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 大 学 生 谈 学 物 理
陈鸿林 李茸侠 杨晓段

�总装备部指挥技术学院 北京 � � !� ∀#

一
、

物理学的地位与作用

物理学的发展 已经历了三次大 的突破
,

并

导致了三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
∃

大大推动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
∃

十七
、

十八世纪
,

牛顿力学的

建立和热力学 的发展
,

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

并引起 了以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为主要标志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
∃

十九世纪
,

在法拉第
、

麦克斯

韦电磁理论的指导下
,

人们成功地创造了电机
、

电器和电讯设备
,

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

二

十世纪以来
,

由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
,

人

们对原子和原子核的认识 日益深人
,

产生了许

多新学科
,

有了许多新发现
,

人类进人 了第三次

科学技术革命时期
∃

现在的大学生将是第三次

科学技术革命 的主力军
,

因此培养高质量的跨

世纪人才是院校的首要任务
,

而物理学对于人

才素质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

物理学研究的是 自然界中物质运动最基本

最普遍的形式
∃

如机械运动
、

分子热运动
、

电磁

运动
、

原子及原子核内的运动等
,

这些运动形式

普遍地存在于其它高级的
、

复杂的物质运动形

式中
,

因此物理学是研究复杂运动的基础
,

是许

多科学的根基
∃

物理学又是许多新学科的生长

点
,

如天体物理
、

物理 化学
、

生物工程
、

地球物

理
、

生态与环境科学
、

材料科学
、

微电子学
、

光电

子学
、

光学信息处理等
,

都是在物理学和其它学

科的交叉点上发起的
∃

大学生为什么学物理
,

著名物理学家
、

诺贝

尔奖获得者费曼说
% “

科学是
‘

一种方法
,

它教导

人们
%

一些事物是如何被 了解的
,

什么事情是已

知的
,

现在 了解到了什么程度 �因为没有事情是

绝对已 知的#
,

如何对待疑 问和不确定性
,

证据

服从什 么法则
,

如何去思考事物
,

做出判断
,

如

何区别真伪和表面现象
” ∃

所以大学里的物理

课绝不仅是物理知识 的教育
,

更不是为专业课

服务的
∃

物理课作为一门大学基础课
,

其 目的

是使学生对物理内容和方法
,

工作语言概念和

物理 图象
,

其历史
、

现状和前沿等方 面
,

从整体

上有个全面的了解
∃

它是一门培养和提高学生

科学素质
、

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的重

要基础课
∃

二
、

学习物理学的困难

物理学研究物质最基本
、

最普遍的运动
,

且

一切 自然现象 的规律无不包括 在物理定律之

中
∃

因此
,

物理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

高等数学是物理学的重要工具
,

也是促使物理

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
“

催化剂
”

∃

如果没有高

等数学
,

特别是矢量数学
、

微积分
、

场论等
,

这种

分化是无法实现的
∃

因此物理学具有高度的严

密性和逻辑性
∃

物理学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

科学
∃

物理学的基本概念
、

基本定律 的提出均

源于对物理现象的认真观察和实验
∃

物理理论

正确与否
,

也必须 由实验来检验和判定
∃

因此

物理学是一门集哲学 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

高等

数学的高度严密性 和逻辑性
、

物理实验的实践

性和操作性于一身的科学
∃

基于这些特点
,

长

期 以 来
,

大学 物理 给人 的 印象就 是一个
“

难
”

字
∃

三
、

善于思考是掌握物理的关键

实践证明
,

物理是可以掌握的
∃

在学习中

要注意如下几点
%

�
∃

明确 目的
,

培养兴趣
∃

学习物理的目的是掌握知识
,

打基础
,

更重

要的是学习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
。

物

理课的作用是其它课无法替代的
∃

因此
,

对于

大学生
,

特别是理工科学生
,

是必须学好的一门

基础课
,

物理课又是有规律可循 的
,

掌握了它的

规律
,

再加上一套合理的方法
,

一定可以学好物

理
∃

兴趣是学 习的动力
,

是成功的起点
∃

学 习

物理必须养成学习的兴趣
,

而兴趣是在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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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 学奥秘的执着追求中逐渐建立的
∃

由兴

趣
、

好奇
、

爱好进而引发求知欲
,

从而树立信念

和理想
,

并激发 出克服困难的毅力
,

增强学习的

信心
,

学习的 自主性也就发挥出来了
∃

物理学家法拉第出生在英国一个贫困的铁

匠家庭
,

九岁丧父
,

十二岁就 出去 当学徒
,

但他

勤奋好学
,

利用装订图书的一点空闲时间
,

贪婪

地 阅读
,

开阔了视野
∃

他读书的特点是认真
∃

布朗德 �&
∃

∋
∃

()∗+ ,−# 著的《化学手册》
,

他翻

来复去地读 了好多遍
,

并在每一章节的后面加

上 自己的读书笔记
,

使《化学手册》成了
“

合著
” ∃

.
∃

构建框架
,

掌握精髓
,

物理学虽然和 自然界紧密相关
,

内容复杂
,

包罗万象
,

但是它的结构框架清晰
∃

例如它有

六个基本部分
,

即经典力学
、

电动力学
、

热力学
、

相对论
、

统计力学
、

量子力学等
∃

这些理论描述

的是物质的普遍规律
∃

对它们的具体应用又分

为若干分支学科
,

如粒子物理学
、

分子物理学
、

等离子体物理学
、

固体物理学等
∃

如果学习物

理对这些基本框架
、

基本知识结构了解不清楚
,

往往就不清楚大学物理学的是什么
∃

因此对于

大学物理知识结构 的了解是学好的前提
,

著名

数学家华罗庚讲的
“

读书由厚到薄
”

就是这个道

理
∃

以质点力学为例
,

其知识联 系可 以用 图 /

形象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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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中可以看出
,

整个内容 由四个知识

子结构组成
,

形成叉子形状
∃

由位置矢量
、

位移

矢量
、

速度矢量三个基本概念组成 的知识子结

构是描写质 点机械运动状态的
,

可称之为描写

质点机械运动状态的知识子结构
∃

由加速度矢

量
、

力和质量三个基本概念组成的知识子结构

是描写质点运动状态瞬时变化规律 的
,

可称之

为描写质点运动瞬时变化规律的知识子结构
∃

还有由冲量和动量两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描写的

时间累积效应规律的知识子结构
,

和由功
、

能两

个基本概念组成的描写力的空间累积效应规律

的知识子结构
∃

质点力学中的基本定律
%

牛顿

运动定律
、

动量定律
、

动量守恒定律
、

动能定律
、

功能定律
、

机械能守恒定律就是上述四个知识

结构 中有关概念之间的本质联系
∃

知道了这些

知识结构框架
,

也就掌握 了内容及其 内在 的本

质规律
∃

5
∃

勤于思考
,

善于思考
∃

知识结构和 内在规律清楚 了
,

剩下的就是

方
‘

法问题
∃

方法得 当就可 以少走弯路
,

事半功

倍
∃

根据学科 的不同特点
,

学 习和研究的方法

也就不尽相同
∃

在物理的学习中最重要的就是
“

勤于思考
、

善于思考
”

八个字
∃

伟大的物理学

家爱 因斯坦说
% “

学 习要善于思考
、

思考
、

再思

考
,

我就是靠这个成为科学家的
” ∃

具体的说可以叫做多思学习法
,

它 由五个

环节组成
%

�2# 多思预习法
∃

中国有句古语
%

凡事预

则立
,

不预则废
∃

有无准备
,

对于掌握主动权关

系极大
,

在军事上 叫不打无准备之仗
∃

首先将

要学习的 内容仔细 阅读一遍至两遍
,

起个
“

挂

号
”

作用
∃

然后再利用一点时间把预习过的 内

容再从头至尾想一遍
,

想一想它介绍了哪些 内

容
,

包括哪些基本概念
、

基本定律和基本方法
,

知识之间有无联系等
∃

多思预习法的目的不仅

在于提高听课效率
,

而更重要的是 为了培养勤

于思考的习惯
,

培养 自学能力
,

发挥思维能力和

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

�.# 超前对比听课法
∃

听课是学生获取知

识的主要手段
,

教师讲课是一个再创造过程
,

教

师根据 自己的理解
,

用最通俗的语 言将物理学

理论与新成果融为一体
,

在 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上都超越了教科书本身
∃

在大学物理课上听什么 6 爱因斯坦曾经把

物理学的理论归结为
% “

由概念
、

对概念有效的

基本定律
、

以及用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这三者

现代物理知识



构成的
” ∃

因此听课主要是听先辈物理学家为

解决什么问题
,

建立了什么概念
,

采取了什么方

法
,

克服了什么困难
,

怎样发现了反映这些基本

概念之间本质联系的基本定律
,

定律和推论是

什么
,

有什么价值和应用
∃

怎样听好课6 在听课过程 中
,

对于教师提

出的每一个问题
,

都要利用回忆的方式
,

进行超

前思维以取得听课的主动性
,

然后进行对比思

维
,

看教师如何将新知识与旧知识联系
,

如何提

出问题
,

解决问题
,

怎样讲解 内涵和外延
∃

将这

些和预习的内容一一对比
,

从而发现教师讲解

最深之点
,

独到之处
,

启发之点
,

未讲和未讲清

之点
∃

记笔记是听好课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
∃

记

笔记可以记下教师的讲课思路
,

便于复习和小

结
,

可以调动耳
、

眼
、

手
、

脑等多通道吸收信息
,

提高信息接收效果
,

可以强制 自己集 中精力听

课
∃

记笔记主要是记思路
、

记要点
、

记数据
、

记

听课时的理解
、

心得和问题
∃

�5# 形象控制复习法

课后的首要任务是复习而不是做作业
∃

复

习前
,

先使心情平静下来
,

然后按时间前后顺序

回忆课程进行的全过程
∃

课上教师提出了什么

问题
,

怎样分析
,

如何推导及证明
,

有哪些 问题

没有听清楚或教师没有讲清楚
∃

这就是
“

过电

影
” ∃

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教材
∃

对于 已经理解

和掌握的内容很快看过去
,

对于不太理解 的内

容仔细阅读反复思考
,

最后整理笔记
∃

课堂笔

记除了讲课 内容之外
,

还应有 自己看参考书的

补充材料
、

思维方法及心得体会
∃

�!# 多思解题法

做作业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
∃

通过作业

中的信息反馈
,

可 以检测 自己对基本概念的理

解和掌握程 度
7 通过审题

,

决定解题 方案
,

培养

决策思维能力
、

逻辑思维能力
7 通过一题多解

,

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和多维性 7通过解题
,

扩展知

识
∃

解题过程中
,

首先要弄清楚题意
,

明确已知

条件和要求的问题
∃

然后研究解题思路
∃

在此

基础上进行演算
∃

得 出结果后要讨论其合理

性
,

要做到举一反三
,

触类旁通
∃

遇到难题要有
“

啃硬骨头
”

的精神
∃

所谓难题
,

即是理论概念

较难理解
,

或是由于方法技巧要求比较灵活
,

或

是习题的综合性强
,

牵扯的理论知识较多
∃

无

论哪种情况都应把它看成是培养 自己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

�8#
“

纲举目张
”

复习法

复习是 学习知识的收获季节
。

是抓住要

点
、

掌握实质的阶段
∃

一般分做 四步来完成
∃

第一步是将各基本概念
、

基本定律和定理放在

知识结构的整体系统中去思考
。

充分认识它们

在知识的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第二步是

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
,

哪些是基本的
,

哪些是派

生的
,

第三步是将学过的知识元素按其关系组

成子系统
,

然后再将子系统组合成大的知识系

统
,

知识循此方向
,

逐步浓缩下去就是全部 内容

的知识结构
∃

这正如像一 张精心编织的网
,

提

起它的纲
,

它的目即清晰可见
,

网上珍珠也就粒

粒在目
∃

以上介绍的学习的五个阶段
,

预习是准备
,

听课是输人
,

复习是消化
,

作业是深化
、

活化和

固化
,

小结是系统化
、

网络化
、

结构化
,

这五个环

节是有机联系 的整体
,

它们相互衔接
,

相互作

用
,

相互促进
,

不可偏废
∃

开发塑料晶体管

塑料晶体管的结构类似于传统的硅晶体管

的三明治结构
,

在衬底和栅格之上是绝缘层和

塑料半导体层
∃

9: ; 沃森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

用钦酸错氧钡取代原有塑料晶体管中的二氧化

硅绝缘介质层
∃

钦酸错氧钡传递磁场的效率是

二氧化硅的 ! 倍
∃

电压一定时
,

强的磁场可 以

增强导电的载流子的运动
∃

借助于新的绝缘介

质材料
,

该研究小组制得了只需几伏电压就可

正常工作的塑料晶体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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