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

纸上谈兵
” 、 “

高分低能
”

的不 良现象
,

同时也非

常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的思

维方法
,

这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益

处的
�

另外
,

演示实验大都是易于操作的
,

演示

过程不会占用太多的课时
�

除上述直升飞机尾

巴功能演示仪外
,

我们还将热力学综合演示仪
、�

带电体相互作用演示仪
、

平行板电容器演示仪
、�

电磁感应演示仪
、

驻波演示器
、

牛顿演示器等等

均化为习题引进了习题课
,

做到了每一节习题

课都有演示实验
,

并按上述方法进行教学
,

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

另外有很多演示仪器
,

如热力学综合演示

仪
、

超声喷泉演示仪
、

光学综合演示仪等等
,

它

们的制作原理 比较简单且巧妙
,

我们在习题课

上让学生对这些仪器的原理进行分析
,

学生表

现也非常积极 主动
,

大胆想象
,

学 习较好 的学

生都能正确分析
,

一般的学生在经教师讲解后

也大受启发
,

这无形 中对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

想象力及创新能力和意识

等 给予了锻炼
,

也 不失为一种 很好的教 学方

法
�

总之
,

我们在习题课上应用演示实验之后
,

学生普遍反映非常喜欢上习题课
,

不仅兴趣浓

厚
,

而且开阔了视野和思路
,

并逐渐学会了如何

应用物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
,

真真正正地感到学到了东西
,

所以演示实验

是很适合在 习题课上应用的
,

它对提高大学物

理 习题课教学的质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

二
、

习题课运用演示实验应该注意的向题

演示实验是一种教学手段
,

自然存在着运

用得好坏的问题
�

运用得好
,

可以提高授课质

量
,

运用得不好
,

非但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

反

而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

分散了学生的注意

力
�

因此
,

在习题课上运用演示 实验要讲究科

学性
�

首先
,

运用演示实验要适度
,

不要过多地

采用
�

一方面是受到课时量的限制
,

另一方面
,

过多地采用演示实验
,

有碍于其他习题的讲解
�

习题课教学仍然要以传统的授课方式为主
,

切

勿本末倒置
�

也只有这样
,

演示 实验才能真正

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

其次
,

演示实验要精选
�

并非所有的演示实验都适合于习题课教学
�

勿

庸置疑
,

任何一种演示 实验都对学生理解基本

的物理概念
、

原理等有帮助
,

但是是否可以引进

习题课堂
,

关键要看其能否有益于提高学生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如通电弹簧的收缩

演示实验
,

本身便是一道很好的习题
,

不仅可以

引出用功能原理计算安培力的方法
,

而且也有

助于对电磁感应现象的理解与应用
,

因此很适

合于在 习题课上采用
�

另外
,

在选择演示实验

时
,

教师还应考虑到学生的专业和后续课程等

因素
�

总之
,

习题课上所用的演示实验
,

要精心

挑选
、

精心设计
、

精心安排
,

以求达到最佳的教

学效果
�

犷的的的的的的峋

科苑快讯
肠 , � , � � ,  

日观测到快速成长的巨大星体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 日本国立天文

台和东京大学 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首次观测

到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巨大原始星体
�

这个原始星体距地球 !∀# # 光年
,

它的质

量 相 当于 太 阳 的 ∃ # 倍
,

直径 相 当于太 阳的

% # # 倍
,

释放 的能量相 当于太阳的 !# 万倍
,

每

年降落到这个星体的气体物质相 当于太 阳质

量的三百分之一 这个星体成长到这样的规

模 只用 了几 年
,

而 太 阳的成 长却历 时 !# # 万

年
�

这个星体 由于被气体状物质包围
,

很难直

接观测到
�

研究人员利用直径为 !
�

&& 米的天

文望远镜捕捉到它发 出的近红外线
,

从而观测

到这个星体
�

东京大学和国立天文台已经把他们的观测

结果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

研究人员称
,

这项观测有助于了解星体的诞生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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