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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学史对培育高中生物理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完善物理观念

物理学史融入高中物理教学，通过生动有趣的物理学史料、

物理学家故事提高教学趣味性，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物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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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提出要以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把物理观念、科学探究、

科学思维、科学态度与责任四大核心素养融入教学中，提高学生物理学习能力，实现物理课堂教与学的双赢。本文立

足于新课标，阐述了物理学史对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明确了物理学史融入高中物理教学的原则，提出要利用

微课导入物理学史、利用典型物理模型开展教学、利用史料设置探究情境和利用物理学史故事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以期促进学生物理核心素养发展、提高高中物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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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o enhance students' physics learning abilities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physics classroom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s history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clarifies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ing physics history into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and proposes to use micro-

lessons to introduce physics history, use typical physics models for teaching, set up inquiry scenarios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s history 

stories,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physic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hysics teaching in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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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公式和实验原理，让他们在情境中理解物理知识，有利于完

善学生物理观念，夯实他们物理学习基础 [1]。例如教师在讲解牛

顿第一定律中“惯性”概念时，可以讲解伽利略理想斜面实验等

故事，让学生意识到惯性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加深他们对“惯

性”概念的理解，帮助他们理解力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完善学生

引言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新高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核心素养逐步成为高考热点、高中物理课堂教学重点，不仅转变了物理教学方法，

还转变了学生物理学习方式，有效提高了他们物理学习能力和物理教学质量。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师要积极融入物理学史知

识，带领学生探究物理模型、物理史料、物理学家故事，让他们了解物理世界的奥秘，激发他们物理学习兴趣，引领他们深度学习，从

而提高学生物理核心素养，引导他们利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物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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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观，帮助他们掌握物理观念。

（二）有利于促进学生科学思维发展

物理知识的发现离不开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分析、思

考，通过实验验证相关猜想，从而提炼、验证物理规律，这一过

程彰显了缜密的科学思维。由此可见，科学思维对高中物理教学

的重要性 [2]。物理学史融入高中物理教学后，可以通过物理学史

中的典型事例、物理模型开展教学，结合具体史料和案例来讲解

科学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开展思维训练，进一步发散学生

思维，有利于提高学生科学思维能力，鼓励他们积极利用物理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物理学习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高中物理教师要积极融入物理学史，利用微课导入物理学家

科研故事，创设科学探究情境，结合视频讲解科学家探究真理的

过程、涉及的物理学知识点，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分析问题、论证

问题、构建物理模型、解决问题，有利于提高他们科学探究能

力 [3]。同时，物理学史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引导他

们分析教材物理学史料、借助互联网搜集物理学家成果，让他

们还原、模仿科学家实验步骤，让他们了解科学探究的基本步

骤，让他们在探究过程中掌握物理知识，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探究 

能力 [4]。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和责任

纵观物理学发展史，许多重大发现和长足进步都是从科学家

敢于提出新观点，彰显了科学家敢于质疑、打破权威、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为人类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背景下，物理学

史融入高中物理教学是必然趋势，有利于弘扬科学家敢于质疑、

开拓创新、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为学生树立良好榜

样，让他们潜移默化中接受科学精神熏陶，从而培养他们良好的

科学态度 [5]。同时，高中物理教师要积极融入我国科学家先进事

迹，例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

祖国投身航天事业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正视我国近代科学发展历

史，让他们真正懂得落后就要挨打，激发他们爱国热情，激励他

们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增强他们社会责任感 [6]。

二、物理学史融入高中物理课堂教学的原则

（一）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指的是高中物理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筛选物理学

史料，确保所用的物理学史料、物理学家故事是真实的、经得住

考证的，不能为了教学效果、一味地创新而编造历史。教师要对

教材内容进行全面分析，一方面要提炼教材中蕴含的物理学史

料，利用微课创设趣味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理解物理学史料、

物理学史和知识点之间的关系 [7]。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利用互联

网搜集相关物理学史料，注重史料的逻辑性，掌握好导入物理学

史料的时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自主分析和探究物理

学史。

（二）适度性原则

高中物理教师要融入物理学史过程中要坚持适度性原则，要

合理选用物理学史料，掌握好史料数量，避免物理学史“喧宾夺

主”，发挥出物理学史“锦上添花”的教学作用，进一步提高物

理课堂教学趣味性，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 [8]。此外，教师还要

做好学情分析，根据学生物理水平来筛选物理学史料，不宜过难

过繁，例如简短的科学家研发小故事、我国科学家取得的伟大成

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避免过度占用课堂时间，留给学生

更多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的时间，从而加快培养他们物理核心

素养。

（三）趣味性原则

高中物理教师在融入物理学史料时要注重其趣味性，精挑细

选更有戏剧性、更有教育意义的物理学史料，既可以对教材内容

进行拓展，又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让他们主动参与物

理课堂教学互动，从而提高物理课堂教学质量。同时，教师还可

以体现一些有趣的科学家故事，例如他们求学经历、物理实验探

究过程，让抽象的物理知识更加生动有趣，激发学生物理学习兴

趣，让他们主动探究物理概念和公式、练习物理实验操作，全面

提高他们物理学习能力 [9]。

三、核心素养背景下物理学史融入高中物理教学实践

的路径

（一）微课导入物理学史，培养学生物理观念

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师要积极利用物理学史开展教

学，明确教学重难点，根据重难点搜集物理学史料，利用微课导

入物理学史，创设趣味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物理概

念、公式等知识，夯实他们物理基础，培养他们良好物理观念。

例如教师在讲解《自由落体》一课时，可以搜集自由落体相关物

理学史，再利用微课导入物理学史料，引导学生根据史料探究自

由落体概念、公式和实验过程，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 [10]。首

先，教师可以精心制作伽利略关于自由落体的相关物理学史料微

课，利用直观的微课讲解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的相关研究，重

点介绍自由落体实验和结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导学生结

合物理学史料对教材知识点进行分析。通过微课，学生可以了解

伽利略落体实验，了解实验步骤，并在实验室内还原伽利略落体

实验，让不同重量球体自由落下，发现它们同时着地的实验，从

而掌握自由落体概念和规律 [11]。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物理

学史料进行分析，让他们把物理学史和教材知识点衔接起来，明

确自由落体运动性质，利用自由落体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例

如学生可以利用打点计时器探究自由落体运动规律，推理影响物

体下落快慢的因素，明确自由落体运动式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直

线运动，真正掌握本节课知识点，形成良好的物理观念。

（二）利用物理模型开展教学，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高中物理教师要科学利用物理模型，把数学、物理学科知识

衔接起来，引导学生开展跨学科学习，从而发散他们思维，提高

他们科学思维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万有引力定律相关知识时，

可以利用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模型开展教学，为学生讲解这

一模型建构过程，穿插开普勒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动态化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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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太阳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了解抽象的月球向心加速度，

引导他们自主推理万有引力模型，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思维能力和

建模能力 [12]。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数学知识进行计

算，引导他们把自由落体、万有引力和开普勒定律等知识融合起

来，让他们亲自验证万有引力定律，提高他们科学推理和论证能

力。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让他们合理解决万

有引力模型计算、验证难题，让他们利用跨学科知识解决物理问

题，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他们核心素养发展。总之，

物理模型是物理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高中生理解复杂

的物理公式，引导他们开展跨学科学习，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思维

能力。

（三）利用史料创设探究情境，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物理教师可以利用物理学史创设探究

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思考、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进一步提高

他们科学探究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欧姆定律相关知识时，可以

导入欧姆探究闭合电路定律实验的相关物理学史，让学生在特定

历史情境下进行物理实验探究，让他们了解在特殊年代下科学家

排除万难、坚持不懈探究物理知识的科学精神，从而激发他们参

与物理实验练习的积极性 [13]。第一，教师可以搜集闭合电路欧姆

定律相关图片、实验资料，利用这些物理学史开展实验教学，模

拟那个年代物理科研情境，引导学生在欧姆所处时代背景下进行

实验探究。欧姆所生活的时代电学研究刚刚起步，想要获得稳定

电源、测量电流强度都非常困难，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依然不断

进行实验，最终成功发现了闭合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

为电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14]。第二，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主探

究闭合电路欧姆定律，让他们利用滑动变阻器、电源、导向、电

流表等现代实验仪器进行探究，让他们体验发现问题 — 大胆猜

想—科学论证—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提高他们科学探究能力，

促进他们物理核心素养发展。

四、结语

总之，高中物理教师要以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 [15]，巧妙

利用物理学史，利用微课导入物理学史，培养学生物理观念，加

深他们对物理概念和公式的理解；利用物理模型开展教学，培养

学生科学思维，激发他们物理学习兴趣。同时，教师还要利用史

料创设探究情境，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提高他们利用物理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讲述物理学家故事，培养学生科学态度与责

任，提高高中物理教学和德育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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