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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高中物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选修 3-5
（三）波粒二象性

【内容要求】

1．通过实验，了解光电效应现象。知道爱因斯坦光电效应方程及其意义。能根据实验

结论说明光的波粒二象性。

2．知道实物粒子具有波动性，了解微观世界的量子化特征。体会量子论的建立对人们

认识物质世界的影响。

【课时建议】

课时分配建议（共计 5 课时）

1、量子概念的诞生 1 课时

2、光电效应与光的量子说 2 课时

3、光的波粒二象性 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1 课时

单元复习 1 课时

【教学提示】

1．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与宏观世界物体运动规律完全不同，本章对学生来说是进入了

完全陌生的微观世界，本章教学的基本策略是让“事实说话”。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实验事实出

发，体会人类直接经验的局限性，让学生初步领会微观粒子的“语言”，理解它们的“行为”。
2．“量子概念的诞生”教学时，在理清黑体的概念及特征以及黑体辐射规律后要把重点

放在介绍能量量子化的假设上，教师宜通过物理史实的介绍揭示经典理论的局限性，通过类

比等手段让学生理解能量量子化的观念，通过对普朗克真实的心路历程的描述，引导学生体

会科学的新发现既基于对实验事实的尊重，又依赖于是否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概念。

3．“光电效应与光的量子说”的教学内容较多，教师要通过实验，让学生了解光电效应，

依托探究光电效应规律实验的事实，让学生建立能够理解的光子与电子作用的模型。知道光

电效应实验的主要现象和饱和光电流、极限频率和遏止电压等概念。简单介绍经典物理关于

光强的概念和光能量的基本规律，让学生初步了解光电效应的实验现象与经典理论的冲突。

让学生逐步建立光子的概念，了解光子能量的计算公式以及逸出功的概念，认识爱因斯坦光

电效应方程，理解光电效应方程中各物理量的内涵。

4．“光的波粒二象性”和“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两节内容揭示了对光的本性的认识，

揭示了全新的物质观。观念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教学中要注意基于实验事实形成新的观点，

要使学生逐步体会到光的粒子性和波动性是统一的，不能用宏观世界中形成的观念去理解微

观世界。不要求用德布罗意波长关系式进行定量计算。“概率波，不确定性关系，康普顿

效应”的内容不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