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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原子能
、

电子计算机

和空间技术的出现和应用
,

人们的知识范畴发

生了巨大的扩展
∃

当今的物理学已不仅仅是研

究物质结构和运动基本规律的学科
,

它已成为

各个学科的根基
∃

物理学的思维和观念渗透于

各个学科
、

各个领域中
,

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

展
∃

在这样的时代
,

物理学的基础教育被赋予

了更新的内容
∃

物理学的基础教育不仅仅是物

理知识的传授
,

它已成 为培养人才科学素质的

重要手段
∃

通过物理学的基础教育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科学素质
,

使学生能正确地认识世界
,

建

立正确的世界观
,

掌握正确的方法论
,

有良好的

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
∃

一
、

大学生的科学素质
“

素质
”

是人的气质及具有的知识
、

智能和

技能的总称
,

它与人所受的教育
、

实际体验密切

相关
∃

它需要后天 的发 展
∃

本文就
“

素质
”

而

言
,

着重强调的是一种能力
∃

近年来
,

许多学者都认为二未来的人才应该

是在政治素质
、

思想素质
、

道德素质
、

科学素质
、

心理素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

大学生的科学素质

应包括下面几方面的内容 %

�&#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正确的方法

论∋

�(# 强烈的求知欲
、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 ∋

�∀# 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造能力 ∋

�)# 严谨的工作作风
、

强烈的责任感和献

身精神
∃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哲

学
、

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的理论与实践而得到

的成果
,

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

器
∃

人类从有思想以来
,

就具有了求知的欲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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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
∃

人类的进步正是人

们求知欲的结果
∃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

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

没有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体验
,

知识就不可能在原有的层次

上升华
,

形成新的知识
∃

不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

还是科学理论的

创立和突破
,

都离不开逻辑思维和创造能力
∃

正如恩格斯所说 %
“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

高峰
,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
” ∃

科学研

究从选题
、

进行到结果
,

每一过程无不包含严密

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的设想
∃

科学思维和创造

能力是科学素质的核心
∃

科学就是探索真理
∃

它本身就要求严谨的

工作态度
,

奉献精神和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
∃

探索真理的道路从来就不是 一帆风顺的
,

为了

追求真理
,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不
、

屈不挠的奋斗
,

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

为

追求真理而探索是每个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精

神素质
∃

二
、

基础物理教学对大学生科学素质的影

响

物理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
∃

物理学不仅是 自然科学的基

础
,

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在培养学

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

创新精神
、

科学的思维方法等方面
,

物理学的教

育是其他课程所不可替代的
∃

物理学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
,

它研究自然

界物质运动最一般的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
∃

物理学对物质结构层次的研究
,

对运动形态的

研究
,

对质
、

量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

的思想
∃

辩证法的核心一一矛盾的对立统一规

律在物理学中随处可见 %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微

观运动的有序和无序 ∋ 物质的粒子性和波动性

等等
∃

物理学是 一 门实验的科学
,

即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的科学
∃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
,

物理实验的每一个成就都推动了理论的

发展
,

而物理学理论的每一个定律在实验中都

可得到验证
∃

实践一一认识一一再实践
一一一再

认识的观点在物理学的发展中得到生动的体

现
∃

基础物理学的教育对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是一种极好的手段
∃

物理学大厦的建立
,

包含了人类思想发展

的精髓
∃

从哥 白尼
、

开普勒追求的和谐性
,

到爱

恩斯坦的弯曲空间 ∋ 经典力学发展到近代物理

学
,

思想方法上的每一个变化都带来了物理学

的发展
,

每一个新理论的建立都包括了物理学

家们敏捷的思维和伟大的创造
∃

如此辉煌的历

史溶进物理学的教学中
,

必将大大激发学生探

索未知世界的兴趣
∃

人们在认识世界
,

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必须

掌握科学的方法
,

作为研究物质结构和运动规

律的物理学
,

在研究客观世界
,

处理各种问题的

方法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

如% 理想模型方法
、

类

比方法
、

对称方法
、

猜测试探
、

归纳
、

演绎
、

半定

量方法等等
,

这些方法的介绍和掌握对学生思

维能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亚于对科学技术

具体知识的积累
∃

物理学的内容不断增大
,

它集哲学
、

数学
、

实

验于一体
∃

学习物理学
,

对学生的科学能力训练

是多方面的
∃

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
,

学生的思

维能力得到训练
,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学会了一套

科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
∃

如二归纳
、

演绎
、

类比

等方法
∃

学会了运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方法
∃

基础

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掌握
,

通过实验教学和科研锻

炼
,

灵活运用知识
,

创造能力得以培养
∃

三
、

物理教育新模式的探索

为了培养跨世纪人才
,

物理教学已不单是

物理知识的教育
,

更不是 为专业课服务
∃

它 已

成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素质的重要课程
∃

在

培养学生科学素质方面
,

我们做了以下的一些

探索 %

在物理基础理论课教学方面
,

从提高学生

科学素质出发
,

建立了反映物理世界的整体图

象
,

介绍物理理论发展的水平和趋势
,

物理学研

究的方法
∃

建立 了与工科教育相适应的教材体

系
∃

在教材内容处理上
,

压缩经典
,

加强近代
,

靠近前沿
,

加强工科物理与现代工程技术的联

系
∃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

开阔思路 ∋ 在教学手段

上不断更新
,

逐步推广计算机辅助教学和多媒

体教学
∃

我们参加研制的
“

工科大学物理学习

辅导系统 ,− . /’’已在学生中使用
,

效果良好
∃

同时配合使用演示实验
,

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
,

使理论教学更有利于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
∃

物理实验课的教学
,

主要目的是基本实验

技能的训练和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

我们选

取 了物理思想深刻
,

实验方法典型
,

包含物理概

念 多的一组实验
,

将其分为两部分 % 预备性实

验一0 主 要是由一些基本量 的测量和基础的

力
、

热
、

光
、

电学实验组成
,

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

本的实验技能的训练 ∋ 提高性实验
一

一包括近

代实验和设计性实验
,

主要是培养学生灵活运

用 知识
,

解决 问题的能力
,

突出创造性的培

养
∃

利用微机辅助教学
,

进行课前和课后检查
∃

课前检查引导学生找问题
,

带着问题实验
,

激发

学生独立思考 ∋ 课后检查培养学生归纳
、

总结
、

提

练知识的能力
∃

改革考试方法
,

采用操作考试和

笔试结合的方法
,

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训

练
,

增强运用已有知识解决和」题的能力
∃

科学研究是低年级大学生较弱的方面
,

在

物理教学中
,

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科研能力也是

我们教学的一个方面
∃

我们开展了物理第二课

堂的活动 ∋ 开设 了有关高新技术发展和物理学

前沿的讲座 ∋学生 自己设计制作 了一些形象
,

生

动的演示实验仪器 ∋ 开展 了物理小论文竞赛活

动
,

在这个活动中
,

学生经过自己选题
,

运用科

学研究的方法
,

发现问题
,

解决间题
,

亲身体验

探索真理的滋味
∃

这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望
,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
∃

基础物理教育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素质

的重要手段
∃

在面向 ( 世纪的今天
,

基础物理

教育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

探索物理教学的改革

措施∋ 适应新的教学目标 ∋ 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

注意对学生的科学素质的教育 ∋ 培养跨世纪人

才
,

已成为每一物理学教育工作者的目标
∃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