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学是现代技术和工业的科学基

础
,

物理知识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价值
�

现在
,

国内外学者都强调物理知识在现

实世界中的应用
�

因此
,

物理教学应与

实际相结合努力培养学生的工程 意 识
、

科学意识和环境意识
,

以便为祖国培养

更多的创新能力强
,

勇于开拓进取的合

格人才 �

 一 !

近年来
,
在世界范围内教学理论和

实践的发展
,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

联邦德国的
“
高工专

”

基础教学
,

把教学

的重点放在掌握技术手段上来 ∀ #∃ 年代

后期
,
英国要求物理学课程应当说明

“

物

理学与教室以外世界的关联” ,

要求
“
物

理课程中有 %∃ & 讲社会环境和经 济 关

系
” ,
应用变得十分重要 ∀ 日本对科学教

育作了两次改革
,

把纯科学教育变为应

用科学教育 ∀前苏联的教育改革要求 ∋ 加

强讲课的综合技术方向性和 实 际 方 向

性
�

世界各国教学都十分注重科学知识

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物理学作

为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对生产

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

() 世 纪 物

理学 主要是力学 ! 和生产实践相结合
,

使机器和蒸汽机得到改进和推广
,

从而

首先在英国带来了产业革命
�

(∗ 世纪热

力学和电磁学的发展为动力工业和电讯

工业开辟了道路
�

功 世纪的物理学为人

类提供了新型材料
、

新型能源
、

新的通讯

和控制手段
,

使生产过程由机械化
、

电气

化向机 电一体化方向发展
�

许多重大的

技术进步为物理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和实验 手 段
,

而物理学的进展又为技术

革新开辟了新的前景
�

当代的物理学与

其它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的广泛结合
,

为

人类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

改造自然

提供了 强有力的武器
�

物理学同其它科学一样
,

必将在工

业
、

农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中发挥

巨大作用
�

 二!

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

折的形势
,

对广大物理教师提出新

的要求
�

许多教师面临着再学习的课题
�

物理教师应当熟悉有关专业并到工程技

长领域中收集与物理知识有关的资料以

增长实践知识
�

当前
,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

物

理教师要把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有机地

结合起来
,

将能力培养贯穿在教学过程

中
,

特别 是要注重培养“高工专”学生分

析和浑次工业
、

工程第一线实际问题的

能力
‘

因此
一

物 哩教学必须与实际相结

合
�

物理教学与实际结合必须以基本灼

物理理论
、

规律以及结论知识来武装学

生
,
教会学生认清所研究的物理规律在

周围生活中表现和它们在技 术 上 的 应

用
。

物理教学中扩展有关自然的
、

工程

技术的和社会生活
、

环境现象的知识
,

有

助于克服教学的抽象性
,

促使学生更自

觉她掌握科学知识和更好地 理 解 对 实

际
、

对生产的意义
�

(
�

物理教学与近代科学 成 果 相 结

合
,

有利于激励学生探讨未来的积极性
,

启发学生要敢于开拓新 匀知识领域
,

培

养学生的科学意识
�

企物埋教学中
,

把所传授的知识与

近代科学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
,

对培养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 + 分 有 益

的
。

近代科学新成果涉及较深的知 识
,

教师在讲授时必须贯彻
“

掌握物理基本

概念
、

基本原理”的指导思想
,

不涉及过

多的细节
�

如讲稳恒电流
,
可告诉学生

零电阻即让 电流无损耗也通过
,

去发光
、

发热是可能的
,

这是多少年来科宇家梦

寐以求的
,

随着超导研究取得突破性成

果
,

就要变成现实了
。

北京大学已研制

出零电阻温度为 ∗ ( , 的超导材料
,

已达

世界先进水平
�

(, ∗ % 年 % 月世界 第 一

艘超导试验船在 日本试航
,
船速 达 ( )∃

丁士连田荣芬赵崇德

物理教学必须与实相际结合

当今世界正在开展一场全球性的新科学技术革命

竞赛
,

科学技术已成为解放生产力
�

推动社会进步的强

大动力
。

许多技术要应用物理学原理
,

物理学与科学

技术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

如随着超导研究取得突

破性成果
,

就必然会导致通信
、

交通运输等诸方面发生

公里 − 小时
�

我国和欧芙各国正奋起直追
,

如果超导船

应用化
,

就可能导致整个海运业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

化
�

又如讲涡旋电场可加速电子的原理之后
,

简介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台可以使正

负电子束在同一个储存环里沿着相反的方向加速
,

并

在指定地点发生对头碰撞的巨型机器
�

利用 电子放出



的同步辐射光可开展能源
、

材料
、

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应

用研究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知识激增
,

教学只停留在传

授知识上显然与时代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

物理教学

与新科技成果结合
,

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

而且使学生及时了解物理学前沿的发展情况
,

促进学

生为探讨未来努力学习的积极性
�

学生了解我国在物

理学前沿的研究状况
,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和自豪感 �

当然
,
物理教学绝不能等同于科普报告

,

物理教学

与科技成果的结合
,

必须在讲授物理概念
、

原理的基础

上进行
�

千万注意
,

绝不能形成
“
喧宾夺主”的局面

�

%
�

物理教学与自然现象结合
�

物理学同其仑自然科学一样
,

与自然现象密不可

分
�

教学中结合自然界中一些典型的物理现象讲明其

产生的物理原理
,

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

教育
,
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学好科学知识会使人类摆

脱愚昧
�

科学的价值不仅能改造客观世界
,

还能改造

主观世界
�

如讲机械波时
,

可简介地震波 地震波既有横波又

有纵波
�

纵波波速 .一 / 公里 −秒
,

横波波速 0一 1 公

里 −秒!∀ 讲静电场时介绍世界公认的地球静电场的有

关数据  2 3 一 . 4 56
’

库仑
, “ , 一 0 , 5。’ 伏特

,

地球

表面场强 7 二 ( %∃ 伏特 −米! ∋ 讲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

动后
,

介绍极光的形成
—

来自太阳的带 电粒子像瀑

布似地落入地球大气层 中
�

这些带 电粒子被地礁场捕

获收集在距地球 .∃ 万英里的区域里沿磁力线返 回 地

球两极而形成极光
�

此外
,

地球绕太阳运行速度的变化以及天体物理

中从恒星母体坍缩为中子星时旋转周期的 变 化 等 现

象
,

只要善于从这些现象进行物理抽象都可以用角动

量守恒足律去分析
�

0
�

物理教学与环境保护结合
,

能激励学生把物理

原理应用到环保事业中
,

使学生 了解物理学能为改善

人类生存条件服务
,

从而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环境意

识
。

如果问物理学与环境状况有关吗 8 学生一定会感

到迷惘
�

试想
,

如果人类对热力学知识一无所知
,

当然

就不会制造出内燃机
,

空气污染就会减少 ∀ 如果人类对

原子
、

原子核知识也一无所知
,

就不会制造出原子弹
,

人类也不会受到核辐射的危害等等
�

大量事实表明
,

物理知识的应用能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产生令 人不愉快

的副作用
,

这种情况使物理学工作者感到痛心
�

但是
,

物理学也能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
�

例如用物理原理可

控制污染和测量污染的程度
,

也就是说
,

物理学可为人

类的生存而造 福
�

如讲刚体转动动能时
,

介给把
“
超级 飞轮”装在公

共汽车上
,
利用

“
超级 飞轮”储存的转动动能通过伏轮

传动装置
,

带动汽车运行就能较好地减少城市内由内

燃机引起的空气污染
�

这种“超级飞轮”装在瑞士公共

汽车上已运行多年
。

讲电磁波
,

从理论上讲述电磁波的特性后
,

可告诉

学生电磁波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污染
�

它对人体也有

很大的危害
,

电魄波对人体的危害性一般随波长的减

少而递增
�

我国规定 ∋ 电场强度 %。伏特 −米
,

礁场强

度 . 安培厂米作为中
、

短波段卫生标准
�

( ∗ # # 年我门

又规定微波辐肘暂行标准为 0) 微瓦 − 厘米
’,

超 过 %.

毫瓦 −厘米
‘

不允许照射人体
�

介绍与物理教学内容相

关的环境保护知识
,

既可使学生对物理概念  如场强
、

波的强度! 有更深刻的理解
,

又能增强学生的环境意

识
。

为了保护环境消除污染
,

常用物理法测量环境现

状
�

如测空气的 电导率
,

可确定空气污染物的浓度 ∀根

据晶体的压电效应
,

测量空气污染物的质量 ∀利用平行

板电容器测海面上漂浮的石油的厚度等等一般地说
,

物理学测量方法有相当好的精确度和重复性
�

此外
,

离心机把污泥和水分离 ∀ 静电过滤器净化

水 0隔音墙控制噪声 ∀ 电磁波确定海面油膜位置 ∀ 辐射

和核反应堆的控制等都是利 用物理原理控制危害的具

体实例
�

物理教学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

使学生认识到在技

术贫乏低下的时代
,

人类受控于自然界
�

而在技术繁

荣的今天
,

人类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

恰恰来自人类创造

的技术
�

∗∃ 年代 世界科技 发展把无公害高技术作为重

点
,

也就是要 充分发挥现代科学的潜力走一条对环境

无害的高技术发 展道路
,

今天的大学生
—

未来的工

程科技人员应在无公害高科技领域作出贡献
�

1
�

物理教学与工程技术结合
,

培养学生的工程意

识
,

牛己学生 注意力引向宁足划曾强紧迫感
�

物理原理在工程 9支术 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

 5! 利用物理原理制造设备或加工生产 如利用

制冷剂 氟里昂 !的物态变化  蒸发与沸腾少时吸收热量

制造冰箱和空调 ∀利 川感温剂 氯甲烷一 : ; <= !随温度

变化时有较大的蒸汽压力变化制造冰箱温控器
, 5

日来

自动控制冰箱压缩机工作
,

利用毛细管可造成
“
限塞”

高压
�

电冰箱多处利用物理学原理
,
特别是桩控器结

构简单
、

设计巧妙是物理原理在技术中应用的典型实

例
�

又如电介质在电场中产生极化
。

讲电介质时可介

绍塑料介质在高频电场作用下产生极化
,

由于极化过

程中塑料分子间摩擦而在其内部产生热
,

外界再加以

压力达到热合的 目的
�

高频电子热合机加工塑料薄膜

就是利用介质在电场中极化的原理
�

 % ! 在侧量方面的应用
�

根据霍尔效应可以制成

大量器件 如放大器
、

乘法器等!
,

并在测量技术等领域

中得到广泛应用
�

例如利用锗片制作的霍尔片可以测

量 %二 4 ( ∃ 一
, ’

安匝 −米的磁场
,

霍尔片体积小可在 非



第 %( 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在京举行

蒋 平

七�下脚

�   ! 年 ∀ 月 �# 日至 �∃ 日 ,

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

行了第 !� 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 议〔%& ∋(
一 ! � )

∗

国际半

导体物理会议从 � , + 。年开始
,

每两年举行一次
,

是全

世界半导体物理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
∗

本届会议

由我国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担任主席
∗

由

于她本人和国内外许多知名科学家几年来 的 不 懈 努

力
,

终于使这一国际学术界的盛会得以首次在中国举

行
∗

著名科学家黄昆教授和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张立纲

博士担任本届会议程序委员会主席
。

国际纯粹与应用

物理联合会 , % − ∋. ∋ ) 半导体委员会的现任主席沈吕

九教授和前任主席上村洗教授都出席了本届会议
。

中

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出席并致开幕词
∗

来自全世界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 位代表 参 加

了本次大会
,

其中包括约 钧 名正在国外学习
、

研究的

中国年轻学者
∗

会议以全体报告
、

特遨报告
、

分组报告

和张贴报告的形式进行
,

总共有 ∃ ∀∀ 篇论文 在会上发

表交流
,

展示了近两年来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

研究成果
,

生动地表明半导体物理今天仍然处于兴盛

发展的大好时代
∗

会议全休报告包 括分数量
一

子霍尔效

应和 / 0 1 23
4

品格研究现状
,

半导体异质结构中的单

电子充电效应
, 5 6一 7 族半导体中缺陷的亚稳性

,

高压

下半导体的光谱
,

傅氏体的结合力
、

电子态和超导性
,

硅上二氧化硅中电子的陷阱机理
,

半导休量子阱中的

变电子效应和半导体超晶格中的 /
8 2 2 0 。卜 9 : ; 4 < 效

应等八篇
。

特邀报告包括扫描探针显微术的进展
,

兆

兆级集成展望
,

半导体激光器的过去与未来以及我国

超导科学家赵忠贤教授所作的高 =
,

超导研究进展等

四篇
∗

会议的一个突出重点是半导体异质结和 超 晶

格
,

表明这一领域仍是当前国际上的主要研究方向
∗

% > ∋(
一 !� 在中国举行

,

对于我国半导体物理的研

究事业是很大的推动和促进
∗

我国学者在会议上发表

了 ∀∀ 篇论文
,

其中包括 + 篇台湾学者的论文
,

占总数

的 �∀ ?
∗

在本届会议上共有七位年轻科学家获 得 大

会颁发的最佳青年作者奖
,

我国有两位获此殊荣
∗

∗∗口�
常狭窄的场所进行磁场测量

,

还可进行波导管
、

电缆的

功率测量 ≅根据糖溶液的旋光性原理而设计的搪量计
,

在制糖工业中测定糖溶液的浓度 ≅ 利用发射光谱法和

原子吸收法测量污染物中的微量元素等
∗

, Α )物理学与安全生产
∗

静电现象是一种常见的

带电现象
∗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静电现象
、

危害以及

静 电利用有了较多的研究
∗

但是
,

在工矿企业中因静

电而产生的各种生产故障和灾害屡见不鲜
∗

在煤矿矿

井里
,

鹰擦静 电放出的电火花会引起瓦斯爆炸 屯生产过

程中
,

纸张与辊轴摩擦
、

固体物质的粉碎及研磨过程等

都会产生静电
∗

据统计
,

全世界每年因静电导致的事

故损失高达一百亿关元
∗

在物理教学中不仅讲物体之间摩擦会产生 静 电
,

而 且讲纺纱机纺纱
,

石油在管道中流动
、

金属间摩擦都

会产生静电, 如铁与铡摩擦时
,

铁带正电
、

铜带负电)
∗

这种讲解开阔学生思路
,

使学生理解在生产过程中也

可能产生静电
,

以便使物理知识为安全生产服务
∗

物理教学与工程技术相结合
,
使学生了解许多生

产
、

设备和仪器都是基于物理原理时
,

在他们心目中物

理知识的甫要性就大大地提高了
,

而这是激发他们对

物理学科兴趣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

此外
,

物理学原理广泛应用在工业探伤技术上
,
如

磁性探伤
、」

磁粉探伤
、

静电探伤
、

超声波及放射性同位

素探伤等 ≅也广泛应用在国防上
,

如鱼雷恢艇发射的鱼

雷在水面下 !一 “ 米前进
,

其尾部装一双翼螺旋桨
∗

双

翼螺旋桨向相反方向旋转推动鱼雷前进
∗

采用双翼螺

旋桨可使鱼雷前进时不自转
,

以便能准确击中目标
∗

这

是应用角动量守恒定律的一典型实例
∗

教学改革首先应是教学内容的改革
。

物理教学与

科技成果
、

工程技术
、

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
,

可使学生

能够了解科学动态和科学信息
,

强化把物理原理应用

到现实 世界的思想
∗

在物理教学中
,

始终贯穿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的指导 巴想
,

就可以对培养学生的工程意

识起导向作用
∗

古人云 ; “
学然后知不足

,
教然后知困” ∗

这就是

说
,

不仅学无止境
,

教学也无止境
∗

作为教师
,

应时刻

注意补充新知识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
,

才能适应教学

改革的新形势
∗

物理教学与实际结合要防止简单
、

片

面的观点
,
更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

物

理教师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

进一步端正教学思想
,

更

新教学观念
;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便为祖 国培养更多

的合格人才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