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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性思维
,

是一种饱含哲学意味和思辨色

彩的思维形式
∃

它不是单一的直觉 因果关系的

线型思维
,

而是 因和果互相转化
、

交叉 占有
、

彼

此渗透的辩证思维方式
∃

它有 以下几个特点
%

首先
,

它是一种环形思维
,

即由起点出发又回到

起点的具有鲜明思维回路的闭合性思维
&
其次

,

思维的对象不是单向的
,

它是对相关思维对象

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和联系把握
∃

因此
,

可逆

性思维提示的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结和互

补性能
,

是在对立中把握同一的求同思维方式
。

可逆性思维的作用在于
% !

∃

揭示事物联系
∃

客观事物都是普遍联系
、

互相依存的
。 “

整个世

界就是一幅 由种种联系交织起来 的画面
。 ”

�恩

格斯语 #可逆性思维力图在思维中反映和把握

对象间的相互联系
,

揭示思维双方各 自的功能
∃

例如
%

在 !∋ 世纪 (∀ 年代
,

麦克斯韦根据电磁波

跟光波的相似性
,

指出光波是一种电磁波
,

即光

的电磁说
∃

这在物理学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

因为它把光现象和电磁现象统一起来
,

指出了它们的一致性
,

证明了 自然现象之间的

相互联系
∃

 
∃

化解教学难题
∃

物理教学 中
,

有

些问题各物理量 间关系复杂
,

若在教学 中能用

可逆性思维加以点拨
,

往往会使学生豁然开朗
,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如在力学中有这种类型

的题 目
%

火车 的总质量 ) 二 ∗ ∀ ∀ 吨
,

额 定功率

尸 二 ( ∀ ∀ 千瓦
,

以 !∀ 米 + 秒的速度行驶时
,

加速

度为 ∀ ∀   米 +秒
 ,

求火车在此轨道上行驶的最

大速度
∃

在此题 中
,

牵涉到许多物理量变化关

系
,

即加速度 , 由牵引力 −决定 �, . �− 一 / #+

) # & 而 0 由 , 决定 �当 , 与 0 方 向相 同时 1 增

加 # & 而当功率 尸不变时 − 又由 1
决定 �− 二 尸 +

的 & − 的变化又决定 了
, 的变化

∃

若在分析中

就此为止
,

学生很可能糊里糊涂
、

不得要领
∃

若

教师在此 时再能进一步用可 逆性 思维加 以点

拨
,

就可以使学生成功地把握答题要 旨
,

化解这

一难题
∃

本思维过程可表示为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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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 “、 0 、

−组成了一

个 由起点出发又回到起点的环形思维
,

所以 当
“ . ∀ 即 − . / 时

6 达到最大
∃

�
∃

丰富发展思

维
∃

可逆性思维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思维过程

铀易氧化
,

穿甲时发热燃烧
,

形成较大的后破坏

作用
,

杀伤乘员及破坏坦克的内部设备
∃

三
、

贫铀弹的毒性和对环境的影响

贫铀的毒性有放射性毒性和作为重金属的

化学毒性两个方面
∃

放射性主要是 , 射线
,

, 粒子在空气中射

程大约为  ∃ 7 � 厘米
,

在致 密物质 中射程更短
,

仅能穿透人体皮肤角质层
,

受损伤的仅是无生

命的组织
,

因此基本不存在外照射危害
∃

但 贫

铀弹燃烧时
,

汽溶胶化了的氧化铀和贫铀微粒

可以进人人体内部
,

以很大的概率被人体器官

吸收
,

形成严重 的内照射
,

使 人体器官受到严

重损 伤
∃

关 于化 学毒性
,

铀进 人 人体 内时
,

在

骨
、

肾脏
、

肝脏 内沉积
,

尤其是 肾脏
,

其抗铀的

毒性最弱
∃

贫铀燃烧时
,

形成淡黄色烟雾状氧化铀尘

埃
,

这些尖埃状氧化铀扩散开来
,

会对周围的区

域造成放射性污染
∃

它的危害与原子弹爆炸后

造成 的放射性沾染相 比并不逊色
,

只不过每 发

穿甲弹的沾染区较小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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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也是普遍存在的
∃

如
%

物质决定意识
,

意识对

物质具有反作用 �哲学理论#
&
信言不美

,

美言不

信 �格言# &今天工作不努力
,

明天努力找工作 �现

代警句 # & 工头
%

在工作的时候不准抽烟
,

贝克先

生 8 贝克
%

是的
,

所以我在抽烟的时候不工作 �幽

默笑话# &等等
∃

因此在物理教学中
,

应有意识地

渗透可逆性思维
,

可以有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辩

证性
、

深刻性
、

灵活性和独创性
,

养成联系
、

全面

看间题的思考习惯
,

从而丰富和发展学生的思维

个性
,

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和思维品质
∃

可逆性思维的诸般作用启示我们
,

应当重视

培养学生的可逆性思维
,

使其内化到学生的知识

结构 中去
,

转化为滋补学生智力的
“

健力宝
” ∃

在这方面
,

我首先从理论上向学生讲述了可逆性

思维的性质
、

特点
、

形式
、

效用等有关知识
,

以引

起学生对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重视
,

作好接受的

心理 准备
∃

其次
,

在教学实践 中
,

我又结合课

文
,

予以 点拨
,

引导学生采摘可逆性思维的果

实
∃

例如
%

在讲到牛顿第三定律时
,

我讲了这样

一个故事
%

在古代
,

罗马帝国征服了西西里岛上

的大城市西拉库斯时
,

一个叫路西阿斯的罗马士

兵
,

闯进了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阿基

米德的屋子
∃

阿基米德对这个罗马士兵说了以

下的一段话
% “

力对抗力
—

这是一条定律
。

当

力起作用的时候
,

一定有相等的力和它起反作

用
∃

你们越是强大
,

越进行野蛮残酷的镇压
,

反

抗也就越大
,

那么
,

你们就需要用更多的力
& 那

么总有一天⋯ ⋯
” ∃

这个历史故事的片断告诉

我们
,

野蛮的侵略者和反动的统治者
,

只靠武力

屠杀和暴力镇压
,

都是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
∃

它

说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

即有作用力就必然

有反作用力
,

有镇压就必然会有反抗
∃

它适用于

一切领域
∃

再者
,

在教学中
,

利用可逆性思维加

强学生对一些类似物理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

如

在讲点电荷的概念时
,

先复习质点的概念
,

因为

质点概念的掌握有利于学生对点电荷的理解
,

而

教师有意识地发掘并应用
∃

由于自觉地在教学

过程中进行可逆性思维的点拨和训练
,

一些同学

已初步掌握
,

并成功地运用在教材的阅读分析和

解题中
∃

例如
%

在学到光的本性时
,

学生会 自觉

地用可逆性思维来分析光的波粒二象性
,

用关联

的
、

全面的
、

发展 的观点来分析光的各种行为
,

使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统一起来
∃

又如在学生

刚学到电磁感应时
,

解如下类似题 目
%

导棒 ,9 可

在水平导电轨道 :;
∃

< = 上无摩擦地滑动
,

两

道轨间接有一电源 么 整个装置处在竖直 向上

的匀强磁场 > 中 �如 图  #
,

试分析导棒 ,9 的运

动
∃

在本题中
,

学生会成功地利用可逆性思维进

行解题
,

如图 �
。

从图 � 中可以 清楚看 出
% 大 −

、

,
、

0
、

者反

这些物理量组成了一个 由起点出发又回到起点

的回路
,

体现 了鲜 明的闭合性思维
∃

所以 开始

图  

时 者 ? 者反
,

导体作加速度减小速度逐渐增加的

变加速运动
,

随着
0 的增加

,

反电动势 者反越来

越大
,

而 电路中的电流 ≅却逐渐减小
,

当 ≅减小

到零时
,

安培力 − . ∀
, “ . ∀

,

速度达到最大
,

以

后以此速度作匀速运动
∃

物理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
,

矛盾是普遍存

在的
,

又是互相联系制约的
∃

因此在中学物理教

学中
,

可逆性思维的探索有着广阔的前景
,

它有

待于广大物理同行大力投人和积极开垦
,

使这朵

思维新葩绽放出夺 目的光彩
∃

学生对点电荷的理解
,

又可

加深对质 点概念 的掌 握
∃

物理教学中类似这样的例

子很多
,

它有待于我们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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