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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
,

揭示物质运

动的基本规律
.

物理学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概

念和实验方法
.

这些已为大家所公认
.

然而物

理教育在培养现代化的人材过程中所具有的无

可替代的作用更应引起广泛和足够的重视
.

接受物理教育的学生未必都从事物理学方

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

无论这些学生从事什么

工作
,

他们从 良好的物理教育中得到的对科学

精神的认知和领悟
,

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

将会使之受益终生
.

接受良好物理教育的学生

是聪明的
.

他们能够最恰当地分析自己所处的

社会环境
,

针对自身的优劣势态而选择一 条最

合适的人生道路
,

以期实现自我的最大价值
,

即

对民族
、

社会乃至全人类能有最大的效益
.

接

让学生理解
,

用比较简单的天然放射现象产生

的新核反冲计算释放能量来类比
,

从而表明结

合能计算结果较大的原因是未计人单个核子结

合成 核前后的动能变化 及核反应后的反冲动

能
,

由此避开了超过
t

中学生知识要求的严格定

量证明
.

比较分为同中求异
、

异中求同
、

同异综合三

种基本类型
.

同中求异的比较即寻找若干研究

对象的相异点
.

即当研究对象表面相似而本质

有别时则运用此类型
.

异中求同则相反
.

例如

光电效应方程和玻尔跃迁理论的比较
,

电磁场

和弓{力场的比较等
,

前者引出能量守恒两种表

现形式
,

后者对 尚未证实的物质 (例如引力子 )

给予想象的依据
.

同异综合的比较即寻找若干

研究对象的相同点和相异点
,

如列表 比较对应

物理量和规律
,

有助于弄清这些问题
,

有事半功

倍之效
.

比较与类比也 十分相似
.

比较的应用较为

灵活
,

限制少
.

已知的和生疏的概念
、

规律
、

推

理都可 以通过 比较而得到认识的提高; 类 比则

受 良好物理教育的学生是坚强的
.

他们能够正

视人生旅途中出现的各种意外干扰和由此产生

的可能结果
,

用 良好的心理素质应付自如
,

从而

使诸般因素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

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有物理现象
,

从中

可 以学到许多物理知识
,

包括现代物理知识
.

物理学是一 门艺术
,

和音乐
、

绘画一样具有无穷

的魅力
,

能使人产生不尽的遐想
,

不难被人们所

领略
.

物理教育应该从娃娃开始进行
.

如何利

用幼儿园
、

小学
、

中学
、

大学这一教育的主渠道

做好物理教育工作
,

应 该成为一 个重要的课

题
.

呼吁大物理学家和大教育学专家联袂组成

课题组
,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

并指导监督具体工

作的实施
,

以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

* * 水 * * * * * * * * * * * * * *

多用于由已知推理未知的思维活动
.

综上所述
,

类 比
、

比喻
、

比较在运用时方法

基本类似
,

但有侧重 :

( 1) 它们都有助于认知过程
,

但是否能灵

活运用类比和比喻
,

则取决于背景知识的宽厚
,

‘

联想是 否丰富
,

直觉是否敏锐
.

比较则适合各

个领域
,

运用与否主要取决于比较的意识
,

对系

统知识的了解程度
.

(2 ) 类比和比喻不同于逻辑推理
,

它们本

质上是猜测或推想
,

提供的只是可能性
.

因而

类比不能代替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
,

而且恰恰

需要后者来检验和核实
.

比较则不只局限于猜

测
,

不论是 直观还是抽象的概念都可通过 比较

来加深认识
.

( 3 ) 类比推理不能因形式的
、

局部的
、

有条

件的类似任意推广为
-

一对应
,

导致错误的片

面的推理
.

例如低速下的运动定律导致绝对时

空的推测
,

以及关于
“

生物场
”

的猜测便违背了

科学认知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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