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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学与物理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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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物理教学应充分重视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用实例剖析

了如何将物理教学与物理科学方法进行有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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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

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等。中学物理教学也要在新的理念指导下，充分发挥物理学的教育功能，重视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

这样有助于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活动，反之，通过学生的科学探究又能促进学生对物理科学方法的灵活掌握

和运用 。

1 物理教学应知识与方法并重

    新的教育思想认为:“无论什么学科，首先要学生学习这门学科的基本结构。”所谓基本结构，就是指这

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规律，以及研究这门学科的基本方法。这两部分中，后者的价值并不小于前

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是客观存在的、不变的，而方法则是灵活的、活跃的，更富有创造性。由于知识总

量以爆炸式的速度急剧增长，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在学校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让学生学完

有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进一步掌握知识的方法，教学中让学生掌握物理学科的基本结构是发展

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方面。

    对于物理学科来说，物理科学方法是物理学家认识物理运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担负着发现、建立、检

验、运用和发展物理规律的职能。物理学工作只有掌握了正确的物理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才智和天赋，取
得成功。物理科学方法与已建立的物理学理论，是进一步获取物理知识的工具，因此，在物理教学过程中，物

理科学方法是比获取物理成果更为可贵的东西。

    例如，伽利略所发现的自由落体等物理规律，在物理学知识的长河中所占的比例愈来越小，但是他研究

问题所创造的实验与数学相结合以及科学推理的科学方法，却得到后人的继承与发扬，并创造出了更加辉煌

的科学成果。

2 教学过程中融入方法论的教育

    物理学研究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相互作用，在剖析物理问题时总是同时贯穿着某种具体的思考方法。

因此，物理学具有许多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类比

法、理想模型法、量纲分析法、对称性分析、对应原理的应用、数量级估算等。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

科学方法的讲解与训练，不但可以使学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科学素养和科学鉴赏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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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可以为学生将来成为创造型人才奠定全面的素质基础。

    实践证明，正确的方法是科学之魂。将方法论的教育融人物理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素

质的提高和长远的发展无疑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3 实例分析

    中学物理是由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及其相互联系构成了基本结构，其中，基本概念是基石，基

本规律是中心，基本方法是纽带，因此中学物理教学要充分重视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只有将方法论的教育

融人到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教学中，才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

3.1 理想模型法举例
    理想模型法，建立各种模型，是物理学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为现实中的问题往往是很复杂

的，相互影响的因素很多，为了找出它的规律，需要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合

理的抽象和简化。在物理学教学中展示这种方法的机会和方式很多，既可采用正向思维方式，也可采用反

向思维方式。如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点电荷”和“无限大带电平面”的概念，让学生对均匀带电圆盘在中轴线
上任一点的电场强度表达式进行讨论:当所研究的场点到圆盘的距离远远大于圆盘半径时，则场强表达式

趋于点电荷的场强表达式;当所研究的场点到圆盘中心的距离远远小于圆盘半径时，则场强表达式趋于无

限大均匀带电平面的场强表达式。通过这种讨论，使学生能从中“悟”出“点电荷”、“无限大均匀带电平面”是

将某一客观带电物理实体，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研究范围内抽象出来的理想模型。将这些物理实体抽象为某

种形式的理想模型，再进行求解，以提高学生的构建理想模型的能力。

3.2 类比法举例

    类比法是物理学中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认识事物的一种逻辑推理方法，它根据两类事物在某些性

质上相同，推出它们在另外一些性质上也可能相同。在教学中我们常用类比法来建立新概念，启发思维，寻

求思想线索，得出结论

    例如，高中物理中，采用类比法引人磁场概念，就易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列出磁场

与电场的相似属性，比如电荷与电荷之间有作用力、磁极与磁极之间也有作用力;电荷是同性相斥而异性相

吸，磁极也是同性磁极相斥而异性磁极相吸;根据以上相同属性可以推知磁场与电场有相似性。因此可以进

行进一步的类推:电荷周围存在电场，推知磁场周围也可能存在磁场;电荷间的作用力需电场传递，推知磁极

间的作用力可能也要靠磁场传递;电场是一种物质，推知磁场也是一种物质 通过类比法的运用，学生不但

学到了如何利用事物的某些已知属性去探求未知事物的方法，而且还缩短了时问，提高了学习效率

3.3 归纳法举例
    归纳法是指，从具体的个别事物的认识中概括出抽象的一般认识的思维力一法和推理形式 在中学物理教

学中，经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活动。比如，在研究电磁感应定律的过程中，电磁感应

现象的得出是教学中的难点。为此，教师可以通过演示实验，并给出一个实验表格(如表1)，然后根据演示实

验的结果补充实验表格，最后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表1 电磁感应实验表

              导体相对磁场运动的情况 有、无电流情况 归纳得出的结论

                  导体相对磁场静止

              导体上下运动(严格平行)

                  导体左右运动

                    导体斜着运动

              导体不动，磁铁左右运动

    在教师引导下‘配合演示实验.让学生归纳总结实验现象·然后将结论填人表格1，这样就获得了包含着

探究结果的另一个表格，即表格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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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导体相对磁场运动的情况

  导体相对磁场静止

导体上下运动(严格平行)

      导体左右运动

      导体斜着运动

导体不动 ，磁铁左右运 动

电磁感应实验结果

有 、无 电流情况 归 纳

    无

极小(无)

    有

    有

    有

导体在磁场中不做切割磁

感应线运动就不产生电流

导体在磁场中做切割磁感

应线运动，导体中就产生

电流

    通过实验、观察、分析、归纳、总结这样的探究过程，将学生带人了物理情境之中，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了学生对电磁感应现象的理解和掌握。

    总之，在物理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方法论的教育，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变革的

社会环境，具有应变的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具体应用和发挥科技知识的环境等 ，能够将自

己的知识进行迁移、转化、重构和再生。换句话说，能够进行知识的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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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basic concept of new course reform, we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Physics method.The thesis analyses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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