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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代的科学研究中，科技发展史逐渐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由于物理学史与科学探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

物理学史也在高中教育中逐渐显露头角。但由于正处于发展前期等原因，其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上仍旧存在不足，空有理论支撑而

缺乏实践。所以本文基于“混合式”教学理念对高中物理学史教学展开实践研究，力求学校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增进教学质量、提高

教学效率，培养学生对待物理学史的学习态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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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们在不断的演变中创造了历史，而历史亦是承载

起人类社会几十年的变迁。物理学史作为近几年着重研究的课

题，其在人类探究自然界中各种物理现象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2]。物理学史展示了每一个物理公式的背后推演计算

的过程，使学生们了解到物理学的研究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获得

成功，以此来端正学生对待科学的态度和责任。 

1. 物理学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重视物理学史等科

学研究史方面的教育，但其中仍旧存在一些影响教育教学质量

的问题, 

1.1 缺少实践教学 

现今绝大部分学校在物理学史方面的教育依旧是以书本黑

板教学为主，缺少课堂中的实际操作，单纯的原则性教学无法

让学生正确体会其实用价值，并且现在学生所用教材与物理学

史专业书籍相差太大，其中有关物理学史方面的知识太少，教

师在授课的时候更注重学生在物理方面的逻辑思维，不能引导

学生深入了解物理学史。 

1.2 物理学史融入度不高 

由于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重视物理学史的教育，所以部分

物理教师在授课期间会将教学内容和与之对应的物理学史进行

结合，但是根据笔者对部分学校的调查显示：只有五分之一的

教师会在授课期间时常引用物理学史，二分之一的教师偶尔才

会在课堂中提到有关物理学史的方面[3]。 

1.3 物理学史难以渗透到教学课堂中 

将物理学史与物理教师的授课内容强行结合到一起，无法

将物理学史融入到课堂之中，这种授课方式仍旧属于老旧的教

学方法，其授课内容生硬无趣，无法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教师单一枯燥的讲授方式使学生无法真正理解到物理学史的魅

力，大幅度的增加了学生的厌学情绪，这种传统的授课方式根

本无法体现物理学史在高中课堂上的意义[4]。 

2. 基于“混合式”教学理念所开展的物理学史教学实践 

关于混合式教学方式的具体定义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方式

为互联网教学和板书教学的结合，更深层次的剖析混合式教学，

大致是指将各种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融合起来。不论何种混

合式教学方式，只要能够将教学内容与教学传播相结合，实现

在线教学、面对面教学等教学方法，都能够称为混合式教学。

对于不同类型的物理学史，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

也不甚相同，所以直接导致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

的教学方式。 

2.1 教学案例一   

在书籍“牛顿第一定律”的学习中，首先教师为学生介绍

牛顿第一定律的内容，给部分学生分发相关书籍，然后引导学

生根据这一内容进行讨论分析，在学生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时

给予合理建议。在学生讨论“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而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时，教师需要提问引导学

生，例如“哪些情况下物体的运动状态会发生改变？”又学生

进行回答后教师进行总结归纳。速度决定了运动状态，速度变

化的同时物体的运动状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本节教学内容通过分发书籍的方法让学生更仔细的了解牛

顿在物理学史中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引导学生关注牛顿第一

定律这一课题。此种在课堂中渗透物理学史的教学方法，不仅

能够使学生更层次的理解牛顿第一定律所包含的物理规律，还

能够使学生了解到物理学史发展的艰辛，感受科学的魅力。学

生通过了解赠送书籍的后续内容中了解到，牛顿第二定律的某

些方面与教材中存在出入，更好的调动起学生的好奇心，提升

学生的学习热情。 

2.2 教学案例二 

在网络课堂“粒子的波动性”的学习中，教师给学生播放

视频，然后进行提问“怎样验证德布罗意假说？” 

学生：能够看到粒子发生某种特定现象，即可证明此假说。 

教师：怎样的特定现象？ 

学生；干涉或者衍射这种类型的现象。 

教师：举一个实例或者计算来证明此类现象 

由学生举手回答并且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结论依据。教师

继续提问“为什么宏观物体的波动性很难被发现？”由学生自

由讨论后，选出代表在黑板上进行计算推演。教师根据学生的

推演结果得出结论：当电子的波长和分子直径相同时，电子光

照到晶体上，两个晶体之间会发生衍射，证实了电子存在波动

性。 

此节课从德布罗意假说入手，证实了物质波书面理论的生

成，侧面阐述了物理学史的发展与变迁。在怎样验证物质波中，

教科书中采用了两张素材图，一张是电子光束照射铝箔纸时候

发生衍射的图片。另一张是 DNA 的射线衍射图。这两张图是以

前外国科学家在实验中所拍摄的图样，虽然学生能够在这张图

中看到具体的衍射现象，但是其实验过程并不能够被学生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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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虽然这样的实验对于学生来说无法亲自证实，但是教师

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寻找此类的教学视频。便于学生更深入的了

解到关于衍射现象的问题。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

神。 

2.3 教学案例三 

面对面教学课程“库仑定律”中。首先教师准备好实验所

需要的材料，在授课开始时为学生展示一个具有趣味性的小实

验，将管子接近水流，水流会发生弯曲。学生观察实验，然后

进行自由讨论回答，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出本堂课的课题“库

仑定律”。电荷之间的互相作用力即为库仑力，其所遵循的规

律就叫做库仑定律。 

通过课堂开始时的趣味小实验，学生结合教师给出的知识

点，了解到电荷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力，并且思考这种相互

作用力受哪些因素所影响，教师提出问题并且引导学生开始思

考讨论，听取并及时纠正学生在思考中产生的问题。讨论结束

后由教师带领学生实施实验，以此来验证“库仑定律”。这节

课中包含了许多种演示性质的实验，所以教师在授课方式上选

择了面对面教学这种便于学生思考的方式。在课堂上类比还原

“库仑定律”实验，使学生更为直观的了解到电荷之间的相互

作用力，便于总结理解。在静电学发展史上，由于电荷无法用

肉眼直接观察到，所以大部分的实验都是依靠已有的引力理论

加以类比实验，用以研究电荷之间的力。通过面对面授课的方

式，物理学史的不再是书本上死板的文字，而是学生们所观察

的实验过程，这种授课方式极大程度的活跃了学生的思维。 

3. 结语 

“混合式”教学并不是一种将实践与理论简单融合的授课

方式，其作用是为学生创造出参与度高、主动性强的教学课堂。

总体来讲，在物理学史中学生们能够探究到科学的独特魅力，

其主要方式在于学生如何将物理学史中所涉及的科学规律探究

出来，而不是盲目的使用。“混合式”教学的出现极大程度的

提高了物理学史的教学效率，使得高中物理学史教学不再拘泥

于过去传统的授课模式，而是与多媒体、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等

相结合，创造多元化发展的教学课堂。目前我国院校的“混合

式”教学主要是以学生为中心，这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界所倡导

的新型教育方式。基于“混合式”教学理念，学校方面将物理

学史与之融合，使教师在物理学授课的过程中融入物理学史，

增强其教育实践性，大幅度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学生方

面，“混合式”教学方式也极大程度的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

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了解物理学史的变迁，更好的激发出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学生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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