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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 歌手唱得投入时,

往往双目紧闭, 做无限投入状; 目的是带领听众用

心去聆听、去感受, 给人的错觉是音乐只和听觉器

官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眼睛这个视觉器官在头脑

中积累的视觉图景, 有很多音乐我们也就不会有身

临其境的感觉, 也就没有那种真真切切地投入, 正

如双目失明的人永远不会真正地欣赏 �我爱你塞北

的雪 �天蓝蓝,海蓝蓝 等歌曲一样。很多歌曲在追
求旋律优美的同时, 还善于以我们常见的自然景象

为题材,比如日、月、星辰、风、云、雨、雪、雾等。在优

美的歌声中, 你的眼前会浮现出一幅幅美丽的图

画。也许我们听得太投入, 也许是我们认为物理和

音乐永远也不会扯到一块, 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很少

能联想到我们学过一些物理概念、现象或规律。

物理学是一门抽象的科学, 也是一门形象的科

学。十几岁中学生正值如诗如歌的年龄, 他们爱听

歌、更爱唱歌。有很多学生非常熟悉的歌曲,其歌词

不仅脍炙人口, 而且其中一些歌词蕴含着丰富的自

然科学知识。在物理教学中, 若能紧密结合教学内

容将一些流行歌曲的有关歌词适时地引入课堂, 不

仅设置悬念、创设物理情景, 在欣赏音乐中激起学

生求知的欲望, 并进而使学生去掉学习物理的畏难

情绪。如果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能感悟出其中的

一些物理知识, 他们会重新感受物理这门学科: 深

感物理就在他们的生活中, 物理之美无处不在, 而

且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

歌词中的光学现象

在歌词中, 有许多与光学现象相对应的句子。如

�天蓝蓝, 海蓝蓝 中 !天蓝蓝, 海蓝蓝∀∀#�打靶归
来 中!日落西山红霞飞∀∀#�红旗飘飘 中!腾空的

志愿像白云越飞越高∀∀#�阳光总在风雨后 中!阳

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风∀∀# �鲁冰花 中

!天上的星星眨呀眨∀∀# (我上网查了一下, 仅在百

度查得含有 !蓝蓝的天空# 的歌曲就有十几首, 含有

白云的就有 7首之多。) 为什么白天天空呈蓝色, 太

阳落山又呈红色? 云为什么呈白色?彩虹为什么出现

在风雨之后?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白天天空之所以是亮的, 完全是大气散射的结

果。若没有大气,看到的是悬挂在漆黑背景中的太阳

和几颗星星, 这正是宇航员看到的情景。!白天天空

呈蓝色, 太阳落山又显得是红色#, 这都要从大气的

成分及其对白光中不同波长光的不同散射来解释:

大气中主要是氮气和氧气, 还有少量水蒸气和二氧

化碳等气体,它们中含有氮、氧、氢、碳等原子。这些

原子会在太阳光束电场的策动下振动起来, 相当于

一个振子。这些振子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 !电子振
子#, 固有频率高于可见光频率, 又称紫外振子; 另一

类是 !重振子#, 固有频率低于可见光, 又称红外振

子。显然, 这些分子在可见光区没有共振, 因此空气

和水对于可见光几乎是透明的。但是,微弱的散射还

是存在的。由于红外振子与原子运动相联系,其质量

M远大于和紫外振子相联系的电子质量 m, 故在太

阳光的照射下, 红外振子的振幅远小于紫外振子的

振幅, 所以只考虑紫外振子就可以了。在可见光中,

除了蓝光和紫光的频率接近这个固有频率外, 其他

单色光的频率都相对小得多。所以,通过大气的阳光

只有蓝光和紫光引起大气分子电荷做受迫振动的振

幅最大。换句话说,蓝光和紫光比其他可见光散射得

强烈。太阳光中紫光相对强度小,这就是晴空之所以

呈蔚蓝色的原因。

而在清晨日出不久或傍晚夕阳西下时, 阳光通

过厚厚的大气层, 一路上蓝光、紫光都被散射掉

了。剩下透过来的主要是红光, 所以我们才看到绚

丽似火的朝霞或晚霞。大面积海水的蓝色乃是天空

的反射色。

空气中的尘埃随雨落下, 更多的阳光到达地

面, 这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 ∃ ∃ ∃ 雨后的阳光更
加灿烂。雨后,天空比较潮湿, 具有许多小水滴, 这

些小水滴相当于光学中的三棱镜。当太阳光穿过这

些小小的水滴时, 发生了光的色散现象, 这就是我

们看到的彩虹。尤其是空气中小水滴很多又不太大

时,彩虹的颜色特别鲜艳。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星星本身并不

发光,星星的光实际来自对太阳光的反射。星星!发
出# 的光经过大气折射后才能进入我们的眼睛, 因

此我们实际看到的是星星的像。由于大气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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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气密度的不均匀, 某个星星发出的光一会儿进

入我们眼中, 一会儿消失。也就是我们说的忽隐忽

现, !眨眼睛#是用了拟人化的手法, 和歌词下句!地
上的娃娃想妈妈# 十分吻合 (我们眼前似乎浮现出

一个可爱的娃娃想妈妈时,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眨呀

眨的情景,也让我们的思绪回到幸福的儿时)。

云 (雾)是由在几微

米以上的小水滴组成。

一个水滴包含大量分

子, 而它们多少是有规

则排列的 (当然不如晶

体整齐)。由经典电动力学知道, 当入射光射到规则

排列的分子上, 光都以同样强度被水滴反射, 因此

水滴组成的云呈白色。同样可以解释日常看见的水

蒸气,以及洁白的雪花。

歌词中的运动学知识

�打靶归来 中 !日落西山红霞飞∀∀# 蕴涵了
运动相对性的知识。我们知道, 地球在绕太阳公转

的同时本身在绕地轴自转。由于人以自身相对静止

的地球为参照物。因而感觉太阳在东出西落。

!我爱你塞北的雪, 飘飘洒洒漫天飞舞#, 漫天飞
舞的雪花实际上参与了!飘#和!落#两个运动,此处蕴

含了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知识。如果学生亲身体验

过漫天飞舞的雪景,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能感悟其中的

运动学知识, 他们对分运动和合运动的领悟、对运动

的独立性和等时性的掌握,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课堂上

地死记硬背,而会使抽象的物理知识形象化。

歌词中的热学知识(物态变化)

!你说我像云#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你说我像

雾像雨又像风# !三月里的小雨# !我爱你塞北的雪#

等歌词, 其中的风、云、雨、雪、雾, 都是水在不同条

件下所发生的物态变化。为什么冬季到台北来看

雨? 为什么塞北的雪更迷人? 为什么三月里下的是

蒙蒙细雨夏天往往下起倾盆大雨? 看来风、云、雨、

雪、雾的形成需一定的条件。

水蒸气凝成细小水滴, 形成于地面的称为雾,

形成于空中的即为云。或者说, 云是水蒸气凝结而

成的, 是大气中的水汽凝结生成小水滴或小冰晶,

或者二者混合而悬浮在空中。空气中的水凝结成

云, 首先要使空气中水汽达到饱和或过饱和, 同时

还要有凝结核或凝华核存在。其中必需依靠降低大

气的温度来减小饱和汽压, 使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

和状态 (人工降雨即是利用该原理)。当温度下降,

而又有凝聚核的时候, 就会凝结成大水滴下降而为

雨。一滴雨点要比云中的小水滴大上几千倍, 小水

滴一定要在它的体积增加到很大时才会变成雨落下

来。如果温度低于 0%C, 水汽在空中就可能形成雪,

雪是结晶的水。水汽凝华而成的微小晶体叫水晶。

当水晶在大气中随着气流上下翻腾, 聚集起来变得

足够大时, 就成为雪花向地面飘落。雪花的形状多

为六角形,也有针状、柱状或不规则形状的。某些雪

花的直径可大于 2. 5厘米。雪花的大小取决于温度,

温度越低,形成的雪花越小。

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让我们物理

教师在物理教学中,向学生呈现物理学严谨、论证难

懂的一面时, 也应展现物理学形象、生动、有趣的一

面。同时培养学生从日常生活中感悟物理的习惯。

(惠永,河南郑州市第一中学 471000;张战杰,

河南洛阳幼儿师范学校 471002)

科苑快讯
物理学家学会制造

大尺寸优质金刚石

卡尔内吉协会 ( Carnegie Institu�
tion) 拉塞尔 �希姆利博士及其同事研制成一种培

植大尺寸 (重 10克拉左右和直径约 12毫米) 人造

金刚石新方法, 其培植速度非常快 ∃∃ ∃ 从 0. 1~ 0. 3

毫米/小时。

较大人造金刚石 (超过 3克拉)很难做到优质,

因为制作是利用传统工艺 ∃ ∃ ∃ 高压与高温的组
合。但是希姆利博士实验室开始研制比商业上流通

的人造金刚石大 5倍的优质金刚石, 新方法被称之

为 ! 蒸汽化学沉淀作用# ( chemical vapor deposi�
tion ∃ ∃ ∃ CVD)。目前有几个研究小组在从事该方法

培植金刚石的工作, 但是卡尔内吉研究小组遥遥领

先, 他们能制造世界上最大的优质人造金刚石。甚

至开始制作无色的人造金刚石, 但是无论是旧方法

还是新方法, 大多数培植的金刚石呈现黄色和褐

色,而有色金刚石的应用范围常被限制。

希姆利博士培植的金刚石对于从紫外线到红

外线波段的光都是透明的, 研制人员指出, 新方法

进一步完善后可使培植速度超过 1毫米/ 小时, 使

优质金刚石晶体质量达到 300克拉左右, 并保持较

低的制作成本。

(周道其译自俄�世界新闻 2005/ 5/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