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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来自生产和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
,

也对生产和生活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

物理学

是现代技术和现代工业的科学基础
,

不少新技

术
、

新产 品都是从物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中发

展起来的
∋

然而
,

物理学对生产和 人们生 活所

起的这些重要作用
,

方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
∋

物理学本是工科各专业学生的重要基础课
,

但

一些学生对物理课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专业

课
∋

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
第一

,

物理教学

内容太多
,

陈旧
,

与实际联系不够
,

学生抱怨物

理难学
。、

没有实用价值
∋

第二
,

随着科学与技术

的发展
,

新的学科不断涌现
,

这些新的学科首先

同物理学争学时一些教师过于强调物理内容

的完整性
,

只好在这大大减少 了的学时内赶进

度
,

搞满堂灌
,

学生难以及时消化
∋

第三
,

受经

济大潮影响
,

一些用人单位只看到眼前利益
,

物

理专业毕业生求职明显 困难
,

使学生感到学物

理无用
∋

这些都挫伤了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

性
,

削弱了物理学应有的作用和地位
∋

为了搞

好物理课的教学
,

引导学生走出
“

低潮
” ,

我们在

基础物理教学实际中作了一些探索和偿试
∋

一
、

精简经典物理
,

充实近代物理
,

在教学

内容中不断注入活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

物理学的内容

不断完善和膨胀
,

向学生全面讲述物理内容已

是不 可能的一些现行基础物理教材
,

还是五

十年代的苏联模式
∋

过于强调知识的完整性和

全面性
,

从初中
、

高中到大学三个学段
,

基本上

还是采用从力
、

热
、

电
、

光到近代物理这单一制

式
,

内容显得太多
、

陈旧
、

重复
,

相 比之下
,

近代

物理没 有占据应有 的比重
∋

在科技发 达的今

天
,

些新涌现的课程 �例如 计算机的各种课

程 &争走 了很大 比例学时
∋

面对迅速膨胀的物

理学内容
,

物理教学课时不但不能相应增加
,

反

而大大减少
,

所以全面讲述物理知识只能造成

恶性循环
∋

另一方面
,

全面讲授物理知识也没

有 必要
∋

工科物理不是为了培养物理学家
,

而

是为专业技术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对基础物理教学内容的处理
,

我们把与中

学物理重复较多的力学
、

电学等部分一些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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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

对样品本身没有损伤
,

常被用于无损检

测 ∗另外
,

喇曼光谱所反映的是物质内部分子振

动能级的信息
,

对样品结构和成分极为敏感
,

因

此
,

利用这种标志性可以鉴定物质成分
∋

∀∃ 年代末
,

高温超导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
,

科学家通过 + 射线衍射方法很快确定了超

导体 , − . /0 1 %2 (
的晶体结构

,

但究竟为什么它

的转变温度可高达 3!
∋

∀4 5 其中哪些元素起了

主要作用呢 5 具有无损性和标志性的喇曼散射

使这一系列 问题迎刃而解
,

并对高温超导的深

人研究起了指导作用
∋

一些年代久远的古画非常珍贵
,

在其鉴定

和修复过程中
,

任何技术应用于此的前提都是

无损性
,

这使具有无损检测功能的喇曼谱仪有

了用武之地 科学家曾巧妙地利用喇曼
一

潜的标

志性鉴定了古画的年代
、

真伪和颜料的成分
,

为

高质量修复古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

这仅仅是应用喇曼光谱的几个例 子
,

随着

人类科技的进步
,

喇曼效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
,

目前已远远超出物理
、

化学的范畴
,

渗透

到生物学
、

矿物学
、

材料科学
、

考古学和工业产

品质量控制等各个领域
,

成为研究分子结构和

组态
、

确定晶体结构的对称性
、

研究固体中缺陷

和杂质
、

分析矿物夹杂物
、

环境污染物
、

催化剂
、

生物细胞
、

工业材料疵斑和半导体器件微观结

构的有力工具
∋

现代物理知识



及一些与专业关系不大的内容
,

改为让学生 自

己阅读或作些定性介绍
∋

课堂讲授主要沿着场

和波这一线索展开
,

加强 了近代物理和一些与

现代热门技术关系密切 的物理知识介绍
,

例如

信息光学
,

激光
,

光电效应等等
∋

这些理论
,

在

技术上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

学生觉得很有价值
,

激发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热情
∋

二
、

突出在工程技术上的应用
,

增强工程意

识
,

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科学

造成物理教学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

是物

理教学过于强调体系的完整而忽视了与工程实

际的联系
,

特别是与现代技术的联系一些学

生看不到物理学在现代技术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
,

在他们心 目中形成了物理学无用的印象
∋

事实上
,

物理学与技术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

很

多技术都是从物理实验室中发展起来的
,

有些

已形成了分支学科
∋

例如无线电技术
、

电子技

术
、

光信息技术
、

激光技术
、

低温超导技术等等
∋

与此同时
,

核电站
,

人造卫星
,

电子显微镜等相

继诞生并在为人类文明发挥巨大作用
∋

还有包

括激光影碟机在内的视听设备
、

包括空气清新

器在内的空调设备
、

包括大哥大在内的邮电通

信设备等等正大步涌人普通的家庭
∋

工科专业

毕业的学生
,

若对他们身边的这一切全然不知
,

那对工程技术还有什么信心二这些高新科技和

产品中有不少物理学原理 的应用
,

物理教学在

讲述物理学原理后
,

适 当扩展一些相应应用知

识
,

不但可以克服教学的抽象性
,

还可极大地激

发学习物理知识
、

探索科学的热情
,

使学生觉得

物理学并非无用
∋

在这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 在讲述物理

学基本原理
、

教给物理学严谨思维方法后
,

结合

专业特点
,

恰当介绍在技术上的应用
∋

例如对

电子专业介绍电磁原理在 电声器件中的应用
,

电致伸缩效应 在超声延时线等器件中的应用
∋

对自控专业介绍光电器件
、

霍耳元件
、

接近开关

等传感器的物理学原理及应用
∋

对机械专业介

绍构件的超声波探伤原理
、

机械零件加工精度

及材料膨胀系数测定的光学方法
、

涡流炼钢的

原理及特点
∋

此外
,

我们还从如下一些方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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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了应用的介绍 (第一
,

注意了物理学本身有关

部分的联系
,

讲述应用达到复习效果
∋

例如
,

在

讲述德布罗意假设和德布罗意关系后
,

介绍电

子显微镜
,

联系波动光学 中光学仪器分辨率与

光波长成反 比的原理
,

说明电子显微镜的分辨

率远 比光学显微镜高的道理
∋

第二
,

注意了交

叉学科的应用
,

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
∋

例如
,

了

解人体电磁场
,

一方面我们可利用电磁原理改

善人体内部的生物微循环
,

达到治病保健作用 ∗

另一方面
,

通过测量和分析人体各器官发出的

电信号或磁信号
,

可以诊断体内各种病变
∋

第

三
,

注意介绍那些学生 比较熟悉但物理学原理

在其中的应用却不一定了解的事物
,

更能引起

学生的重视
∋

例如
,

家用 电器是学生熟悉的
,

其

中就有不少物理学原理的应用
∋

诸如热机循环

进行热交换原理在冰箱
、

空调机中的应用
,

光电

效应在家用电器无线遥控
、

状态检测上的应用
,

霍耳传感器在摄录相机
、

音响设备的伺服和系

统控制电路中的作用
,

对这些一些学生并未注

意到
∋

家用电器中一些部件往往包含多条物理

学原理的应用
,

例如激光唱机和激光影碟机中

小小的拾信头
,

除了激光器和几何光学器件外
,

还有偏振器
、

衍射光栅
、

光电管的应用
∋

改革基础物理教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

同时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 “

物理难学
”

这一

印象
,

中学阶段就在一些学生心目中形成 ∗ 而大

学物理中一些与中学物理简单重复的内容
,

又使

进入大学的学子们感到失望
∋

看来中学物理有内

容太难
、

要求太高的地方
∋

基础物理教学改革不

但大学要改
,

中学也要改
,

物理教学与工程实际

相结合目前也有一定困难
∋

现有物理教师队伍
,

与工程联系不多
,

对实际应用不很熟悉
∋

面对改

革形势
,

物理教师需要加强工程技术方面的调查

和再学习
,

广泛阅读技术文献和资料
,

特别是那

些反映新的科学思潮的内容和科学技术的新成

就
,

不断更新知识
,

通过各种渠道
,

广泛联系实

际
,

充实教学内容
,

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感觉

到
,

当务之急除了需要一本反映改革潮流的现代

基础物理学教材
,

还需要一本专门介绍物理学在

技术上的应用的教学辅助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