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汪延茂谈中学物理教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汪延茂谈中学物理教与学>>

13位ISBN编号：9787542851345

10位ISBN编号：7542851349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作者：汪延茂

页数：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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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汪延茂谈中学物理教与学>>

前言

　　前言　　一提到物理，几乎所有的中学生都说它是中学阶段最难学的一门课程。
导致中学生认为物理难学的原因，概括起来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教材，二是来自教师，三是
来自考试，四是来自学生自己。
　　来自教材　　不否认今天的物理教材的确出现了不少亮点，有些亮点在本书的问题解答中还要作
出具体说明，我虽赞赏今天物理教材中的那些亮点，但仍然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展示科学思想
与方法、呈现物理知识与技能的最佳方式。
尽管课程改革在&ldquo;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rdquo;三维目标上，为物理教
材的编写指明了正确方向，但是，不知何因，现有的物理教材似乎并没有在科学思想与方法的价值意
义上，以及物理知识与技能的来龙去脉中，找到如何呈现的最佳突破口。
　　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物理教材，为什么放到教师手中普遍觉得不好使用，摆在学生的面前又普
遍感到难学的原因。
　　来自教师　　一般来说，要想让一个普通的物理教师，拿出自己的教学思想与观点来执教，恐怕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教师在执教的过程中依据教材怎么编，就怎么来教，至少是一个不会
错的教学做法。
在这一不会错的教学做法中，学生自然也就跟着教师怎么来教而怎么去学了，加上考试（中考与高考
）这根颇有威慑性的指挥棒作用，即使有少数教师想跳出&ldquo;照本宣科&rdquo;这一教学模式的框
框，也不是那么简单。
说实在的，今天有几个教师敢于&ldquo;脱开&rdquo;课本执教？
再加上各门学科又要腾出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用在中考与高考的复习上，于是，加班加点赶进度，自
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种状态下，又怎能让学生学出对物理学的兴趣、品出物理学的滋味来呢！
　　来自考试　　通常情况下，中考与高考的命题人，请的都是学科上资质颇深的专家或教授，以及
在教学上经验丰富的老师。
当他们接受了命题任务之后，既觉得责任很大，又觉得颇为光荣，于是，总有想把试题命得质量好一
点、高一点的愿望，这一主观愿望作为命题人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由于命题人的这种强烈的主观愿望，难免就要挖空心思但又并非有意，弄出来一些让学生丈二
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事与愿违的试题。
久而久之，这种主客观相背现象屡屡发生的中考和高考，就变成了命题人与考生之间的&ldquo;捉迷
藏&rdquo;游戏。
这种存在一定缺陷的考试游戏，在反复找不到改进方法，却又不得不进行下去的过程中，势必就给许
多中学生在物理学习的心理上形成恐惧感，也必然会让许多中学生丢掉了学习物理的自信。
学生长期处在恐惧物理的心态下，以及对学习物理失去自信的状态中，又怎么能将物理学好呢？
　　来自学生自己　　如今的中学生，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在学习物理的思想和方法上，较普遍地存
在着以下一些通病：　　例如，学生不知道学物理为什么要懂得一点自然哲学知识；不知道学物理为
什么要了解一点物理学史；　　又例如，学生不晓得学物理为什么要掌握观察实验与理论思维方法；
不晓得学物理为什么要认识科学家们是怎样表达自己研究成果的三种基本方法；　　还例如，学生不
理解学物理为什么要做到手中有数据和心中有数；不理解学物理为什么要确立掌握科学思想与方法，
比记住物理知识更重要的学习理念；　　再例如，学生不知道自我评价学习物理水平的重要性，也不
知道怎样进行自我评价物理学习的水平；不知道学会利用课程资源是学习获得成功的重要途径，也不
知道怎样去利用课程资源等等。
　　因此，学生常常是将物理学孤立起来，采用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的方法学习，没有将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介入到学习物理的全过程中去，自然就觉得物理这门课程难学得不得了了。
　　编者结合近40年的物理教学，20多年的物理教学改革和20多年的物理教材编写方面的体会，又经
过反复的推敲，拟定出了117个跟物理的教与学有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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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跟教师感到物理难教和学生感到物理难学有密切的关系。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又将这些问题作了大致的分类，并一一给出我们的思考，同时在结语中指出
该类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以供教师和学生参考。
希望同行们和学生能从中发现产生上述的四个方面问题的原因。
如果我们的物理教师和学生弄清了上述四个方面问题的原因，或许会对我们教师教物理和学生学物理
，助上一臂之力。
　　本书的最后列出了10位物理学家，简述他们曾经在想什么，做什么和怎样做的。
目的是让教师和学生读一读，想一想：在物理学的教与学中，发挥物理学史中的&ldquo;人文教
育&rdquo;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
在物理教学中，到底怎样去体现&ldquo;人文教育&rdquo;的功能？
进而在物理教学中，怎样设法驱使学生从科学家们想什么、做什么和怎样做的一些经历中，领悟一个
人在成功的征途上除了必须具备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意志品质外，还必须要怎样做，才能真
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我们坚信，教师若能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再让学生明白自己所认识和理解的东西，
那么，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情趣，让学生在学习物理的过程中品尝物理学的滋味，就不再是一件可望
而不可即的事情了。
　　因此，我们认为本书不仅同行们和同学们值得一读，而且高等师范院校物理系的毕业生在步入中
学物理教学之前，也值得一读。
　　真诚希望同行们和同学们，以及高等师范院校物理系毕业生们读完本书之后，能给我们提出更多
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们真诚地期待着！
　　编者2010年2月14日（大年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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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延茂谈中学物理教与学》是汪延茂通过近四十年的教学、二十多年的教改和二十多年的教材
编写方面的体会并经过反复推敲，拟定出了一百多个有关物理教与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绝大多
数都跟同学们感到物理难学有密切的关系，汪延茂将这些问题作了大致的分类，并一一作出参考性解
答，同时还在每类问题之后采用经典点评的形式，指出该类问题的核心和关键，以供同学们交流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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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延茂，安徽省铜陵县钟鸣镇人，著名物理特级教师。
1967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初、高中物理教学与改革工作，参与了多套初、
高中物理教材编写工作。
　　汪延茂从1980起开始尝试物理教学改革，通过10年的实践，提出了&ldquo;实验综合引探式&rdquo;
教育思想与观点，得到了专家与同行的肯定，并于1992年2月编著《实验综合引探式教学论》一书（由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9&mdash;2010年，在积多年教学、教改和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又编著了《轻松愉快学物理（初
中版和高中版）》两书（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汪延茂倾心教育，执著追求，刻苦钻研，先后获得全国物理教学改革金钥匙奖、王丹萍教育基金
奖和安徽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5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优秀专家。
1997年受聘安徽师范大学担任教育学硕士生兼职导师。
2004年被教育部聘为物理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并担任沪粤版初中物理教材副总主编和沪科教版
高中物理教材分册主编，参与沪粤版、沪科版和沪科教版初、高中物理教材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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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物理与学物理的人都必须确立的观念一、引导学生认识学习物理学的意义和价值1.研究物质性质的
意义和价值在哪里2.研究物质运动与变化规律的意义是什么3.为什么研究物质的结构十分重要4.为什么
说&ldquo;守恒&rdquo;是支撑物质运动与变化规律的核心要素5.物理学与社会之间有怎样的关联性6.为
什么从总体上讲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物质的一门科学二、帮助学生克服学习物理的&ldquo;三大障
碍&rdquo;7.中学生害怕学习物理的心理是怎样形成的8.消除中学生害怕学习物理心理的主要对策有哪
些9.为什么不能将物理学孤立起来学习10.形成中学生死记硬背学习物理的原因是什么11.中学生要克服
死记硬背学习物理的对策主要有哪些三、让学生接受一些自然哲学观点12.什么是自然哲学13.物理学是
从哪里来的14.为什么说自然哲学是研究物理学的&ldquo;导师&rdquo;15.自然哲学在社会学中的意义和
价值是什么四、让学生了解一点物理学史16.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动因是什么17.科学发现与发明为什么有
时滞后、有时超前社会发展的需求18.物理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19.&ldquo;争论&rdquo;在科
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20.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五、让学生做到手中有数据
和心中有数地学物理21.什么是物理量22.怎样认识物理量中的标量和矢量23.学物理为什么必须要学会
测量24.测量单位是怎样规定的25.国际单位制的由来和国际单位制建立的价值在哪里26.测量的误差值
怎样确定的，如何处理有效数字的运算27.物理学中&ldquo;常数&rdquo;的意义是什么28.物理学
中&ldquo;过程量&rdquo;和&ldquo;状态量&rdquo;的区别是什么六、让学生掌握&ldquo;观察实
验&rdquo;和&ldquo;理论思维&rdquo;的方法29.什么是观察与实验方法30.什么是定性实验和定量实
验31.怎样设计实验32.什么是理论思维方法33.为什么&ldquo;观察实验&rdquo;和&ldquo;理论思
维&rdquo;是架构物理理论缺一不可的两根支柱34.为什么说&ldquo;观察实验&rdquo;和&ldquo;理论思
维&rdquo;是大自然为人类造化好了的两种基本认知功能35.什么是物理理论，为什么说&ldquo;物理理
论&rdquo;的实质是&ldquo;科学猜想与假设&rdquo;七、让学生了解科学成果的基本表达方法36.科学成
果的基本表达方法有哪些37.为什么说物理教材是将物理学家们研究的主要成果，通过概念、公式和图
表三种表述方法再现的一种载体38.图像方法和图解方法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39.为什么建立物理概念非
常重要40.为什么说数学既是精雕细刻物理学的最佳工具，也是精雕细刻大自然的最佳工具八、让学生
正确地认识时间和空间41.牛顿的&ldquo;绝对时空&rdquo;意义是什么42.爱因斯坦的&ldquo;相对时
空&rdquo;意义在哪里43.参考系的意义是什么，绝对时空与参考系有怎样的关系44.坐标系与参考系之
间有怎样的联系45.物理学中的图像与坐标之间有什么关系46.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
哪里九、让学生确立&ldquo;掌握科学思想和方法比记住物理知识更重要&rdquo;的学习理念47.何谓科
学思想与科学方法48.为什么接受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方法比记住物理知识更重要49.科学思想与科学方
法在解决物理问题中的作用是什么50.为什么说科学方法均是有理论根据的51.突破传统观念的意义和价
值在哪里十、让学生学会自我评价学习的方法52.自我评价学习的意义是什么53.怎样确定自我评价学习
物理水平的科学指标54.怎样指导学生评价自己进入了理解物理知识的层次55.怎样指导学生评价自己进
入了掌握物理知识的层次56.为什么学生常说在课堂上听懂了的东西，到了习题或考试中不会用57.为什
么在习题训练中要做到精练，不能采用题海战术十一、让学生正确认识考试和习题训练58.为什么古今
中外的学校教育都离不开考试59.物理习题的作用是什么60.怎样解物理问答题61.怎样解物理实验题62.
怎样解物理计算题十二、让学生重视课程资源的利用63.什么是课程资源64.为什么说学会利用课程资源
是学习成功的重要途径65.怎样用好各种课程资源66.物理习题和考试试题是从哪里来的67.为什么要重
视在课本正文以外所设置的各种栏目里的内容十三、让学生知道怎样研究和处理各种物理问题68.科学
分类方法在物理学研究中的意义是什么69.怎样研究和处理现实中的物体平衡问题70.怎样研究和处理现
实中的连接体问题71.怎样研究和处理现实中的圆周运动问题72.怎样研究和处理现实中的碰撞问题73.
怎样研究和处理现实中的爆炸与反冲问题74.应用动量守恒原理要注意些什么75.怎样研究和处理现实中
的功能关系问题76.怎样研究和处理现实中的振动与波动问题77.怎样研究和处理微观和宇观问题78.怎
样处理综合性物理问题十四、让学生了解并知道的一些知识79.&ldquo;场&rdquo;这个概念发明的意义
是什么80.势能概念是怎样产生的，产生的意义是什么，用途在哪里81.为什么说动能和动量都是用来量
度物质的运动量的82.怎样感受物理学中的美83.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84.物质的属性和
特性区别是什么85.比值方法和乘积方法在物理学中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86.为什么说大自然是人类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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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导师87.什么是量纲和量纲式，它们的作用是什么88.国际单位制中的基本单位有哪些，它们是怎样
规定的89.能量概念建立的来龙去脉是什么90.能量守恒原理是怎样形成的91.牛顿是怎样推算引力跟物
体间距离平方成反比关系的92.什么是经院哲学93.为什么说提问和交流讨论甚至争论，是一种重要的学
习方法94.物理学中的常数有没有单位95.为什么说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96.怎样认识物理概念
的广义性和狭义性97.什么是技能，它的重要性在哪里98.大自然的物质性、运动性、辩证性、简单性、
守恒性和质朴的数学逻辑性具体表现在哪里99.怎样认识物理课程标准中的三维教育目标十五、让学生
注意的一些问题100.怎样正确地认识自然界中&ldquo;0&rdquo;的意义101.怎样确定并正确使用各种物理
量的正、负号102.怎样处理两个不同参考系中的速度问题103.如何表述在同一个参考系中出现的多个矢
量104.物理学中&ldquo;带箭头的线&rdquo;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105.物理学中出现虚构概念的意义和价
值在哪里106.物理学中常出现某某定律、某某定理和某某原理，它们的区别在哪里107.物理学中出现
的&ldquo;简化&rdquo;和&ldquo;简单化&rdquo;两个概念的区别是什么108.估算和估测这两种方法的区
别和作用是什么109.同一个物理概念为什么会出现多种的表述方法110.重量和重力的区别和联系到底在
哪里111.弹力的方向是怎样确定的，浮力的方向为什么总是向上112.物理概念与习惯用语之间的区别是
什么113.惯性、惯性现象和牛顿第一定律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十六、引导学生大胆地猜想与假设114.什
么是人类的意识，意识的作用是什么115.大爆炸之前宇宙可能是什么个样子116.宇宙是否有&ldquo;思
维&rdquo;117.既然有万有引力出现，是否有万有斥力存在附录：著名物理学家和他们为人类的贡献亚
里士多德希腊的百科与难免的错误；腐朽的政治与科学的灾难。
阿基米德思辨的神奇与人类的动力；可恶的战争与毁灭的行径。
哥白尼传统的顽固与非凡的胆识；自然的真谛与科学的宣言。
伽利略传统的观念与不屈的抗争；伟大的真理与最终的胜利。
开普勒一生的坎坷与终身的追求；一世的贫困与光荣的称号。
牛顿理想的追求与忘我的学习；一生的趣事与永恒的伟绩。
奥斯特联系的思想与不舍的践行；偶然的发现与必然的结果。
法拉第刻苦的经历与勤勉的精神；丰富的想象与大胆的创造。
麦克斯韦科学地继承与积极地发展；高超的数学与尽美的追求。
爱因斯坦大胆地怀疑与科学的批判；敏锐地洞察与超凡的思辨。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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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见，实验计划指的是“从实验目的出发，到实验原理的确定，实验方法的选择与创造，实验数
据的采集，实验仪器、器材的选取与加工制作，以及实验过程的安排”这一全过程。
　　实验仪器与器材的选择：　　选择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若干，如若干杯水、若干块铁块、若干块
铜块和木块等（选择得越多越好）；天平、量筒或量杯等。
　　实验步骤安排：　　（1）用天平测量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的质量和相同物质不同体积的物体的
质量；　　（2）用量筒或量杯测量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的体积和不同质量同种物质的体积；　　（3
）计算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其质量与对应体积的比值和计算同种物质不同质量与对应体积的比值；　
　（4）比较同种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是否相同，比较不同物质单位体积的质量是否不同，最后得出
结论——自然界各种物质的组成均具有相对稳定的疏密性，即密度。
一般情况下不同物质的密度是不同的。
　　我们在选择不同物质组成的物体时，曾在括号中说明选择得越多越好。
但在实际进行实验时，因时间条件限制，通常只能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待实验结果出来之后，再采
用“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推理方法去推论所有物质均具有密度这一特性。
这一方法是科学实验中经常用到的一种理论思维方法。
　　可见，在一般情况下，设计实验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要明确实验目的，接着要从实验目的出
发，寻找与实验目的密切相关的因素，即影响现象的主要因素，接着将密切相关的因素抽取出来，采
取控制变量的方法或根据某些规律、理论来确定实验原理，明确实验中要采集的数据，然后再选择实
验仪器与器材，并安排实验步骤。
　　这就是我们通常设计实验的一般做法。
教师要告诉学生，学会设计实验非常重要，它不仅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而且对我们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处理事情也有帮助。
　　通常我们要想做好一件事，首先要明确做这件事的目的，接着要计划一下怎样去做的方案。
这个计划做事的方案，就跟设计实验很相似。
例如，我们在设计实验中要选择的实验仪器和器材，往往并非都是现成的，常常需要我们去加工制作
或寻找代用物品。
同样，我们在计划做某件事情时，往往也需要加工制作一些工具或利用某些物品。
可见，做事情和做实验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因此，学生若在实验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那么，对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处理并做好事情，是非常有
帮助的。
教师要让学生不要对设计实验有神秘感，设计某一科学实验跟计划做某件事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32.什么是理论思维方法　所谓理论思维方法，指将观察实验中搜集到的各种证据，置入大脑中进行，
加工处理，进而得出结论的方法。
理论思维方法主要有科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演绎、思想实验、想象、灵感和直觉等。
　　例如，在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的物理概念，都是通过科学抽象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所谓科学抽象，指简化复杂现象，纯化主要东西，忽略偶然影响，撇开次要因素，抽取事物本质（最
主要的东西）的一种过程。
物理学中许多“理想化的模型”就是在科学抽象中建立起来的。
因此，建立理想模型在物理学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科学抽象方法，由于它在物理学的研究中具有独特
的地位，因此，人们又单独称它为建立理想模型的方法，其实它的本质是科学抽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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