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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大学物理的过程 中
,

思维定势对学生

所产生 的负作用是普遍存在的
,

主要表现是盲

目套用公式
、

思路狭窄
、

应变能力差
、

缺乏想象

力和创造力
、

难于达到发散思维和求异思维的

较高层次
#

如何帮助学生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

是值得探讨的
#

下面就此谈谈在教学中的实践

和体会
#

一
、

设计
“

陷阱
” ,

以错纠错

学生受思维定势负作用的影响最直接的体

现是对一些问题分析不透不细
、

盲 目照搬公式
,

从而得出片面的或错误的结论
#

例如
∃

% 例 &∋ 一摩尔刚性双原子分子理想气体历

而得出错误结果
#

究其原 因
,

主要是思 维定势

起了负作用
,

被表象迷惑
,

将 (一 )过程看成了

单一的吸热过程
,

而实际上 (一 )过程由一个吸

热和一个放热过程组成
,

即循 环效率必须按 四

个过程进行计算
#

% 例 ∗∋ 通电螺线管置于闭合金属环 ( 的轴

线上
,

( 环在螺线管的正中间
,

如 图 ∗ 所示
,

当

螺线管通 以 图示 的电流且 电流逐渐减小 时
,

试

判断 ( 环有扩张趋势还是缩小趋势 +

经如 图 , 所示的循

环 过程
,

试求 循 环

效率
#

对于 此题
,

几

乎所有学生都将循
卜 环 过 程 看 作 由
−

(一 )
、

) 一 .
、

.一 月

三 个 过程 构 成
,

从

此题学生也易于受

思 维定 势的影 响
,

认为

由 于穿过 ( 环 的磁 通

量减小
,

故 ( 环应有扩

张趋势
#

殊不知通过 (

环的磁力线在螺线管内

·

衡
图 ∗

/ − 一 0 − 1

是 向上的
,

而在螺线管外是 向下的
,

所 以在螺线

管外环的面积越小净磁通越 大
,

故 ( 环的面积

变小才能阻碍磁通量的减少
#

教师在教学中应多给学生做些易受思维定

势负作用影响的习题
,

不断设计
“

陷阱
” ,

以错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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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

(

其他教学媒体无法提供的物理情景
) 利用多媒

体计算机可以模拟演示物理效应
、

显示实验 的

中间过程
,

而且这 种
“

干式实验
”

不受环境和条

件的限制
) 利用媒体

“

改变时空
”

的作用
,

则可 以

化远为近
,

化古 为今
!

现代教育媒体对物理现

象丰富的表现力
,

有助于教师分析物理过程
,

揭

示物理思想
,

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知识
,

提高科学

思维能力
!

∗
!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高效性
,

拓宽知识

面

现代教育媒体的高效性
,

关键在于教育信

息传输效率高
,

传播速度快
,

尤其是计算机的应

用
,

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效率
,

利用计算机储存

容量大
,

显示速度快的特点
,

可以在有限的课时

之内
,

介绍与教学信息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史料
,

在经典物理课程 中增加现代 内容
,

引人前沿课

题
,

使学生在掌握知识 的同时
,

懂得科学创新的

艰辛
,

了解科学发展的趋势
,

使物理教学突破应

试教育模式
,

向素质教育转轨
!

而且
,

伴随着现

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

数字音像技术
、

卫星广

播 电视技术
、

计算机多媒体与人工智能
、

互联网

络通讯技术及虚拟现实仿真技术正逐步应用于

教学领域
,

这一切必将给物理教学乃至整个教

育领域带来一场大的变革
!

现代物理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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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例是屡 见不鲜 的
,

如 瓦特 由开水 的蒸 汽

冲开壶盖而产生联想
,

发明 了蒸汽机
,

德布 罗

意 因广 泛 的联想提 出波 粒二象 性等等
,

我 们

在教学 中经常引人这些事例并鼓励 学生勤于

思考
、

扩大 视野
、

大 胆想象
,

同时适 当加 以 引

导
,

培养发散思 维和求异思维
,

提高想 象力和

创造力
#

一是加强学 生对物理 各部分 内容之

间的联系 与思考
,

如 电学和 力学有 哪些规律

相似 + 光学 与力学又 如何 + 二是鼓励 学生多

将物理学 与其他 各学 科相联系
#

三是引导学

生想 象一 些科学前沿 的 内容
,

如 能否 不用 电

就能看电视
、

打电话 + 目前一些短距离的全光

电视
、

全光电话 �严格 说应为光视
、

光话 ∀系 统

已经试验成 功
#

再如
“

唠山道士
”

的神话能 否

实现 + 光学孤立子在 介质 中传播时波形 与能

量 均 不发 生 变 化
,

这 不 正 象是 一 位
“

唠 山 道

士
”

吗 + 光孤子通信是 目前各国研究 的热点
#

四是鼓励 学生 进行一些怪 异 的想法
,

如若 人

眼感 知 的 电磁 波段 移到 毫米波 段
,

而 人 眼的

瞳孔仍保持 3 4 4 左右 的孔 径
,

则人们所看 到

的外部世 界是一 幅什 么图像 + 再如人 的体温

若升到 , � � ℃
,

将有 哪些有 趣的现象发生 + 等

等
#

四
、

强化逆向思维的训练

学生 习惯于从 已知条件 出发
,

按事物发展

时间先后顺序去研究某 一物理过程现象 的发

生
、

发展直至最后结果
,

而逆向思维采用截然相

反的方式和思路研究和思考
,

它能在思路无序
、

山穷水尽时使人茅塞顿开
#

逆向思维尤能展现

思维的灵活性
、

发散性 和创造性
,

有利于培养学

生全方位探求解决 问题的能力
,

抑制思维定势

负作用的影响
#

〔例 !, 一足球的容积是 ∗
#

! 5 , �
一 ’

4
, ,

用每

次可把 �
#

,∗ ! 5 ,�
一 ’4

,
、

压强为 ,
#

� 5 ,� !
帕的空

气打入球内的打气筒打气
,

要使球内的压强增

至  # � 只 ,�! 帕
,

需打几次气 + 设 足球 的体积 和

空气的温度都不变
#

对于此题若采用逆 向思 维可以方便 地求

解
,

如 图 ! 设 想让足 球里 的压 缩空气膨胀
,

推

动活塞
,

当气体体积增量为』网寸
,

压强还原为

△△−−−

图 !

,
#

� 大 ∋ �
!

帕
,

乃 6是 �
#

,∗ ! 5 , �
一 ’

4
,

的几倍就

打几次气
#

由于等温变化
,

故 尸&

拭 二 尸∗ �鱿
7 。的

,

从而 8 − 9 ,∗
#

! : , �
一 ’4 , , ; 9 。− < 私

9 ,� � �次 ∀
#

五
、

思考与讨论
“

佯谬
”

物理学中有很多著名的
“

佯谬
” ,

如落体佯

谬
、

可逆佯谬
、

复归佯谬
、

以太佯谬
、

光速佯谬
、

引力佯谬
、

= >? 佯谬
、

双生子佯谬等等
,

佯谬可

以尖锐地揭露 旧理论体系的缺 陷
,

孕育新理论

体系的诞生
#

佯谬的产生和解决有助于人们反

思思 维方式本身
,

使之走 出思维定势 的峡谷
#

当人们 自觉或不 自觉地沿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去

思考 问题 时
,

佯谬的提 出在某种程度上充 当推

动人类思维方式变革的动力
,

如热学 中的可逆

佯谬
、

麦克斯韦佯谬等都是沿用
“

力学的
”

思维

方式而产生的
,

若跳出原来的思维方式
,

问题就

容易解决了
#

因此在教学 中向学生多介绍一些

佯谬
,

并引发学生思考与讨论
,

对克服思维定势

是很有帮助的
#

克服思维定势负作用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
,

需要渗透于大学物理教学的始终
#

实践

表明
,

以上几点作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且深受

学生欢迎
#

当然
,

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
,

诚请广

大同行批评指正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