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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题作为大学物理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越

来越多地渗入到任何一本大学物理教科书中,和课堂

教学、教材建设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做习题

是学生学好大学物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帮助学生

巩固、加强和扩展课堂教学内容,发展学生逻辑思维

和综合思考的能力,理论结合实践, 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

素质。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现行的大学物理教材在每

一章后面都配置了专门的习题。同时,习题也是教育

科学和教材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它自己的

独立性、科学性、系统性和美学观;它既依赖于教材,

有巩固课堂教学内容的一面,但它也可以独立于教材

之外,具有更大的兼容性和灵活性。一道习题,既可

以是教科书中一个或几个知识点的反映,也可以是一

个实际的科研课题,或观察与操作,在物理教学、知识

运用、科学发现和人才素质培养方面有着它自己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高等工业学校普通物理教学大纲 明确指出:

!为了训练学生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深入巩

固地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必须做一定数量的习题。∀教
育学的理论也提出: !做习题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脑

力劳动,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都从原则和
理论上指明了大学物理习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

是,与一个整个的大学物理教学周期( 1年)和时数

( 120~ 130学时)相适应的习题题量以多少为宜, 怎

样的结构分布才能达到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的最佳

效果,这还是一个值得商讨与研究的问题。

我国的大学物理教学,传统是以经典为主,习题

也是经典问题占绝对主导地位,基本上是力学、电磁

学的一统天下, 随着教材和习题的现代化,这种格局

显然是必须打破的。但是, 究竟经典物理和近代物

理按怎样的比例合适, 怎样的结构才能突出工科大

学物理习题的属性及现代化两个特色, 才能有效地

促进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助于学生物理思维的发展、

运用能力的提高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都还没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遵循教学目标和现代化两个原则, 笔

者以东南大学等七所院校编、马文蔚改编�物理学 

1993年第三版,程守洙、江之永编�普通物理学 1998
年第五版,清华大学张三慧主编�大学物理学 1999

年第二版、华中理工大学物理系编�大学物理学 
1990年版(以下分别简称南工本、程江本、张本、华

工本)四套教材中的习题为基本依据,就习题总量及

态势分布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习题的总量

大学物理习题,内容各异,形式多样, 风格迥异,

且难易程度差别太大。我们讨论习题总量,离不开

习题的难度,而难度又会与教师的理解,学生的智力

程度、理解能力、接受情况而产生较大的差别,为了

作定量分析,我们先撇开一切非智力因素,用一个数

学指标来区分。不可否认,习题的难度跟习题的复

杂程度有关, 可以用综合指数来衡量题目的复杂程

度。求解一个习题需要涉及的概念数越多,其综合

指数就越大。设 A、B、C、D、E 表示已知物理量, F

表示需要用到的定律或公式, M 为中间物理量, L

为隐含物理量, X 为需求的物理量,那么习题的难度

(综合指数)可以用图 1表示。

图 � 1

难度大的习题在于解题所需的中间物理量更多,

有的甚至是隐含的。可见题目的难度与中间物理量

的多少和错综程度有关,一套好的习题, 应该有难有

易,合理分布,在总体来说,应该以中等难度为主。在

我们分析习题总量的时候,对所有习题作加权平均,

都当作中等难度对待(对南工版的习题调查分类,偏

易的占 26% ,适中的占 57%,偏难的占17%)。对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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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的定义,我们取清华大学主编的大学物理试题库

中的难度系数2. 6~ 3. 0为参考依据。

与我国现行大学物理教材配套的习题(不含思

考题)总量在 500~ 770道之间,其中华工版的达到

759道,如果去掉标明的提高题和附加题共 167道,

还剩592道。张本共768道题, 就是除去160道* 号

题,仍然剩 608 道, 上述四套教材习题的平均数为

662道(见表 1)。

表 � 1

书名 力学 热学 电磁学 光学 近代物理 总计

程、江 193 57 234 63 73 620

南工 196 52 169 29 53 499

张本 228 91 237 74 138 768

华工 267 80 221 103 88 759

小计 884 280 861 269 352 2646

� � 如果去掉 167道附加题与提高题, 四套教材平

均题数为 619. 5道,笔者认为, 这种习题总量过多,

笔者在 1998年春季就习题题量多少的问题作了一

次统计调查,以南工版的教材习题为蓝本,征求学生

意见,在从三个系(专业)回收的327份统计表中, 有

71%的学生指出习题过多,不必要有如此多的习题。

按照现行的工科物理教学大纲规定,大学物理的总

课时为 130学时左右, 大部分院校实际只开到 120

学时左右,甚至更少。如果将 600道题全部布置下

去,即使以 130学时为标准,按每周四学时计算则需

每周布置 18. 5~ 20道题, 这无论是从学生的承受能

力,还是实际的教学过程, 都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也有悖于少而精的原则。而且也并非习题做得越

多,效果就越好,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作为习题量化

的多少,笔者在九七级同一专业(电气工程) 03972、

03973两个班作对照, 2班每周 6~ 7道题, 3班每周

10道题,经过一个学期的对照, 3班的考试成绩平均

比2班低了 4. 8分,而在上一个学期 3班还比 2 班

高出 2. 1分,实际下降 6. 9 分。4个 90分以上的高

分全部都在 2 班。而且从平时作业的质量来看, 2

班的也高得多, 3班学生反映, 题多了,没法认真做,

有些甚至只能抄后面的答案敷衍了事。由此看来,

单纯靠增大题量并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水

平。教育理论研究也表明:在题量较少时,增加题量

对减少误差、提高效能效果显著; 在题量较多时, 增

加题量的效果就不大了, 如果再增加, 就会得不偿

失, 如果非要增大题量, 则需将题分段, 增加次数。

而后一种情况, 对于 130学时左右的大学物理课程,

显然是行不通的。600道题太多了, 那么就有一种

观点:可以给教师更多的挑选余地。这固然是事实,

但是应该说,习题在编写和辑录之时,已经是经过认

真推敲和挑选的, 应该都有其代表性,从现有习题看

来,同一问题的同类型题过多,并不是每道题都具有

代表性。以振动、波动为例,同一类完全相同的题就

有 7~ 11道, 尽管是知识点的反映, 需要重点掌握,

但同类型的题学生能独立做出 2~ 3个,也就应该说

是理解和掌握了。

习题过多的另一个负面因素是对学生学习大学

物理积极性的挫伤。既然教科书上所编辑的习题不

要求做完,说明这些题可做可不做, 做了也没用, 客

观上助长了学生的惰性, 也减少了教材和习题本身

的权威性。那么习题以多少为宜呢? 目前尚无一个

权威的数字,中、外教材、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较大,

各个教师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教学对象、专业特点

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和侧重, 不可一概而论。但总的

来说,习题的量化应该遵从统计规律和教学原则。

笔者根据近十多年来对不同专业的大学物理教学中

习题布置情况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国内外教材习题

和试题量化情况, 个人认为:工科大学物理习题以每

次课( 2 学时) 3~ 4 题, 每周 7~ 8题为宜。多了过

滥,少了又达不到教学目的和要求。笔者就这一观

点向数十位专家和同行作了请教和调查, 得到了比

较多的同意和支持。如果按照这种题量, 考虑到应

有适当可挑选的余地及部分学有余力的同学的进一

步提高, 以 280~ 290 道为宜, 实际上这是按照现行

的大学物理习题的难度分析的, 考虑到教材和习题

的现代化,扩充近代物理习题, 添加交叉性学科、设

计性、观察性和实验性等方面的习题,删除与高中重

复部分,提高习题起点等因素,使习题的难度和耗时

量相对增加,实际上还可以略少于这个数字,下面的

量化分析时,以 270道题为基准。

笔者始终认为:辑录在教材后面的习题,就应该

让学生全部做完,至少基本做完。教材后面所附的

习题,不同于习题集,因为既然是作为教材附设的习

题,就是属于教材应该完成的专业知识,属于学生应

该完成的内容。否则写了那么多,布置不下去, 学生

也无时间、精力去做, 那写上去干什么呢? 事倍功

半。如果按照大纲要求, 根据教学内容、培养目标、

现代化原则,精心选编 270道左右有代表性的习题,

布置给学生 235~ 240道,而这 235~ 240道题是必须

认真完成的, 有些题还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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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道题 (约每周 1道)可作为选作题布置给学

有余力的学生。这样, 使学生认识到书中的习题就

是必须完成的, 树立起责任感。而又有 10% ~ 15%

左右的调剂范围。既保证了教学的基本要求, 适合

于大部分同学, 又可以从中发掘人才,为因材施教提

供更多的依据。

态势分布

大学物理习题要顺应科学发展的潮流, 以人才

素质培养为目标进行现代化建设, 但总体来说,内容

还是以经典的基础物理为主要框架。但是绝不能像

以前那样占统治地位,力学和电磁学作为基础内容,

可以考虑在三分之一左右, 余下的三分之二讲授光

学、统计理论和近代物理。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光学

在最近三十年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而我们的光学

教学内容和习题基本上还是 19世纪的波动光学, 20

世纪仅涉及光电效应、激光等小部分内容,其中激光

还是仅作介绍, 其他近代光学进展均不提及, 与现代

光学的发展相去甚远。按照习题现代化的要求, 在

习题的分布范围内,应大力消减和调整经典的力学

和电磁学习题, 删去代表性不强及重复、雷同的习

题,保留一部分代表性强的习题,挑选部分结合现代

化要求进行修改, 选编新的、与实践结合紧密的题,

同时注重增加习题种类。并尽可能做到新颖有趣。

以前述四套教材为例, 2646道习题中, 力学 884 道

题,占 33. 4% ,热学 280道题,占 10. 5%, 电磁学 861

道题,占32. 5% ,光学 269道题,占 10. 1%,其分布如

图 2所示。即使按原来的教学大纲, 力学和电磁学

约占总课时的 50%, 习题却也占到了65. 9%, 也超

过了它应当占有的比例。

由前述的分析与设想,根据教材现代化的要求,

力学和电磁学作了较大的改变, 课时分别占 16% ~

18% ,两项合计占 33% ~ 35%, 增加光学、统计物理

和现代物理课时, 分别占 20%、16% 和 25%, 其

他有关交叉学科5% 左右 , 按这种划分 , 270道题 ,

图 � 2

力、电各 55,波动与光 45, 热与统计 35, 相对论与量

子论 55, 其他有关交叉学科与专题 15(专题也可视

情况分布在各章节中) ,机动 10题。在这种划分下,

力学和电磁学也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习题占总量

的 41%, 这是保证经典教学体系和对日常物理理解

与认识所必须的。但在这里,近代物理及反映现代

科技水平的习题比重已大大加强,因为除了相对论、

量子论之外, 在波动与光和统计理论中也增添了不

少近代物理成分的习题。经过这样的调整,其态势

分布如图3所示,与图 2相比, 明显地突出了习题的

现代化特色, 而且分布更趋合理。笔者在近两年采

用这种比例进行教学, 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图 � 3

封面照片说明

太阳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在世界能源日渐短缺、环保问题日趋尖锐的今天, 作为最清洁能源

之一的太阳能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家的关注。照片所展示的是将来建在太空的卫星式太阳能

发电站。在太空建立太阳能发电站有着地球上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太空中没有大气层对太阳光的遮挡, 没有

四季之分, 效率高。卫星式太阳能发电站最初是由美国人彼德#格拉泽提出的, 它主要由收集太阳能的光电

板、微波发射器、微波控制装置和支架结构组成,同时在地面还要建有微波接收站。随着开发宇宙的进程加

快,卫星式太阳能发电站必将成为人类未来获取能源的主要方式之一。

(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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