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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一个创造的机会

潘元胜倪新蕾马玉璋万春华
’

编者按 &

如何搞好大学物理的教与学
,

是 大专院校一代又一代师 生一

直探索的课题
∋

为 了及时介绍人们在探索过 程中所总结的新 经

验
、

新方 法
、

新教材
,

本刊新碎《大学物理研 究》栏 目
∋

由南京 大学

物理 系潘元胜等同志所撰 写的《给学生一个创造的机会》一文
,

是

他们 对物理实验课进行改革的经验总结
∋

我们将她作为本栏 目的

首篇奉献给大学的朋 友们
,

希望与大 家共 同办好这一栏 目
。

发展国民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
,

需要一批有创造

才能的人材
∋

但创造才能不是天生的
,

是在一定社会

和教育条件下培养出来的
∋

如何培养大批有创造才能

的人材
,

是目前教育家们很重视的问题
∋

物理实验是人们进行物理学研究的一 种 基 本 方

法
,

是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

目前

物理实验课的教学内容
,

多数是以前物理学家的创造

性科研成果
∋

因此物理实验课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

但长期以来
,
在物理实验教学中过多强调测量技

术的训练
,
忽视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

老师为了使

学生顺利完成实验
,
获得一个好的实验结果

,

把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和障碍都一一排除掉
∋

显然学生受不到科

学家为解决问题和困难而进行的创造性工作的 训 练
,

只是进行操作技能的训练
∋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
,

我们从 � ( ) ∗ 年起对物理系

一年级的物理实验课进行了改革
∋

创造
,

是人们在高度紧张状态 下运用全部智力和

体力的一种活动
∋

而创造才能
,
又是创造活动经验的

积累
∋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
,
必须通过创造性的实

践
∋

按上述指导思想
,

我们首先激励学生的创造欲望
,

再给予必要的引导
,

并为学生创造必要的条件
,

让学生

去进行大胆的尝试
∋

我们规定 & 学生在本学期实验课内
,

必须完成 �+

个基础训练的实验
∋

在此基础上作一篇题为
“
实验中

问题的研究”的小论文作为实验课的考试
∋

有创见
,

有

独立见解的论文
,

成绩才能给予优秀
∋

青年学生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胜心
,
头脑中框框

少
,

而大学生又是中学时代的佼佼者
,

从心理上讲
,

他

们都想寻找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
∋

这就成为我们

引导工作的基础
,

我们的引导工作是在开学的绪论课

上进行的
∋

另一个激励办法是把论文作为考试
∋

因为

考试对学生来讲是压倒一切的大事
∋

为了使学生有紧

迫感
,

我们特改变考试办法
,

作为激励学生的杠杆
∋

学生有了积极性
,
必然认真钻研实验的全过程

,

认

真观察研究实验中的物理现象
,

找出实验中的问题
,

提

出他的论文题目
∋

这对加强基础训练是十分有利的
∋

选

题是作好论文的关键
∋

为了 引导学生作好论文选题
,

特

在学生完成四个实验后进行一次课堂讨论
∋

讨论的题

目是
“
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

由学生对已作过的实验
,

自

己提出问题进行讨论
,

规定每个学生必须提出三个以

上问题
,

然后学生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与评议
∋

对学生来说
,

提问题比 回答问题要困难
,
提问题要有创

造性
,

可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

这种讨论不仅可以帮

助学生把已作过的实验
,
进行透彻的分析

,

还可以使学

生在论文的选题上相互启发
∋

另外
,

我们还安排了一

次题为
“

发现从不满意开始”的课外讲座
,
向学生介绍

关于选题
、

查阅资料
、

设计方案
、

实施
、

作出报告等科研

工作的基础知识
,

在思维方法和实验方法上给学生提

供帮助
∋

∋∋∋∋

个所其他科学工作者合作
,
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的一个

创新性研究方向
∋

他们建立了有关的理论并完成了一

系列的模拟计算试验
,

同时对实验电子显微像进行结

构图像复原以及提高分辨率的试验
∋

由范海福等推出

建立的一种用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图像 处 理 新 方

法
,
已获得国际最佳结果

,

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
。

春华秋实
∋

范海福潜心钻研三十余个春秋结出了

硕果
,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 余篇
,

其中他或与合作者

曾获得了 � ( ) ∗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

并

于 � ( ) , 年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 ( (� 年的中

国物理学会叶企孙物理奖一项
。



北 京 谱 仪 喜 获 重 要 物 理 成 果

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0 12 ∃ 国家实验室有关

人士证实
,
北京谱仪 . /0 3∃ 自去年 �� 月 4 日开始

,

进

行
&
重轻子质量测定实验

,

历时二个多月
,

总于在今年
� 月 5 % 日下午 � & 5 % 胜利结束

,

获得重大物理成果
∋

在

整个测试过程中
∋

/ 0 16 与 /0 3 确保了 � 7。。小时的

稳定运行
,

保持住 日平均积分亮度 � % %曲
一‘ ,

达到总

积分亮度 ‘+ % 。的
一 “,

对 89 9 : 今 ; 公 事例进

行了挑选
∋

经数据处理
,

 ∃呼
8 , 把”’

心

一
< 和 < =

获得了 公 质量的初步结果 &

二

轻子的质量大约是 �, ” > ? ≅ 测得的统计误差和系

统误差小于 Α> ,
Β∋

为了便于学生研究问题
,

我们每周对学生开放半

天实验室
,

期末开放三周
∋

在开放时间有教师值班
,

学

生可以 自由与教师讨论
,

这种研讨对学生相当有益
∋

最

后一周是论文答辩
,
由学生自己宣读论文

,

回答老师和

同学们的提问
∋

五年多的实践证明
,

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
∋

学

生们感到实验课给他们提供了创造的机会
,

使他们有

所发明
,

有所创造
,

每学期都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常来

实验室研究他的
“
问题”

∋

为了研究问题
,

有的同学花

去了很多课外时间
,

但认为值得
∋

有的同学讲 & 作了

论文后
,

感到物理实验中确有很多奥妙
,

激发了我们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
,

增强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为了作好论文
,

不少同学查阅了很多资料
,

阅读了他们

没有学过的教材
,

他们的自学能力得到了培养
∋

每学

期有近五分之一的学生论文获得优秀成绩
∋

学生在论

文中发现了不少教师没有发现的新问题
,

提出了不少

有创见的新的实验方法和建议
∋

如在测地磁场实验中
,

学生要观察一个长螺旋管中间小磁针的摆动周期
,

观

察比较困难
∋

有个同学利用小磁针摆动所产生的感应

电动势
,

外接一个仪器
,

把磁针摆动转变为光点摆动
,

十分巧妙
,
很有创造性

∋

在落球法测液体粘滞系数实

验中
,

一个同学利用小球所受阻力和加速度成线性关

系的假设
,

导出测量公式
,

但进行实验后
,

发现结果错

了
∋

他查阅资料
,

进行分析
,

终于找出了失败的原因
∋

原

来他的假设是有条件的
,

而实验又不能满足这一条件
∋

学生所作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成绩
,

给我们很大启

示 & 学生中蕴藏着很大的创造性
,

教师的责任在于去

发掘它
,

培养它
,

给学生创造条件
,

让学生有一个显示

的机会
∋

所以在物理实验教学中
,
应注意在解决实际

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才能
∋

我们的改革
,
改

变了学生对考试的看法
∋

考试
,

不再是一种负担
,
而是

给学生带来创造
、

成功与希望
∋

这些成功在他们心理

上所产生的影响和他们创造经验的积累
,

对他们在以

后的科学工作道路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

第一届征文与知识竞赛圆满结束

两赛评选会议在京召开

据本刊记者报道
, 《

现代物理知识
》
编辑部于 � , (Χ

年 � 月 �% 日在中科院高能所召开第一届 《我与 Δ现代

物理知识∃
》

征文比赛与第一届有奖知识比赛评 选 会

议
∋

会议由本刊负责人吴水清主持
,

并作了关于两赛

情况的工作报告
∋

报告认为 & 这次两赛开展得很好
,

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

有 +)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读者参

赛
,

其中大学师生占 � )
∋

), Ε
,

中学师生占 , +
,

) 5 Ε
,

技

术人员占 � 4
∋

, ,Ε
,

其它占 � +
∋

4) Ε
∋

编委崔砚生
、

程鹏

蠢
、

谢治成
,

兼编毛慧顺
、

王德云
,

科学出版社期刊室副
、

主任杨国城
, 《夭文爱好者

》

编辑李良
,

本刊作者
、

通讯

员江向东
, 《

高能物理参考资料 , 编辑朱爱民
,

中国 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刘福虎
,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生 田

继兵
∋

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李博文出席会议
,

并查阅了

全部试题
,

还就评选标准
、

名额
、

等次
、

奖励办法进行了

热烈讨论
∋

会议作出两项决定 &

.∀∃ 黄先荣
、

李基好
、

王兵
、

卢一安同志荣获
《

我与

Δ现代物理知识》征文比赛优胜奖
∋

.+ ∃ 应昭皓
、

宋国杰
、

石东平
、

李学斌
、

杨武
、

陆世

华
、

邓洪波
、

陆永烈
、

朱克俭
、

周景
、

李鸣宇
、

张国仁
、

郭

振华
、

张红
、

薛世康
、

李良森
、

汪中吉
、

范宝中
、

韩锋等

” 名读者荣获知识赛优胜奖 − 曹耀麟等 �5 名 读者荣

获表扬奖 −格日乐图等 5, 名读者荣获鼓励奖 − 王波等

(� 名读者荣获纪念奖
。

.芜茗∃

爱因斯坦的首篇论文

爱因斯坦的首篇论文—
《

关于光的产生和 转 化

的一个启发性观点》 ,

第一次提出
“

光量子”概念
,

解决

了光与电子相互转化的世界难题
∋

.一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