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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才素质培养

目前时髦的谈论话题是培养 �∃ 世纪跨世

纪人才
%

面向 �∃ 世纪新形势究竟需要具备怎

样素质的人才
,

通过怎样的方式培养这样的人

才
,

由谁来培养
,

如何检查
,

目前大学课程设置

现状可否完成这个培养 目标
,

应如何对现有课

程设置和教材体系进行改革
、

优化
,

使之能在培

养人才的道路上前进等一连串的课题
,

正在我

国有关教育领域形成论坛
%

这正是广开言路
、

相互启发
、

互相补充
,

探索创新以求完善
,

以达

最优化方案的过程
%

大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

地
,

为教育阵地的主战线
,

必然要考虑如何作好

教育
,

培养目标如何适应社会需求
,

这是校长书

记们首先要面对的挑战
%

作为教师可把间题具

体化
,

如何通过教学授课培养学生
,

怎样让学生

获得社会需要他具有的工作能力
,

怎样培养学

生的素质
%

当今常听人慨叹国民素质低
,

其实

与国民文化水平低直接有关
%

人之素质包含品

德素质
、

身心素质和文化 �智能#素质
%

大学作

为培养人才的基地
,

应对学生的全面素质进行

培养
,

作为文化科技课程教师要教书育人
,

要注

意对学生品德的培养
,

身心素质的培养和影响
,

而最中心的是文化科学素质的培养
%

文化素质

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

由于知识沉积为素质
,

进一

步转化为能力
,

所以素质是潜在的能力
%

此中

关系为 & 知识∋ �沉积 #素质∋ �转化#能力
%

社

会需要的是人才表现的能力
,

要培养人的能力

是从教授知识人手的
%

面向 �∃ 世纪新形势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素

质的人才
,

并非三言两语说得尽
,

而归根结底社

会需要的是人才表现的能力
,

劳动者表现的能

力
%

强调培养人才能力的重要性
,

意味着同时

强调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

知识沉积为素质过程

和素质转化为能力过程的重要性
%

基于此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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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础物理实验课程设置
,

就应强调从培养
、

提

高学生在有关该领域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着眼
,

从学习该领域的知识人手
,

并注意引导使知识

沉积为素质过程和素质转化为能力的过程
%

该

课程的基本要求
,

培养和训练主要 目标
,

也就是

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和素质
,

首先应该是

这几项 &

�
�

观察现象
、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
�

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坚韧不拔的苦干

精神  ∀
�

熟练的实验技术  #
�

灵活运用物理实

验设计
、

思考方法去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  ∃
�

使用计算机和现代化仪器的能力等
�

二
、

关于物理教学实验课程

物理实验教学应传授哪些知识
,

培养学生

哪些素质能力
,

课程的地位
、

目标和现状等问题

是永恒的讨论课题
�

这里稍微介绍一些侧面
�

%
�

课程设里的普遍性和孟要性
,

总学时

数
,

基本内容 凡是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大专

学校的各专业学生
,

都开设物理实验课程
,

而且

是必修基础课
�

总学时在 %& ∋ 至 (&∋ 之间不等
,

因专业不同而异
�

课程内容基本是普通物理知

识范围
,

有小部分的现代应用技术内容
�

)
�

实验能力培养的 , 要性 实验和理论

工作的能力都是重要的
,

不过大量的是实验工

作和应用技术等工作
,

因此从事实验方面工作

的人也是大多数
�

要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

让学生也让社会能充分认识其重要性
�

实验工

作的重要性
,

可从两个侧面看
�

其一
,

从物理学

发展历史突破性的成就看
�

%∗∋% 年
,

伦琴成为

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他在 %+ ∗ , 年

发现 − 射线
�

− 射线的发现首先是在实验室中

发现底片被感光
,

这是实验上的新发现
�

%∗ ,+

年穆斯保尔效应的发现
,

也是实验上的新发现
�

当时得出的实验结果因与原有概念相悖曾使穆



斯保尔本人困惑
,

他重复检查实验仪器
,

分析实

验数据
,

经证实无疑
,

才意识到是新的现象�即

下射线无反冲共振吸收现象#
%

然后从理论上解

释
,

并迅速开辟了各个领域中的应用
,

使穆斯保

尔效应发展为跨学科应用最广泛的一门谱学技

术
%

∃∗ ∗ 年我曾作过统计
,

从 ∃∗!∃ 年至 ∃∗ ∗ �

年 �除二战期间停发#共计有 ∃)! 人次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
,

其中由于实验方面的成就
、

贡献的

得主占 +) ,
%

其二
,

从物理学规律的确立过程

看实验的重要性
%

任何伟大的理论
、

创新的模

型
、

美丽的公式等都离不开也逃不脱实验结果

的检验
%

与实验事实相容者成立
,

不然只是一

纸 空文
%

这样的例子太多 了
,

真是信手拈来
%

∃∗�) 年德布罗意提出粒子具有波动性的概念
,

只能以假设的形式提出 − 二 . / 又
,

到 ∃∗ �+ 年有

戴维逊和革末在镍单晶上得到第一张电子衍射

环纹的照片
,

才使该假设成为公式
%

接着是获

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
%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
,

我强调并鼓吹实验重要的观点
,

但不是说理论

不重要
,

也不是说实验 比理论更重要
%

只是 因

为社会舆论没有足够的重视
,

迫使实验工作者

需要 自鸣 �不是争鸣#
%

实际上实验和理论二者

之间的关系
,

是密切而又和谐的
,

形象地说恰如

人的两条腿
,

人要前进要攀登要靠这两条腿
,

两

条腿轮流一前一后互相配合相互促进
,

才能推

动人体向前进
,

向科技高峰攀登
%

而物理学 的

发展
,

正是靠新的实验结果去促进激发理论工

作者探索新的模型和理论以推动理论的前进
,

理论方面的新发展又会推动
、

完善加深人类对

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
,

又会促使实验工作者去

探索设计新实验
,

又可能取得新发展
%

因此
,

理

论物理工作者和实验工作者是共同对物理学的

发展作出贡献
,

共同谱写着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

 
%

教学实验和科学实验的 比较 什么是

科学实验
,

科学实验就是为了验证
、

预测或获取

新的信息
,

通过技术性操作来观测由预先安排

的方法所产生的现象
%

其全过程应包括四个环

节 & 即0 选定目标作出计划 �确定课题
,

给出方

案设计#
%

. 选择或制作实验装置 /实验设备的

准备 0
�

。 进行现象观测和数据测量
�

. 分析

数据整理结果 /给出结论 0
�

得 出结论以后还常

常需要反馈回去
,

例如可能需要修改目标
,

需要

修改设计方案
,

需要改进实验设备
,

或者需要改

变观测方法和数据采集方法等
�

实验的结论可

能是证实
、

修正或否定原先的设计目标
�

因此
,

科学实验实际上是包含着多次试验
、

修改
、

失

败
,

最后才能得到正确结果而取得成功
�

这和

一个理论模型的建立完善过程是类似的
�

而教

学实验和科学实验有相同又有区别
�

教学实验

是以教学为目的
,

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
,

以培养

人才为目的
,

因此教学实验都是经过人为设计

的
,

已经理想化的
,

排除了其他一些干扰因素而

简化过了的
,

是一定能成功的一般也只有。
、

. 两个环节
�

&
�

教学实验课程现状 经过调查分析
,

认

为 目前教学实验课程设置的确有很多不足
,

有

相当的不适应
,

需要动大手术
�

表现有
1 � 课程

体系模式单一
,

不适应改革新形势对人才创新

意识的需要
�

! 教学内容陈旧
,

未能反映现代

物理学
、

现代科技新发展的内容
�

∀ 教学方法

上也缺乏对学生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和发挥
,

不

利于启发年轻人的求知欲
、

想象力和探索精神

的发展
�

#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任务重
,

教

师队伍有断层
,

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等
�

三
、

基础物理实验课程新体系设计

%
�

课程设里应适应跨世纪社会需求 迎

接新世纪的到来
,

社会要求人才的素质和能力

的变化
,

促使教育体制进而课程设置必然要随

之而有所改变
,

并给深化教育改革提出新的任

务
�

要培养适应 )% 世纪社会发展需求的跨世

纪人才素质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

人才的素质

体现是多方面的
,

当然每个人各个层面的素质

培养
、

提高都是通过各 自所受教育层次
、

社会环

境
、

其他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等因素促成的
�

作为人才培养重要基地的大学教育阵地
,

在培

养
、

提高人才素质的链条中无疑是起重要作用

的
、

闪光的一环
�

因此在大学中的课程设置
、

课

程体系结构
,

都必须以适应人才素质培养目标

为前提
�

基础物理实验课程作为理
、

工
、

农
、

医
、

师范等各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
,

是培养和提高

现代物理知识



学生科学素质
、

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

的重要基础课
,

就义不容辞地应在培养学生智

能素质方面作出贡献
,

当然也要注意德育和身

心素质方面的培养
%

�
%

实验内容新体系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
,

实验课程体系应该以能力和素质的训练
、

培养

和提高为主线
,

循序渐进地结合主客观具体条

件来设计
、

选择
、

优化并完善方案
%

把有关的物

理现象
、

知识
、

原理
、

规律
、

技术和方法等
,

都围

绕这个目标的主线展开
%

从以上课程体系设计

思想出发
,

其改革要点可归结为几个方面 &

�∃# 为加强培养学生 的观察
、

分析问题的

能力
,

应改变验证性内容的实验为探索性的实

验内容
%

即要增加从观察现象总结物理规律人

手的实验
%

启发他们用思考来解决问题
%

采用

更接近科学实验的模式
,

尽可能让学生去作科

学实验的∃
、

. 两个环节
�

可以由易到难
,

由

少到多
,

由多指导到少指导
,

进而到基本不指

导
�

正如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所提倡的作事要依

靠分析思考解决问题
�

相同的物理知识
、

规律

可以设计出不同类型的实验
,

例如电磁感应规

律可以设计成探索性实验
,

从实验现象和所得

数据总结出物理规律
�

当然
,

还应考虑到教学

实验与科学实验的某些差异而有所简化和适当

的理想化
�

/)0 为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坚

韧不拔的苦干精神
,

可以设计安排一些实验
,

其

数据测量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认真的态度
,

否则

会直接影响实验结果
�

实验结果是服从科学规

律
、

反映客观事实的
,

来不得半点虚假
,

更不能

主观臆造
�

如油滴实验即可使学生得到很好的

训练
�

同时还可在实验中设计某些条件
、

仪器

方面的故障
,

以增加学生遭遇问题的机会适当

增大实验难度
,

人为减小顺利完成实验的程度
,

给学生增加去克服困难的训练
,

提高他们解决

问题的能力
�

/(0 有一些物理实验技术是广泛用于各个

领域的
,

应该给学生学 习和掌握这些技术的机

会
�

如真空技术
、

光谱技术
、

低温技术
、

传感器

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等都应该安排实验
,

让学

生有充分的接触机会
�

/& 0 为培养学生把物理学的规律
、

方法灵

活运用于其他领域的能力
,

需要设计新实验
�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正是由于物理学是整

个 自然科学的基础
,

现代物理学已是一门理论

和实验高度结合的精确科学
,

其中有一套获取

知识
、

组织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有效步骤和方法
�

这套步骤和方法必然要运用于其他各个领域
,

如果使学生在这方面有所认识
、

有所实践
,

将会

启发学生的物理灵感而在其他领域开拓创新
�

/,0 为培养学生运用计算机和使用现代仪

器 的能力
,

只有让学生更多的接触和运用它
�

因此应安排在一定数量的实验中都会用到它
�

当今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真是 日新月异
,

迅

猛异常
�

在物理实验中学习其操作方法
、

工作

基本程式和应用的同时
,

还必需了解它们能解

决的各类型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
�

这

类实验可安排如 1 数据采集
、

自动控制
、

数据处

理
、

仿真实验等
�

物理学不断发展
,

科学技术不

断发展
,

现代化高新技术
、

新仪器不断发展
,

理

应给学生接触的机会
,

考虑到现实条件
,

笔者建

议有条件的学校或实验室
,

可着手制作有关现

代化高技术
、

新仪器的物理实验 2 3
�

仿真实验

也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

以上仅给出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设置新体系

的粗线条原则
,

进一步形成方案还有待于逐步

展开设计
�

这种方案的解并不唯一
,

可 以百花

齐放而殊途同归
�

当然
,

从教育改革的两个层

面看
,

体制改革是关键
,

教学改革是核心
�

而教

学改革中教学内容改革又处于核心的地位
�

因

此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必然而且紧迫的
�

必须在

实验教学中注人新鲜活力
,

注人时代信息
,

使基

础物理实验课程以新面目出现
,

从新起点出发
,

为培养跨世纪人才作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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