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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觉思维的含义

爱因斯坦曾说过�真正可贵的是直觉 , �我信任

直觉 , �我相信直觉和灵感 。什么是直觉思维, 美

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在其名著!教育过程∀中曾
说: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迥然不同,它不是以仔细

的,按规定好的步骤前进为其特征的##直觉思维

总是以熟悉的有关的知识领域及其结构为根据, 使

思维者可能进行跃进、越级和采取快捷方式, 并需要

以后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重新检验所作的结论。 所

以,直觉思维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它不过是

一种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接获得某种知识的

能力, 或者说是一种通过某种下意识 (或潜意识)

直接把握对象的思维活动, 也可以说, 直觉思维是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 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头脑

中的某些知识、经验和能力等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经

过加工而突然沟通时所产生的认识上的飞跃, 表现

为人们对某一问题的突然领悟, 某一创造性观念和

思想的突然降临,以及对某种难题在百思不得其解

时的突然解决。

在近代物理学发展史上, 众多著名的物理学家

对直觉思维都有着精辟的论述与深刻的体会。我国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 直觉是一种人们没有意识

到的对信息的加工活动,是在潜意识中酝酿问题,然

后与潜意识突然沟通, 于是一下子得到了问题的答

案,而对加工的具体过程,我们则没有意识到。直觉

思维在物理科学的发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了

直觉思维过程的结论(猜想或假设) , 然后再通过逻

辑论证和实验验证,才能导致科学的发现。著名物

理学家玻恩认为: �实验物理的全部伟大发现都是来

源于一些人的直觉 。德布罗意说: �想象力和直觉
都是智能本质上所固有的能力, 它们在科学的创造

中起作用,而且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凯德沙夫用

更鲜明的语言表示:直觉是�创造思维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由此看来,物理学的发现、发展与进步过

程都伴随着人类的物理直觉思维活动。

广义的直觉可分为有意识的直觉(狭义的直觉)

和无意识的直觉(灵感) ,因此, 直觉 (狭义的直觉)

和灵感是物理直觉思维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所谓

直觉,是运用有关知识组块和形象直感对当前问题

进行敏锐的分析、推理、并能迅速发现解决问题的方

向或途径的思维形式。所谓灵感, 是以已有的知识

经验为基础, 在意识高度集中之后产生的一种极为

活跃的精神状态, 这时人的思维会对百思不得其解

的问题,产生突发性飞跃和敏锐的顿悟,从而达到解

在双方质量相等的情况下,若乙方 �较大即 cot�较

小,就导致自己处于下风;而相反, 甲方减小了 �(增

大了 cot�) ,使自己逆时针转动的重力力矩大于使自

己顺时针转动的 T 的力矩, 而立于不败之地。可

见,在双方手与绳、脚与地不相对滑动时, 决定胜负

的因素就是他们与水平面间的夹角。在题设绳子水

平时,身高越大后倾时和地面夹角 �就会更小,则占

优势。

然而,在实际的拔河比赛中我们通常见到的比

赛结果是这样的情况:尽管败方后倾到几乎倒地, 却

仍被胜方不断地在地面拖动, 这是因为虽然双方手

和绳间最大静摩擦力都足够大, 都不会使手和绳子

发生相对滑动, 并且双方都尽力后倾,确保自己不会

因力矩不平衡(绳子拉力的力矩大于重力力矩)而

�转向 对方。但尽力后倾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当

双方后倾程度不同时, 绳子就会偏离水平方向, 并在

后倾显著一方( �较小)的一端较低,这一方受到绳

子的拉力就是斜向上的, 拉力在竖直向上方向上有

一分量,这样就减小了自己和地面间的弹力,也就减

小自己和地面间的最大摩擦力, 而这时对方受到绳

子斜向下的力,这个力在竖直方向上的分量,增大了

对方和地面间的弹力, 也就增大了与地面间的最大

静摩擦力。这样, 败方后倾到一定程度,虽然保证自

己不能转向对方, 却使自己和地面间的静摩擦力减

小到了小于拉力在水平方向上的分量的程度,所以

被对方拖动而失败。

综上所述,在拔河比赛中, 影响胜负的因素有:

双方的手力、体重、身高和技术因素(拔河进行时后

倾程度的把握)。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高级中学物理组 � 52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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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目的。

二、直觉思维的培养策略

物理直觉思维具有整体性、三维性、突发性、随

机性的特点,是一种潜意识思维活动,但这种思维能

力并不是无故凭空生成的, 作为一种独立的高级思

维活动,也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准

备、发生和整理三个阶段。我们认为, 在物理教学

中,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主要有以下策略。

首先, 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和民主、

平等的师生关系。这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和训练学

生直觉思维的最重要的前提。物理直觉思维具有随

机性和偶然性, 直觉思维的结果可能正确,也可能错

误。我们要鼓励学生进行直觉思维、大胆猜测,如果

猜对了,我们应当加以肯定,如果猜测错了, 也应当

引导、启发,切不可训斥, 打击他们的思维积极性。

其次,夯实基础, 形成合理的认知结构。直觉、

灵感产生的前提是必须具备扎实的知识基础, 对物

理的概念,规律有着比较透彻的理解,掌握常见题型

的常用解法, 善于总结、优化物理模型。关于这些,

可以从讲解例题入手,通过对例题的讲解和总结, 突

出题目的核心, 引导学生将题目中应用的物理知识

凝练、加工、融会、贯通,从而学会如何构造出基本的

物理模型,为以后解题打下基础, 同时, 从现代科学

发展的分化、渗透、综合一体化的趋势看, 在教学过

程中,不能只重视物理单一学科的教育,而要广泛涉

猎多门学科。比如虹和霓都是极美的表面现象, 实

验工作者测量后发现, 虹是 45%的弧, 外红内紫; 霓

是50%的弧, 内红外紫, 这种准确的规律, 增加了实

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美的认识, 进一步的研究了解

到这 45%和 50%可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

推算出来, 由这种了解显示出更深一层次的美。这

显示了物理学与美学的关系。再如,关于物理学与

数学的关系,杨振宁曾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

片,在高中物理的学习中, 运用数学模型, 我们可以

导出某些规律性的结论, 变换物理公式的形式,归纳

计算实验结果等等, 有些题目,甚至可以通过几何作

图的方法直接求解。如透镜成像问题等。

再次,构造框架,加强立体思维。教学的过程是

循序渐进的,一章一节的联系往往不是很密切,学生

拿到一个题目, 在思考的时候,有时不能把握充足的

条件, 布鲁纳曾提出�结构的理解,能使学生从中提

高他直觉地处理问题的效果。 合理的知识结构, 有

助于学生形成一种网络思维,并籍此获得直觉的判

断或联想,在解具体的综合性题目的时候,能够从全

局的角度分析,对解题的要领和途径做出迅速而正

确的选择。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主导作用既表现为帮助

学生从整体出发, 认识部分,又在各部分联系的基础

上,高层次的把握知识的整体结构,推动对学生直觉

思维的培养。在章节总结时,引导学生建立单元、章

节以至全书的整体结构框架,在习题教学中,经常安

排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习题,或者对某一问题采用多

种途径和方法进行求解,或者通过改变提问的角度、

改变问题的条件、改变习题的类型、改变问题的要

求、变数字为字母等方式把一个问题变化成多个问

题,引导学生将所研讨的习题归类,将习题中所用到

的知识点归类, 总结出一般规律和特殊方法。在概

念教学中,引导学生多方位理解、体验研究方法。在

此基础上,使学生的直觉思维健康成长,提高在解题

过程中运用直觉思维的频率。

此外,激发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一个

人仅有扎实丰富的基础知识是不够的, 还要热爱科

学,肯去钻研、探究,才会产生直觉、灵感。�宝剑锋

从磨砺出 , 发展非智力因素,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增

强对物理的情感, 磨练顽强拼搏的意志,树立无私奉

献的品格,是培养直觉思维的条件。

在教学中,结合知识传授的过程,进行物理学史

教育,以古今中外的物理学家的事迹感染学生, 如钱

学森与阻挠他回国的美国当局坚持斗争五年,冒着

生命危险回国;居里夫人不顾辐射的危害,在简陋的

工棚里辛苦操劳 45 个月, 被誉为�镭的母亲 ;牛顿
做研究的时候废寝忘食,拿手表当鸡蛋煮了;最近的

神州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为国争荣,为民争光。在物

理发展史中,类似的事例多不胜数,只要我们在教学

过程中予以重视, 恰当引用,就能化为巨大的精神力

量,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在课堂教学中, 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的

教学内容,选择便于学生探索问题和发表见解的教

学方法, 如探索发现法, 讨论法等。另外, 物理是与

生活关系较密切的学科, 引导学生多注意现实中的

现象,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如小实验、小制作、

小发明、小论文、物理游戏、参观工厂和实验室等。

从而可以使学生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感性认识,

提高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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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经常鼓励学生的猜测,使其养成能思

善辩的良好习惯。在物理教学过程中, 引导学生进

行科学探索,鼓励学生假设、猜想,能激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与直觉思维, 牛顿曾经说过�没有大胆的猜想
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 。猜测是在对研究的对象或

问题进行观察、实验、分析、比较、联想、类比、归纳等

的基础上,依据已有的材料和知识,做出符合一定的

经验与事实的推测性想象的思维方法。它是一种合

情推理,属于综合程度较高的、带有一定直觉性的高

级认知过程,它与逻辑相辅相成。有利于寻求解决

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思维策略。科学猜想讲究科学用

脑,思路不通时,要另辟蹊径, 学习既要有意志,又要

会调节,会创新。在物理教学中,可以从如下几个方

面来引导学生进行大胆猜测。

把思维具体化和形象化 � 使被研究的物理问
题、物理现象、物理过程在大脑中形成动态的物理图

景,构想出理想化形象和时空形象,能够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促使学生从整体出发直觉的产生接近于正

确的猜测。

类比和联想 � 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类比和联

想明显的起着启示、探索、开路和创新的作用, 许多

新概念、新规律、新理论的提出借助于类比和联想。

如类比水波、声波来研究光波;卢瑟福将原子结构与

太阳系模型类比, 提出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等。同

样在物理教学中,可以通过类比和联想有效的引导

学生猜测。

提倡学生争辩 � 同学间要互相讨论,不要怕产

生矛盾,存在矛盾是深入思考的前提,深思则是学习

的关键,很多理论就是这么产生的, 而这里的深思,

就是对矛盾的深思, 对科学的深思。比如十九世纪

末期, 物理学理论在当时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阶

段,有牛顿力学规律、麦克斯韦方程、统计物理学等

等,但此时, 一些新的物理现象仍然得不到解释, 例

如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原子的光谱线系以及固体在

低温下的比热等,这些现象,突出了经典物理学与微

观世界规律性的矛盾, 也正是对这些矛盾的科学猜

想,为发现微观世界的规律打下基础,开辟了建立量

子力学的途径。同样在物理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当

场、定时、公开、竞争式的各类测试训练,提倡学生争

辩,是培养学生灵活思维、快速决策的可行措施, 也

是提高学生直觉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最后,通过习题训练提高学生直觉思维的能力。

同样的题目,有的学生很快就能找到准确的方法,看

出条件与结论间的内在联系,有的学生要几经周折

才能找到解题思路,可能还是一种复杂的思路, 还有

一部分学生,则找不到头绪, 拿到题目如老虎吃天,

无从下口。这说明, 他们的直觉思维能力是存在差

异的,设计一定量的物理问题和习题,有意识的让学

生运用直觉思维进行整体分析或求解, 能诱导学生

直觉思维能力的产生。

三、培养直觉思维需注意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直觉是突发的、无意识的,其实直觉

思维在某种意识上, 是具体问题与某个或某几个基

本模式的沟通,脑中若存有大量的模式,解题时就能

使问题情景与相应模式发生联系, 因而在教学过程

中,首先应着眼于最基本的概念、规律,精选例题、凝

练加工,构造出基本而又重要的模式。然后,有意识

引导训练学生在新的问题中正确、迅速的辨认出其

中的模式,从而迅速的解题。然而,我们所构建的模

式总是有限的,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最后要做

的是通过各种变式训练, 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使储

存的模式增值。简言之,我们可以以建立模式、辨认

模式、变通模式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

我们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 并不是要束缚学生

的思路,也不意味着削弱逻辑思维能力,它是建立在

对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规律熟练掌握,对物理现象

产生的条件、原理、过程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曲阜师范大学科研经费资助项目; 张德启、邓

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 � 273165; 崔志兰,江

苏南通中学 � 266001)

科苑快讯
开花植物对蚂蚁

类群分化的影响

根据对蚂蚁进化谱系树的

全面普查,今天分类学上蚂蚁类群出现的时间比原

来预想的要早,大约是在 1. 4亿年前。但是,它们分

化为现在 11800种的时间不可能太早 & & & 也许是在

开花植物使蚂蚁对其生活方式有了多样化选择的时

候。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的柯丽∃莫罗( Corrie

Moreau)领导的研究者们, 在大范围内对比了蚂蚁

物种相应的 DNA 序列。通过分析这些 DNA 序列

的差别,他们推断出不同蚂蚁类群出现的时间, 然后

再寻找化石记录加以验证。

(高凌云译自 Natur e, 2006年 4月 13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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