
�

从地球上发射一个物体
,

其速

度小于 (� − 千米 .秒 ∋第一宇宙速度 )时
,

这个物

体克服不了地球的引力
,

只能在地球上沿抛物

线飞行 ∃ 当其速度达到 (� − 千米 .秒时
,

物体才能

绕地球作椭圆轨道运动
,

成为地球的卫星 ∃ 其速

度达到 # #
,

% 千米 .秒 ∋第二宇宙速度 )时
,

它就离

开地球绕太阳作椭圆运动
,

成为太阳系中的行

星 ∃ 其速度达到 #/
�

( 千米 . 秒 ∋第三宇宙速度 )

时
,

这个物体就冲破太阳系 的引力到宇宙 中去

遨游了
�

在热现象中
,

温度和压力的量变
,

引起

物体聚集状态 的质变
�

这 些 都说明 一个道

理
� “

发展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 �

四
、

对立统一规律在物理学中更是得以充

分体现
�

在讲库仑定律时
,

应指出
“

点电荷
”

是

一个理想化模型
,

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观点讲

述正电与负电
,

起电与电中和
�

麦克斯韦的电磁

场理论也是讲述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典型例

子
�

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
,

变化的磁场又产生 电

场
,

两种变化的场相互联系
,

在空间里传播的对

立统一的结果便形成电磁波
�

电磁感应现象的

发现也充分印证了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
,

并在一

定条件下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
�

众所周知

的牛顿第二定律是牛顿三定律的核心
,

它深刻阐

明了惯性 ∋质量 )
、

力和加速度三者间的辩证关

系
�

一方面
,

由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迫使物体

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 另一方面
,

由于物体的惯

性要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不变
�

这一对矛盾既

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
,

矛盾斗争的结果共同决定

了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
,

即决定着物体产生的加

速度
�

此外
,

原子内部原子核与电子的吸引与排

斥相互作用的结果产生能量的吸收和辐射 ∃ 一切

分子间都同时存在着引力和斥力
,

光和实物都是

微粒和波的统一 在教学中有意识地通过这些

具体事例
,

向学生阐述有关的物理现象和过程中

各个对立面的相互作用
,

就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事

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运动
、

变化
、

发展的源

泉
,

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发展与变化正是这些对立

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

从而确立
“

发展是对立面的

统一和斗争
”

这一辩证法的核心的观点
�

此外
,

在讲即时速度时可以引进
“

否定之否

定
”

的观点
∃
通过玻尔理论的教学

,

使学生理解

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

理解真理的绝对性与

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

通过电流的产生条件
,

欧姆

定律
、

焦耳定律 的教学
,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

内

因是变化的根据
,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

外 因通过

内因而起作用
”

的辩证关系等
�

显然
,

物理学包

含着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

让学生在学习

掌握物理知识的同时
,

潜移默化地受到辩证唯

物主义的教育
,

岂不是一举两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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