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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物理教学中结合生活实际、社会实践活动、教材及教参、媒体节目。以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中的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进行教学，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促使学生学习

自主性和积极性．学习习惯也会有明显改善，学业成绩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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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ination of physics teaching with modern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from live

practice，society practice，teaching textbook and references，media programs and some hot social

issues can effectively inspire th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of physics，improve the explore and

innovate abilities，promote the independence and enthusiasm at study。improve the study habit

and increase the performances in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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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其核心是一

批知识智力密集性的高新技术兴起。这些高新技术

以其强大的突破力量，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

展，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也

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特别是发达国家

间已不仅局限于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而越来越明

显地表现为以高技术为中心的科技竞争。至20世纪

80年代，我国又进一步地进行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教

育体制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国民

素质，实施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因此现代教育也

就被赋予新时代的含义，其目的和功能是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培养有科学知识、有科学态度、有科学意

识、有科学责任、有科学能力、了解科技发展最新动

向的人才。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物理知识与现代

科学技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生活中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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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现代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处处渗透着与物理

知识有密切联系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高科技人才

需要有必要的物理学基础知识。物理教学改革需要

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融入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

当代物理学前沿课题的成果、动态和物理学与高新

技术、社会发展的关系．使学生了解现代高科技中与

物理学直接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理解现代科学与

技术的相互关系。理解现代物理发展的趋势、应用价

值和发展前景。从而引导学生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前

沿．并用所学知识理解和认识现代科学技术，达到提

高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创新意识和科学素质。

l 物理教学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应用实

践方法

在物理教学中。教授现代物理知识的同时，还必

须拓宽物理教学的空间，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接

触大自然，去领会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在社会生产和

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物理教学体系，真正把能力培养和素质发展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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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活实际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生活中遇到的现代科学技

术知识，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知识研究其工作原理，使

所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以提高学生学习物

理的兴趣，培养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的能力。比如电磁炉和微波炉在家庭和餐厅当中已

经普遍使用，是学生们经常见到的生活用品，但是它

们是如何工作的，使用时是否对人体有危害，却是大

家都关心和疑惑的问题。在教学物理学电磁感应知

识时，就可以在课堂上联系生活实际中的电磁炉、微

波炉的有关原理进行相应介绍，提出类似于如下的

一些问题：(1)微波炉是利用什么工作的；(2)为什么

微波炉内不可以放金属器皿；(3)微波炉的外壳是什

么做成的，换其他材料是否可以；(4)微波炉对食物

加热时间太久，为什么会发生内部先被烧焦的奇怪

现象；(5)使用微波炉是否对身体有害。这样就会引

起学生们极大的学习兴趣，也可以消除他们对电磁

炉和微波炉在使用过程中的顾虑。

1．2教材及教参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现在物理课本中的知识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而

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是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生长”出

来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材内容渗透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就有可能。因为教材的学习是学生和教

师在学校中的主要活动，所以把结合教材内容渗透

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1)结合物理学的电场知识介绍静电复印机、静

电分选技术、静电除尘技术；结合交流电介绍高压输

电知识等。比如在教学中结合回旋加速器，对加速器

知识进行补充，就可以大幅度地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2)在教学物理学的磁场知识时，“带电粒子加

速器”是比较重要的知识点，但是在物理课本上只介

绍“回旋加速器”一种加速器。在学习这一知识点时，

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就要

向学生介绍加速器的各种类型。

(3)在教学物理学的反冲运动时，可以将火箭发

射、太空行走、空间站对接等材料以影片的形式展示

给学生，使学生理解反冲运动在航天事业中的应用

情况。并对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的水平向学生做一介

绍，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3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每年必须进

行的一项活动。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有可能会遇到相

关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对学生们遇到的现代科学

技术知识通过教师和实践活动讲解者结合学生情

况，把相关知识进行扩展，就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社会实践活动是渗透现代

科学技术知识的一个主要平台，比如带领学生参加

国防教育时。Ⅱ了以同时渗透军事中用到的物理知识，

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牛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

可以培养学牛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进

行探索学习的兴趣。

1．4其他方面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除了教材教参、生活实际和社会实践活动以外，

在其他很多领域中都会涉及到物理方面的现代科学

技术知识，我们都可以将其渗透到物理教学中，对学

生知识的积累和兴趣的培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如。在媒体节目中经常会介绍一些军事、医学、物

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可以将相

关电视内容录下来给学生一边播放一边结合课本知

识进行讲解。在物理课本中的一些习题和其他一些

辅导材料上的习题，甚至高考题中都有部分题目是

与现代科技前沿相联系的，辅导学生做这些习题．既

可以学习课本知识，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科技发展。

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可谓一举多得。在海啸、地

震、能源、核危机等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中。常常与现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关。教学中可以利用学

生的关注，结合这屿现代科学技术讲解物理知识。在

紧密联系的各学科之间也渗透有现代科学技术知

识，如：语文课有一篇文章“极光之谜”。从人类对极

光的最早记载、神话传说、认识过程、极光成因、形状

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在教学物理知识时可以结合这

篇文章从科普出发进行讲解，浅而易懂。

2在物理教学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

效果分析

2．1学习主动性明显提高

在物理教学中融于现代科学技术后可以展现更

广阔的物理世界，学生在这奥妙无穷的物理世界里

感到激动、赞叹，进而产生学习物理的渴望，不再是

为了考试或者是升学而学习物理知识，变被动学习

为主动学习。在物理教学中融于现代科学技术，学生

们逐渐认识到物理知识在生活中有着很多直接的应

用，对物理学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并且理论知识因为有了生活中的众多应用而

变得具体和有趣，学生渐渐的喜欢物理课，并努力的

把所学的知识用在生活中，力图用所学的物理学知

识解释生活中的科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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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自主探究能力明显增强

在物理教学中融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后，通过

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启迪，学生的自学探究

能力得到加强。原来对于课本之外的知识学生一般

不闻不问，一心只关心课本知识，现在就能积极主动

地去寻找一些与所学知识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

进行学习和探究，并通过自己查找相关材料来解释

或与同学探讨或向教师请教，有时让教师也不得不

去有意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以备学生的提问。

2．3创新能力加强

在物理教学中融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是新的教

学方式，能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

力都得到加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能够创造性

地总结和表述相关内容。比如，学过楞次定律后他们

能够把楞次定律中线圈和磁场相对运动产生感应电

流的特点用李商隐的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来总

结，自己创造性的总结出“电磁阻尼”的原理，非常形

象，便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2．4获取信息的能力得以培养

学生获取现代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

视、报刊杂志等，这些渠道虽然是简单方便的，但是

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的知识常常是随机的、被动的，缺

乏整体性、连续性和系统性，而对于一些针对性强、

科技信息含量高而且新的内容，如科技专题报告、讲

座等，学生和教师由于受到时间、条件、升学压力等

的限制，不能得到普及。因此，在物理课中适当的渗

透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学生对现代技术知

识的了解和自主探求，可以掌握获取信息的途径、方

法，对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有较大的帮助。

2．5学生学业成绩有所提高

在物理教学中融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提高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改变了学生的

学习习惯，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自然的得到提高。在我

们的实验班中，学生平均成绩比对照班的成绩提高

了9分以上。这说明在物理教学中融于现代科学技

术知识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学习成绩。

3 结束语

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物理教学，能够有

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探究能

力和创新能力，促使学生学习自主性、积极性、学习

习惯有明显改善，学业成绩有所提高，并对其他科目

的教学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

认可和好评。在物理教学中适当地渗透与所学内容

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

思路和方法，在今后的教学中有必要作进一步推广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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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研制出超敏感微弱磁场感应器

德国科学家最近展出一种超敏感微弱磁场感应器。这种感应器基于磁致电阻技术，最低可以感应2纳特

斯拉强度的磁场，适合应用于检测地球磁场等弱磁场。

与市场上的其他感应器相比，超敏感微弱磁场感应器具有低功耗、高精度和小型化设计的优点，其所需

电流仅为100mA，耗电量比其他感应器低80％。这种感应器的磁滞非常小，使得感应精度大大提高；其表面

积仅有0．6mm2，这也扩展了它在移动通信中的应用，比如可以集成到移动导航系统中用于感应信号。基于

这些优点，这种超敏感微弱磁场感应器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可用于交通管理系统，在无损害的情况下

进行材料内在缺陷定位，或者用在医疗设备中诊断早期癌症等。

(据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