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校物理教学要突出军事特色

胡 样 发

高技术战争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

因为高技术战争具有武器装备高技术化
、

作战

方式多样化
、

战争多维化
、

系统结构整体化以及

作战指挥 自动化等主要特征
�

这些特征说明
�

高技术战争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战争
�

因此
,

高技术战争的较量主要表现为技术的较量
、

知

识的较量
、

人才素质的较量
�

要打赢高技术战

争
,

关键的关键是必须造就和培养大批高素质

的军事人才
�

一
、

物理教学重在基础和能力的培养

科学技术物化在武器装备中
,

将有力促进

军 队武器装备性能的提高
,

进而推动军队战斗

力发展
�

科学技术融合于人的素质之 中
,

将大

大增强官兵驾驭战争的能力
�

实践活动作为主

体对个体的改造活动
,

是 以主体人的素质为基

本条件的
�

人的素质高
,

对个体认识改造 的能

力就强
,

成效也就显著
,

反之则低
�

人的素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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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为身体素质
、

科学文化素质
、

心理素质
、

技能素质等若干个方面
,

在诸方面中
、

科学文化

素质至关重要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在各种

实践活动中技术手段 的应用就 日益广泛
,

实践

对人的科学文化
、

技术素质 的要求就越高
�

军

事实践也是这样
%

�

只有具备较高的科技文化素

质
,

才能尽快的掌握和 自如的操作各种技术装

备
,

充分发挥其作战效能
� %

物理学是军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
,

是

高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先导和坚实基础
�

物理

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
,

一方面使学员

掌握一定的物理理论知识
,

为学员进一步学习

其他课程和军事高科技知识打下牢固的理论基

础 & 另一方面
,

通过实验教学着重培养学员实际

操作技能
、

常用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
,

理论

联系实际
、

分析和解决间题的动手能力
,

使学员

初步学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

法
,

因此
,

物理教学是一种基础教学
,

它对于学

员的发展潜力
、

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具有深远 的

国内教材深
,

但绝大多数都显得简单
,

这种简单

是指物理公式的推导
,

而物理概念和物理意义

的强调却远超过国内教材
�

对于物理在高新科

技上应用的介绍也远多于 国内教材
,

物理不仅

仅是一种理论
,

改变了我们的思维
,

它还改变了

我们的世界
,

我们的生活
,

还将对人类的未来产

生重大的影响 一

五
、

其他

本文主要 比较了近代物理中狭义相对论和

量子力学
,

其它 内容因取舍不一
,

难 以具体比

较
,

大体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

从附录 中
一

可看出
,

国外教材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占的 比例比较

低
,

国外近代物理部分还包括固体
、

分子
、

原子

核
,

有些把基本粒子列为一章
,

有些把宇宙论列

为一章
,

介绍大爆炸理论一这些 内容都是应用

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

说明对 自

然界从微观到宏观研究的深人
,

没有深奥复杂

的计算
,

大多是定性论叙
,

如激光介绍发光机

制
,

但一般不涉及公式
,

而国内有的教材却给出

自发辐射概率
、

受激吸收概率
,

受激辐射跃迁概

率公式
,

理论性较强
,

这就使得教师在课时紧张

的情况下
,

把这部分 内容删去
,

学生难以 自学
,

国外教师即使不讲
,

作为阅读教材学生也能 自

己看
,

再加上彩色照片和图片
,

很吸引人
�

国外

教材几乎都有原子核一章
,

不仅讲叙原子核的

基本性质
, 一

还强调在核武器
、

核 电站
、

放射性医

疗和考古中的应用
,

以及放射性对人体的伤害
,

国内有的书没有这一章
,

有的书虽有却几乎没

提应用
�

现代物理知识



影响和长效的作用
�

二
、

物理教学的内容要有为军事高技术服

务的特色

面对未来战争中大量使用 的高技术武器装

备
,

原理结构复杂
,

技术要求高
,

实际知识面广
,

要确保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正确使用和维护
,

发挥战斗力作用
�

必须要求军事指挥人才具备

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水平
,

这就要

求物理教学必须与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

的更新相适应
,

有针对性地将物理理论知识向

军事课渗透和转化
,

做到讲物理理论不脱离阐

述高科技原理
,

对策研究不脱离技术手段的运

用
,

引导学员运用物理理论知识来理解军事专

业知识和解决军事技术应用间题
�

首先
,

要有意识的将军事科技教育寓于物

理教学之中
,

培养学员的军事高科技意识
�

例

如军事卫星上天
、

核弹爆炸
、

导弹的精确制导
、

新型夜视器以及各种新武器的研制
,

都离不开

众多物理学家的辛勤劳动
,

军事高技术中的许

多科学原理直接来源于物理学基本原理
�

如隐

形战斗机
,

其隐形原理来 自减少红外辐射和利

用波的折射
、

反射原理 &各种先进的夜视器材使

部队具有全天候的作战能力
,

其基本原理也是

物理学中的红外
、

热辐射和成像原理
&
电子战中

空中所投放的大量金属条则是利用静电感应等

物理学中的电磁原理
,

从而达到干扰对方雷达

不能正常工作的 目的 & 高倍军用望远镜离不开

光的干涉原理
�

尤其是未来战争中的激光武

器
、

微波波束武器和粒子束武器等定向能武器
、

电磁炮等新动能武器
,

其基本作用原理更是建

立在物理学的基础上
�

其次
,

在教学内容上要加强军用特色
,

突出

军事实例
�

例如
,

在电磁学中可介绍静电感应

在战场中的应用与危害
,

电磁探雷原理
、

电磁波

与电子干扰 & 在光学中可介绍军用光学仪器的

光路原理
、

把卫星侦察成像的分辨率与光 的干

涉
、

衍射相联系等
�

特别是物理学中的近代物

理部分更是现代科技的基础
,

面 向 #∋ 世纪
,

物

理学为军事高科技的学习打基础已成为教学的

重点
�

但由于近代物理部分的许多 内容已发展

成各个 比较独立的分支或新的科学
,

在物理学

习阶段这个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是不可能精学这

些 内容
�

因此
,

可以设立专题
,

采用专题课的教

学方法
,

紧密联系军事科技实例进行教学
�

譬

如
,

开设核物理和高能物理专题
,

介绍原子弹
、

氢弹
、

中子弹以及新定向能武器的物理 &开设红

外与激光物理专题
,

介绍激光在军事高科技方

面的应用原理
,

红外遥感和新夜视技术的物理

原理
,

⋯⋯这样
,

一方面又拓宽学员的知识面
,

使学员掌握近代物理 的一些理论知识
,

树立进

一步学习和掌握军事高科技的信心
�

三
、

开设有军事特色的物理实验课

实践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桥梁
,

而能力是

人类学习和运用知识的一种智能
�

突出能力培

养
,

首先要突出军校实验课的特色
,

教学内容应

紧密结合军事专业
,

与军事科技 的进步和武器

装备的更新相适应
,

搞好军文结合
,

突出对基本

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
,

尽可能多的开一些与实

际应用
、

军事技术有联系的实验项 目
�

例如
�

军

事摄影与冲洗放大技术实验
、

光电效应应用实

验
、

传感器应用实验
、

红外光电探测模拟实验
、

激光模拟实验
、

光纤通信实验
、

电磁探雷模拟实

验等
�

这些实验应用性强
,

具有军事特色
,

学员

兴趣浓
,

教学 中很容易调动学员的积极性
,

对于

引导学员主动学习
、

开拓视野
、

提高学习质量很

有帮助
�

特别是一些理论上难以说情的问题
,

可以先从实验人手
,

由实验到理论
、
再由理论来

指导深化实验
�

这样
,

极有利于难点的突破
,

有

利于学员动脑动手
,

使学员学有所得
,

学有所

用
�

总之
,

#∋ 世纪将是一个高科技大发展
、

大

突破
、

大应用的时代
,

宇宙奥秘的探索
,

克隆技

术的发展
,

激光
、

新材料的应用
、

,
多媒体计算机

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
�

这些高科技的

突飞猛进将使下个世纪的科技
、

知识
、

人才的竞

争必将更加激烈
�

#∋ 世纪 的军校 的物理教学

必须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
,

在教学中把传授知

识
、

培养能力
、

提高素质融成一体
,

为培养基础

扎实
、

知识面广
、

能力强
、

科技文化素质高的合

格军事指挥人才作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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