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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
先导性地位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奠基”作用的基础教育，是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础性环
节。
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决定着国家未来的人才素质，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复兴。
　　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
作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主渠道，教师教育必须敏锐感知基础教育对师资素质的需求，培养出适应基
础教育要求的优秀教师。
高师院校作为我国教师教育事业的实施主体，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近些年来，适应国内外教师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国内高师院校普遍进行了教师教育改革，千方百
计提升教师教育质量。
近年来，山西师范大学集中力量实施教师教育改革，并对国内外教师教育模式进行了考察调研，在《
光明日报》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么高师院校教师教育改革的模式选择》、《教师教育改革的理论、模
式与实践》等理论文章。
虽然高师院校的改革模式各有特点，但都能紧紧围绕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要这一核心，将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强化实习实践环节和教学能力训练、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性等重点作为当前
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学物理教学论>>

内容概要

　　学科教学论是师范院校体现“师范性”特色的课程之一，它既是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衔接课程
，也是师范生职前教育与培训的重要课程，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师范生的从业能力。
为了适应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山西师范大学对各学科教学论课程与教学进行了
改革，在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一套学科教学论系列教材。
《中学物理教学论》教材是其中之一。
教材的编写以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对中学物理教师的要求为基点，内容体系的设计力求能够达到更新
师范生的教育教学理念，提升其教育理论素养、提高其实验及实践教学技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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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作为现代化学重要理论的量子化学就是用量子力学的原理与方法来研究分
子的微观结构的。
　　另外，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如场、熵等，甚至也为社会科学所引用。
物理学还为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相对论时空观和物质波粒二象性、基本粒子的相互转化等，都是重要的例子。
　　因此，物理课程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物理知识，同时也为他们进一步学习其他科学
技术、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打下必要的基础。
　　2.物理学是技术科学的支柱　　回顾物理学的主要发展历程（三次突破），可以清楚地看到，物
理学是技术科学的强大支柱，为技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资料。
　　17世纪和18世纪，由于牛顿力学和热力学的建立，推动了蒸汽机、内燃机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引
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方式由手工业进入了机械大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
19世纪，人们根据法拉第、麦克斯韦建立的经典电磁理论，成功制造了发电机、电动机，发明了无线
电技术，产生了工业电气化，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
　　20世纪以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近代物理学的发展为技术进步不断开辟出新的方向，导致
了一系列现代高新技术的产生。
半导体技术、原子能技术、激光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
、分子工程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现代物理学息息相关。
例如，信息技术所使用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是半导体材料。
而半导体材料的研究，首先是以半导体物理学为基础的。
由此看出，高新技术离不开物理学的发展。
　　科学家预言，如果物理学在基本粒子方面能取得第四次突破，技术领域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学物理教学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