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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理教学论与中学物理课程改革》是为物理教育专业开设物理教学论课程而编写的，也可以作
为中学物理教师继续教育参考用书。
此书力求反映当今物理学科教育研究工作的成果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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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盂昭辉，1948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至今。
1995年赴圣彼得堡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访学一年。
现任物理系学科教学论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担任教学及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现学术兼职有：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吉林省物理学会大学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及
多所重点中学兼职教授。
编著出版《中学物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物理教学论与中学物理课程改革>等著作、教材七部
，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近年主持教育科研项目七项。
主要获奖有：长春市优秀共产党员、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师院校教师奖，华为基金会研究生奖教金、
东北师范大学优秀教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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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方法的学习比具体物理知识学习要难，它不是一次教学就能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的，而且科学
方法通常以分散的形式隐含在知识的表述中。
比如，物理概念和规律几乎都是建立在理想模型的基础上。
建立物理概念和规律要运用理想化方法，但在课本上几乎没有对理想化方法的论述。
再如，从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到变速直线运动的“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概念的建立，充
分体现了探索物理世界从简单到复杂，又把复杂问题近似看做简单问题来处理物理问题的规律。
这是中学物理中等效方法应用的典范，但物理教材中没有在此处作恰当的总结。
实际上，学生常常未能注意方法的学习而影响知识的获得和应用。
　　②科学方法的灵活性增加了掌握的难度　　科学方法的灵活性表现在，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
种方法来解决。
面对一个具体问题，如何合理选择并灵活运用科学方法，不是知道某些科学方法的含义就可以做到的
。
科学方法只有在运用中才能发挥作用。
例如，隔离法和整体法的掌握要通过应用，加以训练，才能牢固掌握。
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方法是一种“技术”，只有在实际“操作”中才能深化理解，并提高应用的准
确性和灵活性。
总之，科学方法的掌握不是一蹴而就的。
　　2.学校教育因素　　学校教育因素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宏观方面是指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度，如物理课程教材的设定，考试评价等。
微观方面是指教师的具体教育活动。
虽然微观受宏观方面的制约，但对本文研究的物理学习困难而言，微观比宏观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
并且它们都是造成群体性物理学习困难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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