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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物理教育存在过于注重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接受和反复的做题训练，而忽视唤起学生对自然之

神秘性的探索欲望，本文在“信仰美、探索真”视野下，通过挖掘“物理美”来探讨“物理美”与“物

理规律”、“物理教学”与学生“科学信仰”培养之间的关系以设计物理教学案例，建构具体的落实路

径。本文巧妙地将“物理美”与科学规律、物理教学以及学生的科学信仰的培养融合起来，既为物理教

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提供建设性意见，又能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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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physics education places too much emphasis o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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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nce and repeated exercises of physics knowledge, but neglects to arouse students’ desire 
to explore the mystery of natu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figure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uty 
of physics” and “laws of physics”, and that between “teaching of physics” and “scientific beliefs “of 
students via the discovery of the “beauty of physics” with the view of “Believe in beauty, seek 
truth”. And this will be the guidance to design the teaching case of physics and buil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This paper tactfully combines “physical beauty” with scientific law, physics 
teach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cientific belief, which not only can provid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scientif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belief” of students in physics teaching; 
it also can help to develop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and achieve their ful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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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当今科研条件的优化，中国科技水平极速提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世界科研领域，诺贝尔

奖无疑是最具权威、影响力的奖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一个国家的科研实

力。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几乎每年都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竟寥寥无几。国

家的经费投入也很多，实验器材也很先进，但是科学水平却难以根本提高。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

其中把科研当作手段，缺乏虔诚的科学信仰和执着的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是一个为人忽视的重要原因。

而这显然又与物理教育密切相关。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试图在“信仰美、探索真”视野下，通过对“物

理美”的挖掘，探讨“物理美”与“物理规律”之间的关系，进而在物理教学中通过唤起学生对物理世

界的神圣性的美感来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信仰。 

2. 美育之于科学精神、科学信仰的培养 

2.1.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崇尚理性、具有辩证性，以实事求是和开拓创新为根本，是怀疑批判与实践探索

的相互渗透，是无畏精神与探索精神的相互融合[1]；笔者认为，不断地求真实证和开拓创新是科学精神

的本质精神，科学精神即以实事求是为初心、以求真实证为根本，以理性的思维审视问题、以科学的态

度处理事情的精神。于个人，科学精神的培育使人具备正确的是非观，有利于受教育者树立实事求是的

人生观；于国家，只有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才能创造性地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切问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通过实践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党无论遇到任何阻碍都能够

一如既往地秉持实事求是的理念；于社会，每个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都需要一批具备实事求是之科学精神

的人才来推动。 

2.2. 科学信仰 

信仰是对超验本体观念的热爱与仰慕的心理活动，其本身是一个包含理性和非理性、超越性和现实

性的复杂矛盾集合体，它所要达成的目的通常是用目前实践无法切实触及的观念或对象[2]。科学是对客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618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何绮雯 等 
 

 

DOI: 10.12677/ces.2020.86186 1136 创新教育研究 
 

观认知的一个概括，具体指人类基于理性辩证思维的本原上客观地去观察、探索、研究的自然规律，以

及人类利用科学规律对客观事物进行有效预测并能通过实践检验的知识体系。科学能够使信仰理性化，

科学与信仰能够和谐统一，两者的有机融合即构成科学信仰。科学信仰以理性分析与辩证为基础，将“知、

情、意”与“信”统一，使人对某种观念或物象产生坚信不疑的信仰，并借此“信”来指引思想及行动

的前进方向，以实现其理想中符合自然规律的美好的世界。 
科学创造主体是一个内在求精神、外在求物质的灵魂与实体的特殊结合体，即人类[3]。科学聚焦于

人外在的物质需要，而科学信仰聚焦于人内在的精神需要。科学主属人类已知的、有限的经验领域，它

通过探索事物间的奥秘、寻求丰裕的物质供应以满足人的生理基础；而信仰主属人类未知的、无限的超

验领域，通过与科学不同的方式来满足人类幸福离不开的超越终极关怀。科学信仰借未被满足的需要创

造高峰体验使科学家个体拥有强烈精神追求，同时在科技研究分化程度日益变高的背景下，科学信仰对

科学家团体有着定向和聚焦、整合和放大作用；科学信仰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依据并构建了基础型、先

验性的理论框架，培育了人们心中“世界是可知的”的科学信仰，加深和扩大了人类科学探究的领域[4]。 

2.3. 美育及其于科学精神、科学信仰培养的意义 

美育是一种运用美学理论培养善于发现各种形式美、具有积极审美观念和健康审美趣味、善于创造

美的人的情感教育，它有利于提升并融合学习者认识、欣赏、感受美的能力于一体，并升华为创造美的

综合能力[5]。 
美育于科学精神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其一，美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目标交叉重叠有利于推动受教育

者的全面发展。美育意在培育受教育者高尚的情操与积极的审美观，使受教育者能够更好地辨别事物的

美丑、善恶、是非，进而健全学生人格、提升其品质。科学精神是优秀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特质，善于辩

证是非、敢于求真实证是其重要特征。其二，美育是培育受教育者具有科学精神的润滑剂。美育能以情

动人、以美启真，促进积极审美观念的形成，使美与真相统一、感性与理性相统一，进而推动科学精神

与人文精神的协调统一。 
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彼此发挥作用、互相配合与补充，美育不仅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培养，在科学信

仰的培养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一，美育增强人的创造性思维，有助于科学信仰的树立和创造

欲望的产生[6]。在物理学发展史上，不少科学家正是受到“物理美”的启发，产生创造欲望与创造动力，

并通过努力探索发现了新的物理概念、物理规律。法拉第根据电和磁的对称美、和谐美猜想：电可以生

磁，则磁亦可以生电。其二，美育培育人的健康情感，唤起人对人生价值之于科学信仰的探寻欲望。个

人本位论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对教育目的的强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培养人对其人生价值的追求和

发挥人的潜能的重要意义。 

3. 物理美及其与物理规律的关系 

3.1. 物理美 

美存于各处，关键要用心挖掘。物理美的范围广而深，它从感性美螺旋上升至理性美，既有物理现

象之自然美、物体之运动美、又贯穿了物理规律之简洁美、和谐美，及物理学蕴涵的人文意义。 
物理美首先体现在物理现象之自然美，在“光”的世界里，有悬浮在云端的海市蜃楼(图 1)、五彩纷

呈的极光(图 2)……当然，物理美不仅有静态现象美，亦有物体的运动美。由于运动具有绝对性与永恒性，

分子在做毫无休憩的无规则运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是不断运动、变更的自然物理世界。电子的绕核旋

转运动看似毫无规则而言，其运行的原子轨道却在遵循物理规律的同时宛如美丽的同心球壳(图 3)，表现

了物理运动的和谐美；理想状态下的弹簧振子的简谐运动(图 4)，表现了物体运动的平衡美、守恒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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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irage 
图 1. 海市蜃楼 

 

 
Figure 2. Aurora 
图 2. 极光 

 

 
Figure 3. Carbon atom model 
图 3. 碳原子模型 

 

 
Figure 4. Simple harmonic motion diagram 
图 4. 简谐运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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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美随处可见，只要认真观察，你我便可切身感受到具有物之理的世界是有规律的、美好的、值

得探索和追寻的！ 

3.2. “物理美”与其背后的物理规律的关系 

物理学集美与真于一体，其美既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又符合人设的标准。美和真彼此促进，外在

显美，内在显真，因真而美的同时因美达真。 
物理美因契合自然规律而存在，物理现象美、物体的运动美的前提是要符合物理规律，两者是现象

与本质的关系。前者是客观事物的显现联系，亦是后者联系事物的外部表现；后者属于客观存在事物的

隐匿联系，确定事物的特征、决定事物的进展方向。好比湛蓝的天、彩锦般的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符

合瑞利散射定律，该定律是蓝天、彩霞形成的本质原因。再如焰火的形成：当礼花上升至一定高度绽放

时，炸裂中央向周围喷射速率几乎一样的微粒，它们于相同时刻飞落形成圆周，若无风便形成边下落边

扩大的彩球[7]。在这抛体运动美的背后蕴涵的“真”是抛体运动规律，它说明了物体在上升与下降过程

中在离最高点的位移大小相同时，这两段位移所用时间、速率亦相等，体现了对称美。可见，抛体运动

规律是焰火运动美形成的原因、决定焰火运动的发展趋向。 

4. 初中物理教学中科学信仰的培养的策略 

4.1. 增强教师物理美育、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的培育意识 

更新物理教师的美育观，以新的美育观来加强教师对物理美育、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培养的重视程

度及相关理论和观念的深层理解，让教师在教学中学习、尝试并融合知识、审美、信仰教育于一体。 

4.2. 提高教师教学艺术美的技能 

授课过程是培养学生物理美感的重要环节，课堂美也是学生所期盼的。教师用其一言一行塑造课堂，

课堂能否吸引学生，主要由教师决定。因此，在提高教学技能的同时，融入艺术美技能是必要的。倘若

一个物理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且能以美的板书、美的语言、美的教态来打造美的教学情境，让课堂充

满生机和活力，势必能以身作则、以己育人，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对物理的美感[8]。要提高教学艺术

美的技能，教师应积极参加审美实践活动，如：学习与物理科普相关的书籍；关注时代科技发展，观看

相关新闻影像资料；参与有利于提高自我教学水平的培训；深化学习 Flash、Adobe Audition、WPS 等教

学软件，增强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的能力。 

4.3. 备课时充分挖掘物理美 

能够灵活挖掘教材、教参与生活现象中的物理美的教师才能更加自如地在课堂上运用物理美熏陶学

生爱美和好奇的心灵，以物理学的人文意义让学生感受具有物之理的美好世界。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物

理教材里，在《功和机械能》的章节页面引入一张唯美的过山车图片，既贴近学生生活、给人以美的视

觉感受，又灵活地运用优美的文字描述给人以意境遐想美和规律思考美；在本章第 4 节《机械能及其转

化》中的“科学世界”栏目里，通过人造卫星的轨道示意图和阅读材料展示了能量守恒的对称美，培养

了学生对物理科学的理性美感…… 

4.4. 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施教 

物理教学以理性美为主，感性美为辅。初中年级学生正从低层次的感性认知水平上升至高层次的理性

认知水平。他们对物理的兴趣线呈现为“直觉兴趣–操作兴趣–因果认–概括认识兴趣”。教师应当遵循

学生的认识规律，巧从物理现象与物体运动的美逐渐深入物理规律美。借物理现象、物体运动的有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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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美挖掘物理规律的无形美、理性美。例如我们要引入新课《流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可让学生欣赏

一段足球小视频，引导其观察足球飞行路径并感受“香蕉球”的运动美；在新课探究环节，让学生合作探

究“吹纸片”和“漏斗吹乒乓球”实验，满足学生的操作兴趣，引导他们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综合概括

出流体压强和流速之间的关系，同时感受物理规律的简洁美；在应用环节，让学生运用规律解释“香蕉球”

以及“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形成原理，感受物理的诗意美、理性美；课终，布置“吸管

喷雾器”制作作业，让学生感受物理的探究美，培育其克服苦难、乐于探究的科学精神。 

4.5. 拓宽科学信仰的基础培育途径 

充分利用实验的直观、可重现的特点，教师可自制教具，引导学生利用生活常见的材料探索实验，

在实验教学中开展物理美教育；学校有条件的，可适时举办与物理美学及物理学家人文轶事相关的演讲；

开展校园科技制作比赛与科技展活动；举办校园读书月活动，鼓励学生阅读物理科普书籍；举办科技博

物馆学习活动…… 

5. 基于“物理美”与培养学生科学信仰的教学设计 

本人基于前期的理论分析，针对粤教版 9.2 节《阿基米德原理》进行教学设计探讨，具体流程图说

明(表 1)及教学设计流程图(图 5)如下。 

5.1. 教学设计流程 

Table 1. Flow chart description 
表 1. 流程图说明 

 
教学开始或结束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媒体运用 

 
物理美学 

5.2. 教学过程设计 

5.2.1. 新课导入 
利用多媒体呈现生活中浮力现象的精美图片，提出思考问题:如何测定“蛟龙号”潜在海中的浮力？

接着组织学生模拟“蛟龙号”从漂浮状态逐渐淹没的潜水过程，并介绍曹冲称象的故事以引导学生猜测

物体受到浮力的替换量为“蛟龙号”排开水的重力。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美的浮力现象，感受物理现象的自然美；利用故事引导学生产生替

换思想，使学生感受物理的思想美；通过课堂模拟实验，让学生在愉悦的课堂氛围里感受到物体所受浮

力和它排开水的多少一定存有关联，进而找出替换量，感受物理规律的和谐统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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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Flow char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图 5. 教学设计流程图 

5.2.2. 新课讲授 
1) 小组探究实验：浮力大小与被排开液体的重力的关系 
教师展示实验器材，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制定合理的实验方案：实验仪器要如何选取和组装？组内

如何分工？如何设计实验表格？实验过程需要注意什么？如何分析实验数据？接着，教师指引学生按照

设定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巡堂查看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实验结束后，引导学生分析比较石头浮

力和排开水的重力数值大小之间的关系并总结概括出阿基米德原理： F G V gρ= =浮 排 液 排  
(设计意图：物理实验通常按一定科学探究步骤展开，实验探究是培养学生感受物理思想美的一个过

程，通过让学生思考一系列问题促使他们对整个实验有全局思考并设计科学的方案，使学生体会科学探

究活动的有序性、周密性、目的性，培育他们实事求是、勤于思考、认真严谨、相互配合的科学精神；

通过从生活中美的浮力现象深入背后物理规律的理性美来引导学生赏析具有简洁美的阿基米德原理，以

提高学生对物理的审美能力。) 
2) 回顾课前，学以致用 
我国自主研制的蛟龙潜水器突破了七千米的下潜深度，倘若它排开海水的体积为 5 m3，请计算出它

受到浮力的大小。( ρ海 为 1.025 × 103 kg/m3，g 为 9.8 N/kg) 
(设计意图：通过练习解答课前疑问，学以致用的同时让学生感受物理美的运用。) 
3) 人文知识拓展 
教师向学生简单介绍我国古代独木舟和现代轮船的发展历程，并讲述阿基米德发现浮力以及他充分

利用科技力量保卫国家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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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感受我国科技的高速发展与物理学的人文意义；借物理史熏陶学生品格，培育他们爱国

情怀与认真思考、不惧权威、勇于探索、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推动科学信仰的构建，同时更好地实现

“生活–物理–社会”的教学理念。) 

5.2.3. 课堂总结 
教师通过简洁的板书总结课堂内容如下图 6： 

 

 
Figure 6. Blackboard writing design 
图 6. 板书设计 
 

(设计意图：通过简洁的板书促进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系统的形成，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 

5.2.4. 课后作业 
最后，教师让学生欣赏伽利略温度计中的彩球随温度变化而发生浮沉的运动美并课后思考其制作原理。 
(设计意图：让学生感受物体的运动美，使学生在课堂上由此至终都有美的感受，通过课后作业与思

考，培育学生严谨规范、独自思考的科学能力，同时为讲授《探究物体的沉浮条件》做铺垫。) 

6. 结束语 

以“物理美”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是今后物理教学的发展趋向。本文对科学信

仰构建中的美育的提出符合物理核心素养的要求，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往倾向于知识本位和学科本位的物

理教育开始向素养本位的物理教育转化，促进了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和谐统一，通过注重对学生理性

美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科学信仰。 
本文研究既遵循初中生的学习认知特点和心理特点，以物理现象美和物体运动美为感性支撑，通过

物理现象和物体运动及其背后规律的密切联系，带着学生由感性审美层次逐渐上升至对物理规律的理性

审美层次；同时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科学信仰的培养在物理教学中有机结合，有利于物理课堂通过

对“美”的教育和“信仰”的教育改变传统偏向于做题训练的物理教学，真正唤起学生对物理的兴趣乃

至热爱，激发他们对物理规律乃至真理的追寻与探索之欲，使学生渴求知识、乐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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