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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育

谈基础物理的渗透式教学!

李秀珍
（泰山医学院放射系! 泰安! $’(%%%）

摘! 要! ! 构建新型课堂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质量、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和有效途径) 文章以万有引力定律

的讲解为例，阐明在基础物理教学中，如何结合知识内容，对科学精神、学科前沿、学科交叉、方法思路及学科发展

等进行全面渗透，以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关键词! ! 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实例，渗透，教学效果

!" #$% &"’(%)#$ (&**%+&",#&-" -. /,*&0 )$1*&0*

*+ ,-./0123
（!"#$%&’"(& )* +$,-).)/0，1$-23$( 4",-5$. 5).."/"，1$-$(6 $’(%%%，73-($）

2/*#3,0#4 4 412 5262789:23; 8< = 32> ;?92 8< ;2=@1-3A 9=;;2B3 -3 ;12 @7=CCB88: -C =3 -:98B;=3; C;29 =35 =3 2</
<2@;-62 >=? <8B -:9B86-3A ;2=@1-3A 2<<-@=@? =35 D.=7-;? 25.@=;-83) E? =3=7?F-3A ;12 ;2=@1-3A 8< ;12 7=> 8< AB=6-/
;?，>2 52C@B-G2 18> ;8 -:9B862 ;2=@1-3A 2<<2@;-6232CC G? 5-CC2:-3=;-83 ;1B8.A1 H38>725A2 8< ;12 C.GI2@; -3 ;12
<8778>-3A =C92@;C：C@-23;-<-@ C9-B-;，C.GI2@; <B83;-2BC，-3;2B5-@-97-3=B? -3;2B=@;-83，C@-23;-<-@ :2;185C =35 <.;.B2
5262789:23;C)
5%1 6-3(*4 4 ;2=@1-3A -52=，;2=@1-3A 9=;;2B3，;2=@1-3A 2J=:972，5-CC2:-3=;-83，;2=@1-3A 2<<2@;

!! $%%# K %L K $( 收到初稿，$%%# K %M K $N 修回

! ! 素质教育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教育思想)
在推进大学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把素质教育思想

与大学教育的具体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素

质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 科学素质是大学生应具备的

重要素质之一，科学素质主要指求知欲望、思维和创

造能力、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坚忍不拔的苦干精神) 科

学发展的历史长河证明，物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促进了

科学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物理学的

思维和观念渗透到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中) 物理学在

培养人的科学素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基础

物理教学则是培养人才科学素质的重要环节) 因此，

在基础物理教学中，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把中国“按

部就班式”和美国“渗透式”［(］教学方式和谐地统一

起来，在教学方面无疑是一个突破)

(! 教学模式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知

识，而是在原有思维逻辑、认识水平基础上的激活和

重构，并渗透着他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同时他的态

度、情感和价值观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教材与教师的影

响) 荷兰著名学者费莱登塔尔说过：“学习惟一正确的

方法是实行再创造，也就是由学生本人把要学习的东

西自己去发现或创造出来，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

学生进行这种再创造工作，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灌输

给学生) ”我们可把教师分为三类，第三类教师相当于

演员，能在课堂上成功地塑造好自己的角色，把知识

单向地、单纯地传授给学生；第二类教师相当于导演，

把自己的理念传达给学生，能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

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帮助者；第一类教师

相当于编剧、导演和演员融为一体，在课堂上能居高

临下、游刃有余，懂得学生的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而

是知识和信息处理的加工中心，注意培养学生把知识

和信息归类、取舍和加工整合生成新的知识的能力)
在基础物理教学中，我们积极探索，做到既要有按部

就班的教学内容，又要对科学精神、科学研究方法、学

科交叉、学科前沿等进行全面渗透，形成主线—问题

·788·



物理

—渗透的教学模式［!］"

!# 教学实例（ 以万有引力定律的讲解

为例）

（$）讲课主线：开普勒对行星运动学规律的描

述为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础———牛顿在前人的基

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卡文迪许用实验较准

确地测定了引力常量，使得万有引力定律有了更实

际的应用———利用万有引力及其有关的知识讨论天

体和人造卫星的运动情况"
（!）解决的问题

!行星运动的描述———开普勒三大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什么原因使行星绕太

阳运转———引力定律的证明———引力思想的扩大

———万有引力定律的表述"
#万有引力常量 ! 的测定

原理：引力力矩与石英丝的弹性恢复力矩平衡

! " #$!
%$%!

扭秤装置：一根石英丝；小平面镜；% 形架；两

小球；光源；尺子；大球"
关键点：用镜尺显现微小形变"
测量值：! & ’" ()* + $’ ,$$-) . /0·1!

# # # # ! & ’" ’(!23（42）+ $5 ,$$ -) . /01! "
（6789%9$34’ 年推荐）［$］

$万有引力定律的应用

计算天体的质量；发现了未知天体（ 海王星、冥

王星）"
（)）知识渗透

!科学精神：怀疑精神、奉献精神、求实精神、创

新精神、合作精神"
哥白尼（“哥白尼拦住了太阳，推动了地球”［$］）

对统治人们近两千年的“地球中心说”产生怀疑，提

出“太阳中心说”"
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伽俐

略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多次受到教会迫害直致

被终身监禁，但仍坚持科学研究，著书立说，宣传科

学真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真理奉献出了自

己的人身自由；布鲁诺为了捍卫日心说，在被捕入狱

的情况下，仍坚贞不屈，最后被活活烧死在十字架

上，为了真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丹麦天文学家第谷不理会哥白尼体系是否简

洁，在他看来，地球太笨重，动不起来，因此他 !5 年

如一日，仔细观察、测量并记录了行星在天球上的位

置，积累了大量精确而完备的数据" 开普勒是第谷的

助手，他倾向于从理论来思考问题" 他仔细整理和研

究第谷的观测数据，他对火星的轨道进行了精细研

究，经过 (5 余次圆上加圆的尝试，拟合出的火星轨

道与观测数据有 4:偏差" 是求实和创新精神使他没

有忽视这 4:的偏差，放弃了原来的构想，经过 * 年的

刻苦计算，先后否定了 ’3 种设想，终于得出了描述

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开普勒欣喜若狂，他不加掩饰

地说：“十六年了，我立志要探索一件事，所以我和

第谷结合起来，⋯⋯我终于走向光明，认识到的真理

远超出我最热切的期望，如今木已成舟，书已完稿"
至于是否现在就有读者，抑或将留待后世？正像上

帝已等了观察者六千多年那样，我也许要整整等上

一个世纪才会有读者" 对此我毫不在意" ”［$］如果没

有开普勒与第谷的合作，就不可能有开普勒三大定

律的诞生，人们对行星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不知要

推迟多少年！

"物理学研究方法：物理假说、物理模型和科学

预言"
假说是一种很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他能使科

学研究减少盲目性和被动性［*］" 什么原因使行星绕

太阳运转？在 $3 世纪前，多数人都认为，圆周运动

是最完美的，神圣而永恒的天体必然做匀速圆周运

动，无需动因" 到了开普勒时代，开始萌发出许多关

于天体运动不同的动力学假说" 例如有些人认为是

小天使在后面拍打翅膀，推动着行星沿轨道飞行；伽

利略认为万物有合并的趋势；开普勒认为是磁力的

作用；笛卡尔认为在行星的周围有旋转的物质以

太；胡克、哈雷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是一种引

力的作用；牛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凭借他超凡的

数学能力证明了：太阳和行星间的引力与距离的平

方成反比，行星的轨道是椭圆，并阐述了普遍意义下

的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在证明万有引力定律时，先把行星的运行

轨道近似成圆，然后再一步步逼近到椭圆轨道，这种

研究方法是物理学中一种很重要的“物理模型法”"
先把问题理想化、简单化，再一步步和现实逼近，更

全面更真实地反映现实问题"
在 $4 世纪，人们已经知道太阳系有 ( 颗行星，

科学家发现天王星的运动轨道，总是同跟万有引力

定律计算出来的有一定偏离" 当时有人推测，在天王

星轨道外面还有一颗未发现的行星" 后来真的在预

言的位置附近发现了这颗行星———海王星" 用同样

的方法，人们发现了冥王星" 这是应用万有引力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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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辉煌成就的例子，同时也说明了，一个科学理

论，不仅能说明已知的事实，而且又能预言未知的事

实’
!实验验证

()*+ 年，即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百多年

以后，英国物理学家卡文迪许，巧妙地利用扭称装

置，第一次在实验室里比较准确地测出了引力常量’
这不仅用实验证明了万有引力的存在，更使得万有

引力定律有了真正的实用价值’ 同时给出了一种用

镜尺显现微小形变的巧妙方法’ 卡文迪许被人们称

为“能称出地球质量的人”［(］’ 此实验最近被评为世

界十大经典物理实验之一’ 由于两个小球之间的万

有引力很小，, 形架旋转角度很小，如何把一个微小

形变显现出来，是这一实验的关键点’ 讲课中，我们

把该实验做成动画的形式，演示出用镜尺显现微小

形变的巧妙之处（如图 ( 和图 $）’ 这就使学生体会

到科学家用最简单的仪器和设备，扫开了人们长久

的困惑和含糊，发现了最根本、最单纯的科学概念’

图 (

图 $

"科学意义

万有引力定律是 () 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成

果之一’ 它把地面上物体运动的规律和天体运动的

规律统一了起来，对以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具

有深远的影响’ 它第一次揭示了自然界中一种基本

相互作用的规律，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上树立了

一座里程碑’
在牛顿时代以前，人们认为天体的运动隐藏着

不可认识的规律’ 牛顿的出色工作使人们建立了信

心：人们有能力了解天地间的各种事物’ 这种信心解

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科学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青年，走

上献身科学的道路［(］’

"! 教学效果

（(）构建新型课堂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质量、

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和有效途径’ 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求知欲望和接受新知识并进行

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使学生初步领略科学研究的方

法，杨振宁教授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的

一次集会上，在一篇题为“ 读书、教学 #% 年”的演讲

中说过：“我跟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泰勒教授当学

生，收获最大的一条，就是跟他学到了一种科学研究

方法———归纳法”；培养起了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坚

忍不拔的苦干精神［"］’ 同时使学生认识到，物理学

的起源和发展促进了科学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

建立和发展，物理学的思维和观念渗透在各个学

科、各个领域中’
（$）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 传统的教学模式

留给教师和学生的发挥空间较少，只要求教师完成

规定的教学任务，而新的教学模式则要求教师发挥

主体能动性，这就要求教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充分地

占有资料，去选择、去创造、去应用，要求根据学生的

层次和不同的授课内容，有针对性地确定教学目标、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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