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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
趋激烈，教育事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
国家综合实力越来越体现在国民素质的高低和创新能力上。
21世纪，谁的教育先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我国有近13亿人口，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
我国教育既有深厚的理论，也有丰富的实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才。
但不容回避的是，现行的“重教轻学，复制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教育方法，严重地限制了学生思维品
质的发展，压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当今世界的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有两大特点：一是积累多，知识量大；二是增长快，发展迅猛
。
在大量的知识中，要选我所用，就要比较、选择，比较出最基本的，选择出最重要的，并力求把这些
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内化为学生的品质。
当今世界知识迅猛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讲求时效，讲求方法，这就要求广大教师为学生架
起更多“桥梁”，准备更多“船只”，创造更多获得知识的机会，这种教育我们称之为方法教育。
方法教育可以为学生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这一点上，我国教育界早有精辟的论断，最典型的言论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虽然我们无法把一切文化知识都内化到学生的脑子里，但却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一切工具来延伸学生
的手和脑，教他们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驾驭认识世界的各种学习工具，从而去完成他们的学习
，实现他们的创新。
　　张宪魁教授主持的“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课题研究，为中等层次物理科学方法
教育探索了一条很好的路子。
作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之一，由邵长泰高级讲师等主编的《物理教学参考》（上、下册），完全打破
了以往教参的传统编写模式，设置了“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物理科学方法”等栏目，在物理科
学方法教育的领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定会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最后，我也希望此书的编著者们进一步努力，为我国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教改实践，做出更多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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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理教学参考（基础版上）》按主教材的章节顺序编排，每章的内容由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
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科学·技术·社会，重点、难点解析，实验指导，物理科学方法，解题指导和
教学案例八部分组成。
全书分上、下两册，《物理教学参考（基础版上）》为上册，给出了《物理教学参考（基础版上）》
及《物理》（基础版）上册（第二版）教材的练习参考答案。
　　《物理教学参考（基础版上）》可供中等职业学校的师生使用，也可供高考自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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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几何光学一、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二、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三、重点、难点解析四、实验指导
五、物理科学方法六、科学·技术·社会七、解题指导八、教学案例第二章 力 物体的平衡一、教材
分析与教法建议二、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三、重点、难点解析四、实验指导五、物理科学方法六、科
学·技术·社会七、解题指导八、教学案例第三章 直线运动一、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二、物理学史与
物理学家三、重点、难点解析四、实验指导五、物理科学方法六、科学·技术·社会七、解题指导八
、教学案例第四章 牛顿运动定律一、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二、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三、重点、难点解
析四、实验指导五、物理科学方法六、科学·技术·社会七、解题指导八、教学案例第五章 曲线运动
万有引力定律一、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二、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三、重点、难点解析四、实验指导五
、物理科学方法六、科学·技术·社会七、解题指导八、教学案例第六章 机械能一、教材分析与教法
建议二、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三、重点、难点解析四、实验指导五、物理科学方法六、科学·技术·
社会七、解题指导八、教学案例第七章 动量一、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二、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三、重
点、难点解析四、实验指导五、物理科学方法六、科学·技术·社会七、解题指导八、教学案例第八
章 机械振动机械波一、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二、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三、重点、难点解析四、实验指
导五、物理科学方法六、科学·技术·社会七、解题指导八、教学案例参考答案一、《物理教学参考
》（基础版）上册（第二版）练习参考答案二、《物理》（基础版）上册（第二版）练习参考答案参
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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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罗马里程计　　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著作中提到的里程计是现存记录中最古老的里程
计.但一直到1981年人们才对这一设计作出作学的解释。
　　公元前1世纪初，维特鲁威在书中介绍里程计时，说这是一种“在路上坐车行走时可以使我们知
道已走了多少里程”的装置.接着，维特鲁威又对里程计齿轮系统以及用车辆顶端的装置来显示里数的
机理作了描述：每行走1英里，便会有一块石子“哨”的一声掉到一只箱子里；旅行结束后，打开箱
子，清点石子的数目，便可得知行走的距离。
　　维特鲁威的描述好像合情合理.他的主齿轮是一个带400个齿的轮子，靠一个与车辆主轮相连的单
齿来旋转.因此，记录装置每移动1格，便表示实际转动400圈.但是，在试图把维特鲁威的描述转化为实
用设计时却出现了问题.即便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工程师列奥纳多·达·芬奇，也遇到了种种困难.
列奥纳多遗留下了两张将维特鲁威的描述用到当时的度量衡上的里程计草图.为简明起见，其中一张草
图只给机器上的主齿轮画了40个齿，而没有按书中描述画出400个.这样，他的复原图便提供了一个貌
似真实的工作模型.但是，他似乎意识到，在有多达400个齿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装置可能无法运转，
即使把轮子的周长做到6英尺，轮齿也仍然小得无法与单齿齿轮啮合.列奥纳多认为“单齿”实为螺旋
齿轮或轮传动装置（很像包在圆筒周围的长齿），从而在第二张里程计草图上解决了这部分难题。
　　达·芬奇的模型虽然能够运转，但问题在于，在经过各种修改之后，这个模型已与维特鲁威所描
述的齿轮系统鲜有相似之处.　　现在，人们从一些古代留下来的机械设计图中得知，古希腊人在~i-I"
计算器时使用的齿并非列奥纳多所熟知的方形齿，而是呈三角形状.使用这种形状的齿，同时在单齿齿
轮上增加一个深槽并使之与400齿齿书呈印度角，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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