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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教 学 生 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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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上
,
作为一个教师

,

我很重视教学法
。

我认

为教师要教好一堂课
,

都必须认真备课
%

首先要充实

自己
,

在备课时我以学生自居
,

探索在讲课中会提出一

些 什么问题 & 哪些是关键之处应予加重 & 那些是教本上

欠缺地方
%

因此要多阅读有关资料
,
反复思索

%

其次
,

要多了解学生水平
,

然后根据自己见解进行讲授
%

最

重要的
,

要讲得生动和学得活泼
,

决不照本宣读
,

给学

生死记硬背
%

记得在抗战时期
,

没有课本
,
我更勤勤 恳

恳地备课
,

备得很晚
,

第二天就只拿几支粉笔去讲课
,

学生仔细听课
,

作笔记
,
回去后互相讨论

%

发现难处
,

解决不了
,
还到我家要求解答

%

这样的讲课既生动
,
学

生也学得扎实
%

为了进一步理论结合实际
、

提高学 习情绪
,

我很重

视示教
,
下课后还让学生自己动动手

%

我也重视物理

实验
,

严格要求
,

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实验素

养
,

基本实验技能
,

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

为后继实验课打下结实基础
,

而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

具有科研能力和探索能力
%

因此
,

要求他们在实验过

程中积极思维
,
多考虑问题

,

敢于实践
,
勇于创新

%

从 � ∋ ( ∀ 年起四次参加药学专业
《

物理学》统编教

材的编写
, � ∋ ∀ ( 年担任了主编

%

� ∋ ∀ ∋ 年主编和出版
《
物理实验》

%

这是我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专业第一部

实验教材
%

� ∋ ) ∗ 年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
空心水晶

圆注的振动 ,’& 解放初期在国内首先研制小型助听器
%

十年动乱后对部分青年教师安排科研工作
,
获得了成

果
%

我还重视科普工作
,
” 年代参加了“和平利用原

子能”的宣讲
,
编写了

《
生活在原子时代

》
科普读物

%

现

在我打算写些科普读物
,

这是我的愿望
%

荧光和磷光现象的世家子弟
%

他的祖父 +
%

,% 贝克

勒尔 �+ − . / 0− 1 2 1 3 4 5 6 1 , 7 8 1 5 1 9 , �  ∀ ∀一 �∀  ∀ ∃ 是 巴

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物理学教授
,

擅长电磁学
,

研究领

域广泛
,
涉及矿物学

、

测量学以及化学等方面
,
对磷光

电很有研究
%

父亲爱德蒙
·

贝克勒尔 �: ; < /− ; 61
=

。7 8 1 5 1 9, � ( > !一 �( , � ∃ 接任物理学教授
,

是欧洲的固

体磷光专家
%

亨利
·

贝克勒尔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
,

也成了出色的物理学教授
, �∀∋ � 年继承了父业

。

祖孙

三代都是知名的科学家
,
这在科学文化中心之一的法

?司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

伯努利 �61
5

加89 90 ∃ 家族就出

过好几位著名的科学家
%

爱德蒙
·

贝克勒尔曾研究过

阴极射线管中的磷光现象
,

并与他父亲和比奥 �?
%

6’

川。 ≅

∃ 合写过关于磷光的论文
%

在他家的实验室里拥

有各种各样荧光和磷光物质
,

长年进行各种试验
%

� ∀ ∗  

一 � ∀ ∗ ∀ 年
,
爱德蒙

·

贝克勒尔出版了他的著作 ≅ 《磷

光及其成因和效果》 ,

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
%

他注重

实验数据的收集
,
而不轻易下结论作解释

。

这种作风

对亨利
·

贝克勒尔肯定是有影响的
%

其次是铀盐的存在
。

铀是 �  ∀ ∋ 年由克拉普罗士

�Α 4 5 .0 /

Β9
4
Χ5

/ .Δ ∃在检验沥青矿时发现的
%

至十九 世

纪九十年代
,

铀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珍品
,

它已成为商

品化的化学试剂了
%

爱德蒙
·

贝克勒尔就是在研究磷光的过程中对铀

盐发生了特殊的兴趣
,

因为铀盐会发出特别明亮的磷

光
,

具有特殊的光谱特性
,

爱德蒙对这些光谱进行了研

究
,
他的主要贡献是搞清楚了铀盐和亚铀盐的区别

%

前

者有磷光效应而后者则没有
%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荧光和磷光
。

它们是发光现

象的两种不同方式
,

其物理机理是不同的
,

但十九世纪

物理学家并不了解这一点
,
只是从现象上加以区别

,

即

炎光是在外来辐射的同时发光
,
而磷光则在外来辐射

停止作用后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

不同物质的磷光
,

持

续的时间各不相同
%

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

他们在

研究中致力于持续时间的测量
,
爱德蒙

·

贝克勒尔就

发明过一种
“
磷光镜” ,

专门用来测磷光的持续时间
,

可

以短到 � ! 一
‘

秒
%

亨利
·

贝克勒尔一开始从事的是光学
,
他广泛研

究过磁旋光性�法拉第效应
、

克尔效应和塞曼效应∃以

及红外光谱
,

并通过红外光谱研究磷光现象
%

从 � ∀ ∀ )

年开始到 � ∀ ∋ ∗ 年发现放射性为止
,

他对磷光及有关问

题已发表了二十篇论文
,

铀盐也是他经常试验的对象
。

在他父亲工作的基础上
,
他继续研究了铀盐的性质

。

第三方面的情况是照相术的发展
%

这也是发现放

射性的必要前提
,

没有照相术的发明和应用
,

放射性的

发现是难以想象的
%

照相术在实验室中的应用
,

大约

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
%

主要用于 ≅ 配合显微

镜拍摄微小图象 & 配合望远镜拍摄天体 &记录动 物 运

动 & 进行空中摄影 & 研究闪电等自然现象以及拍摄光谱

等等
%

伦琴在发现 Ε 射线的《初步通信
》

中
,
就特别提

到过照相术
%

显然到了 � ∀ ∋ ∗ 年
,

亨利
·

贝克勒尔已经可以自由

运用质量稳定
、

乳胶均匀
、

保持性能良好的干板照相技

术了
%

他父亲也对照相术作过研究
,

为他创造了良好

的实验条件
%

所以
,
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用照相术探寻

铀盐的贯穿辐射
%

这些就是亨利
·

贝克勒尔所处的客观环境
%

家庭

的影响
、

先辈的业绩
、

技术的发展使他有可能捷足先

登
,

从而抓住发现放射性的良机
%

然而主观因素也不

容忽视
,

他和伦琴一样
,
具有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坚

毅不拔
、

追根究底的探索精神
%

所以
,

贝克勒尔发现放

射性是“合乎逻辑的”
%

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
,

从贝

克勒尔的事例
%

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