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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要求物理教学要注重能力的培养
。

所

谓能力
,

它包括知识和方法两方面的内容
。

然而
,

长

期以来
,

在教学 中都只重视知识
,

而忽视了方法
。

纵

观物理学发展的整个过程
,

可 以看到
,

物理学的发展

不仅是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
,

也是方法不断更新的

过程
,

所以物理学既是一门结构严谨的自然科学
,

又

是一门带有方法论性质的理论科学
。

达尔文说过
#

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关于方法论的知识
。

如果我们在

教学中
,

一方面使学生学到丰富的物理知识
,

另一方

面又把物理学家们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也传授给学

生
,

这无论是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
,

还

是对他们以后的学习
、

研究或从事其他工作
,

都将是

受益无穷的
。

物理学 中常见的方法有
#

观察的方法
#

观察是学习物理学的起点
,

没有这

一步谈不上学习物理
。

这里主要是指对 自然事物的

观察
,

即在不对客观事物施加任何影响的情况下
,

对

事物的现象进行分析
、

研究
,

以找出它们的联系和规

律来
。

要学习观察 的方法
,

首先要指导学生做观察

的有心人
,

要时时处处对周 围的事物留心
。

大 自然

以及我们的 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 中有着丰富的物理

现象
,

只有处处留心
,

才能有所发现
。

每次去教堂做

礼拜的人千千万万
,

唯独伽利略注意到了教堂顶上

油灯的晃动
,

并由此发现 了摆的等时性
,

这就是 一 个

很好的说明
。

要指导学生进行有 目的地观察
,

并且要有耐心

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

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例

如
,

∃% 世纪丹麦的天文学家第谷
,

为 了观测天文现

象
,

进行 了长达 �! 多年 的观察
,

记录了大量的数据
,

其精确度比他 以前的那些天文观测高出几十倍乃至

上百倍
。

此外
,

对 自然现象的观察要设法抓住每一

个有利时机
,

因为 自然现象不可能随意重复
,

在不能

人为创造的情况下
,

若要等待现象的自然再现
,

往往

会失去机会
。

实验的方法
#

众所周知
,

物理学是一 门实验科

学
。

实验是人们探索物理规律
、

认识物理世界的基

本手段
,

也是检验物 理理论正确与否 的惟 一标 准
。

在 自然现象不能满足人们要求 的时候
,

人们就可 以

求助于实验
。

根据 自己 的研究 目的
,

利用仪器设备
,

创造条件
,

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
,

突出主要因素
,

在

续教育
,

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级各类计算机培训
,

以拓

宽视野
、

更新知识
,

迅速提高操作技能
。

五
、

鼓励教师自学

计算机 是 目前发展最快 的行业
,

有人这样说
#

“

计算机教师是教育行业 中最辛苦的 &
”

事实就是这

样
。

文化基础课教师
,

尤其是个别老教师
,

吃老本也

许就可以搞好教学 ∋而计算机教师则不行
,

必须不断

地获取新知识 ∋ 否则
,

教给学生 的只是这 门学科 的
“

历史
” ,

学生毕业后也就难 以就业
。

把计算机教师 自身操作技能的提高
,

寄托在上

级部 门组织 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上是远远不够的
,

必

须牺牲 自己 的大量业余时间 自学
。

因为在课 堂上
,

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讲完的问题
,

有时需要花上几天
,

甚至几周的业余时间才能搞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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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相互交流

自学太费时间了
,

如果搞计算机 的人员有机会

凑到一起交流
,

探讨各 自遇到的问题
,

取长补短
,

也

是一种非常好的学 习方式
。

有条件 的学校
,

还可以

通过因特网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计算机人员相互交

流
,

不管他 �她 )年龄大小
,

只要他 �她 )在某一方面精

通
。

正如孔子所说 的
# “三人行

,

必有我师焉 &
” 。

七
、

组织学生竞赛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

积极

地组织不同层次
、

不同形式的计算机技能竞赛 ∋学校

内部也可以定期
、

不定期地组织开展不 同层面的计

算机技能竞赛
。

在促使学生提高技能的同时
,

也促

使计算机教师不断地提高 自己的水平
。

记得有位教

师是这样说的
# “

学生竞赛
,

事实上是教师竞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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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下
,

寻求所需要 的现象和数据
,

去

研究物理规律
。

近代物理的奠基人伽利略
,

是用实

验方法进行物理学研究 的先行者
,

为了论证 自由落

体定律
,

在
“

冲淡重力
”

的思想指导下
,

做了著名的斜

面实验
∋ 为验证

“

等末速原理
” ,

做 了单摆实验
∋并 由

这些实验推出了惯性定律和抛体运动规律
。

当然
,

物理学家们的科学实验与我们教学中的

物理实验有许多不同之处
,

所以
,

在教学中一方面要

介绍历史上著名的物理实验
,

教给学生思想方法 ∋另

一方面要让学生 自己动手做实验
,

根据实验 目的去

自己设计
,

自己操作
。

这样可 以培养学生 的观察思

维能力
,

加强对实验操作技能的训练
,

还可以让学生

通过 自己的感知和思索
,

加深对物理概念 和规律 的

理解
。

数学的方法 # 物理学的发展离不开数学
,

正是 由

于运用数学这个工具
,

才使得物理学 从对 自然现象

和 自然规律的定性讨论走 向对物理概念
、

物理规律

的定量描述
,

并寻找 出各 概念
、

规律之 间的定量关

系
,

从而成为一门定量的
、

结构严谨的理论科学
。

开

普勒是最早运用数学公式表达物理定律的成功者之

一
,

他的行星运动周期定律用一个最 简单 的数学形

式表示为 尹 二 , ·

矿
,

既简单明了
,

又给出行星运动

的普遍规律
。

而他的导师第谷 由于不善于运用数学

方法建立理论
,

虽终身从事观测
,

也只是得到一堆观

测数据而已
。

牛顿运动定律用一个 − .

/0 公式给

出了受力物体运动状态变化的规律
。

麦克斯韦方程

组用四个方程式把看不见
、

摸不着的 电磁场的规律

表述得十分完美
。

所有这些
,

都说明 了物理学 的观

察
、

实验
、

分析等方法 只有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
,

才

能建立起简单
、

清晰
、

完美的理论或理论体系
。

理想化的方法
#

理想化方法是科学抽象的一种
,

物理学 中常用的理想化方法有两类
#

一类是把物体本身或物体所处 的条件理想化
,

如质点
、

刚体
、

理想气体等属于前者
,

光滑的平面
、

匀

速直线运动
、

等温过程等属于后者
。

这类理想化方

法的好处是使问题简化
,

便于研究
,

且在适用范围内

不会产生多大的误差
。

因为物理学研究的是千姿百

态
、

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
,

而每一个具体事物本身是

千变万化
、

非常复杂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就可以将具

体问题抽象化
,

舍去次要 的
、

非本质的因素
,

突出主

要的
、

本质的因素来进行研究
、

探讨
。

例如
,

牛顿在

用积分办法证 明两个球形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时
,

就把它们简化为两个质点
,

而他的引力定律不论是

∀ !

对于天体还是地球上 的物体之间
,

在不考虑物体本

身尺寸大小的情况下都是适用的 ∋再者
,

把理想化方

法研究 的结果稍 加修正即可适用于实 际的具体问

题
,

如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对温度不太高
,

压力不太

大的稀薄气体也是适用的
,

如果在考虑分子本身体

积和分子间相互作用力的基础上再稍加修正
,

就是

实际气体的范德瓦尔斯方程
。

另一类是理想实验
,

即假想实验
。

这实际上是

一种逻辑推理的思维过程
。

如伽利略在推导惯性定

律时
,

所设计的著名的对接斜面实验就是一个理想

实验 ∋牛顿所设想的炮弹实验也是一个理想实验
,

他

推想出随着炮弹速度的增大
,

其射程越来越远
,

以致

于初速大到一定的程度
,

炮弹将不会落到地面
,

而绕

地球旋转
。

这是在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 � 1! 年以 前

就提出的
,

说明了牛顿科学 预见 的卓越思想
。

值得

指 出的是
,

理想实验是在一定实验基础上的推理
,

而

不是随意猜测的
。

在教学中逐步引导学生去认识和体会理想化的

方法
,

可以帮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 时抓住事物的

本质特征
,

避免次要因素的干扰
,

同时也能进一步培

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

此外
,

我们在物理教学中已经 自觉或不 自觉地

运用 到的诸多方法
,

如等效法
,

分析
、

综合法
,

类 比
、

假说法
,

归纳
、

演绎法 等等
,

对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思

维
,

加深对 物理概念和规律 的理解
,

巩 固所学的知

识
,

启发创造性思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
。

再者
,

历史上物理学 家由于方法 的不 当而造成

的失误也是不少的
。

如著名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是由于法拉第实验方法的正确而得 到的 ∋ 而在此 以

前的十多年中
,

很多科学家都进行过关于电磁感应

的探索
,

但 由于实验和观察 的方法不当而未能观察

到感应电流
。

这样的事例在教学 中适当穿插
,

可以

使学生在学习
、

研究中引以为鉴
,

也不乏方法论思想

的意义
,

我们常说
“

失败是成功之母
” ,

想来道理也是

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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