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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 3+ 综合�考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物

理学科不再是� 3+ 2�模式下的 1/ 5。相对于数、语、

外来说,将由高考中并重的地位沦为�副科�, 这是否
意味着中学物理教学的意义将被削弱? 在新的考试

制度下,如何搞好物理教学? 这将取决于� 3+ 综合�

考试对物理学科的要求和中学物理教学的意义。

一、� 3+ 综合�考试

� 3+ 综合�考试是� 3+ X�模式的一种形式, 仅

从教学的角度讲,它的意义也是重大的。

首先在于它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特征。由于人

的认识研究能力和精力的限制, 同时也为了学习的

方便,科学被人为地分解成各个学科,形成了越来越

多的门类,使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深刻、

全面了。然而客观事物本来就是综合的, 科学也是

内在统一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对知识的应用,

自觉不自觉地又出现了各学科的综合与渗透,形成

了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许多重大研究成果都不再是

某一位科技大师的杰作, 而是由几个学科的科学家

共同携手创造的, 而且其中每个人都有较宽的知识

面和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其次,它有利于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培养具有较

强能力的创新型人才。高考指挥棒从它诞生之日

Ek = ( mp l + mpd ) v
2
/ 2,

mp l是保护板的质量, mpd是推进盘的质量, v 为保护

板的发射速度。电容器储存的电能转换为保护板动

能的效率为 �

Ek= �Ee ,

保护板的发射速度为

v = U
C�

mp l+ mpd
。

主动电磁装甲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它相对以

前的反应式爆炸装甲操作安全,在电流未接通时, 对

人体无害。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验室都在研究

电磁装甲。但是,要把这些极为复杂的相关技术转

换成实用的产品, 现在的条件尚不成熟。电磁装甲

的发展很迅速。最近,已有关于方向可控的 2维主

动电磁装甲的研究报道。

方向可控的 2维主动电磁装甲装置是由组合脉

冲电源馈电的两个正交放置的组合线圈构成, 通过

控制两个触发脉冲的时间差来实现方向控制, 图 2

给出了方向可控电磁发射装置的基本线路图。

当保护板需要沿方向 1发射时, 仅有线圈 B 被

触发。相应地,当沿方向 5发射时,仅有线圈A被触

图 2  ( a) 线圈组合  ( b) 组合脉冲电源馈电的

2维电磁发射系统

发。所有其他中间发射方向 , 可以通过控制每个

电源模块的触发时间进行控制。线圈 A 的触发时

间为 t 1,线圈 B的触发时间为 t2, 如果 t 1< t 2,则沿

方向 4发射。若 t 1> t 2,则沿方向 2发射。若 t 1=

t 2, 则沿方向 3发射。

相对固定方向的主动电磁装甲,方向可控发射

系统保护覆盖面积增大, 可使得战斗车辆所需的主

动电磁装甲的数量大为减少,从而减轻了装甲车的

总重量。这种可控方向的主动电磁装甲有着极大的

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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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指挥着高中教学,使整个高中教学长期处于畸

形的被动的局面,一切服从高考,一切为了高考。教

学内容上, 考什么、教什么; 教学方法上, 重知识传

授, 轻技能培养, 重机械的解题训练, 轻思维开发。

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是有人喊, 没人干。即使学

科间的渗透或综合、介绍科技新知识、介绍课本知识

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也是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兴

趣、拓宽知识面, 从自己的爱好与特长出发, 零零碎

碎地进行,具有很大的自由度。

� 3+ 综合�考试, 以能力测试为主导,以素质考

查为特点, 2001年全国∀考试说明#理科综合的考试
目标为:

( 1) �对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理解能力�。具体
而言, 就是要求�理解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

规律�,这主要体现在考查本学科内的基础知识; �定
量描述自然科学的现象和规律�,这既可体现在本学

科内部的综合, 又可体现在跨学科的综合; �了解自

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和成果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

响。�这是要考查学生对科学、社会的关注程度。

(2) � 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它具体化为
�能解释实验观察结果, 能分析和推理得出实验结

论;根据要求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案。�这主要是针对
各学科∀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实验,但有时解释或设

计化学实验时, 仍需物理知识,因此,也可体现出综

合。

( 3) �能读懂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这是考查
学生从图表中获取并简单应用信息的能力, 即学习

能力。

( 4) �对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应用能力�。这是

能力考查的最高要求, 强调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

际、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可具体化为用所学知识

解释和说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了

解所学知识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能用

所学知识对有关见解、实验方案、过程和结果进行评

价。可以是一个学科内部知识、能力,也可以涉及几

个学科。

二、物理教学的意义

物理知识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

地位和作用。人类历史上 3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对社

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 它们无

一不是以物理学的发展为基础的: 18世纪 60年代,

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是热力学和近代力学的技术

化; 19世纪 70 年代, 电力革命是电磁学的应用, 20

世纪40年代,以核能、空间技术、计算机为代表的信

息技术革命, 也是以物理学的飞速发展为前提。面

对 21世纪,生物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使其产业化

的势头非常强劲, 因此, 有人说 21世纪是生物学的

世纪。然而生物学的发展和技术化仍离不开物理学

知识和技术的支持。物理知识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 从家用电器到衣

食住行、从日常工作到休闲娱乐,可以说无处不有物

理知识。所以,在当今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中物理知

识的含量与日俱增, 物理知识是现代人素质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物理教学的意义非同寻常。物理学是使人聪明

的科学、是头脑体操。这是因为,从复杂多样的物理

现象中,分析、总结归纳出共同的规律, 再用普遍性

规律分析解决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其中既有逻辑

思维又有发散思维,既有抽象思维又有形象思维,既

有理想化的处理方法又有等效的思想∃∃对人的思

维能力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探索物质世界

奥秘的过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世界观。

也许正是基于此, 广东省高考中, 除综合科目

外,必须加考物理的考生占招生总人数的比例, 1999

年为 37�9%, 2000年为 54% (第一批录取)。而报考

清华大学的任一专业都必须考物理, 一些大学除相

关专业要加考物理外, 连金融、贸易等看似无关的专

业也要加考物理。

三、� 3+ 综合�与物理教学
� 3+ 综合�考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无疑会使轻

概念规律的来龙去脉, 重各种题型的强化训练, 为应

付考试处处设防的教学方法失去其有效性,从客观

上强迫物理教学走出误区,回归到狠抓本学科三基

(知识、技能、方法) , 积极挖掘知识结合、渗透点, 培

养学生对新情景、新问题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 提高

学生的科学素养, 加强各种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上来。

使学生学到生动活泼的物理知识, 而不是概念和公

式的堆积。只要教学中注意拓宽教学内容的广度,

加强物理知识的应用性和现代气息, 注意启发学生

去发现、思考物理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点的结合,这

一目标将不难实现。

然而, 我们必须意识到� 3+ 综合�考试模式, 可

能会导致物理教学质量的滑坡。因为在综合试卷中

各科试题的数量和难度都会下降, 这势必会影响物

理知识教学的深度。为了避免走美国物理教育的老

路 % % % �宽一英里而深仅一英寸。[ Art Hobson,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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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物理实验及教学
杨  树  礼

(昆明理工大学基础部  云南  650093)

  一、物理学本质上是实验的科学
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纵观物理学的

发展史,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进而现代物理,每前

进一步都是以物理实验为基础的。物理工作者90%

工作在实验领域,全世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

70%都是在物理实验方面做出贡献而受此殊荣的。

经典物理方面,力学中核心的牛顿三定律就是

牛顿在伽利略、开普勒、胡克等人的实验基础上总结

得出的;电磁学的一系列定律:库仑定律、欧姆定律、

安培定律、毕奥- 沙伐尔定律以及法拉第电磁感应

定律都是对实验的总结; 眼下我们时时接触的电磁

波正是赫兹通过实验使得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得以

证实的; 1802年托马斯!扬的双缝干涉实验为光的

波动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近代物理两大理论支柱的建立, 实验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动摇了 19 世纪占

统治地位的以太假说, 为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

铺平了道路。在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 卢瑟福的 �

粒子散射实验首次实现了人工核反应, 使核物理时

代从此开始; 在 20 世纪, 人们通过宇宙观测实验,

1947年发现了奇异粒子, 50年代通过加速器实验发

现了一批协同产生非协同衰变的粒子, 60年代初通

过大量实验又发现了许多不稳定的共振态粒子, 极

大地促进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

实验对现代物理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当今社

会令人注目的低温超导现象是 1911年昂内斯在研

究低温下汞的电阻变化实验中发现的, 尔后迈斯纳

又通过实验认识了超导体的完全抗磁性,乃至 1987

年兴起了全球性的超导热; 无线电技术、半导体物

理、激光物理等现代物理学的每一分支都离不了物

理实验。

物理学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实验。伟大的物理

学家麦克斯韦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物理实验导
论�,澳大利亚大学物理课的课时分配中理论课和实

验课学时基本相等, 联邦德国的许多大学都把相当

于我国的�大学物理�课程称为�实验物理�,这些都
足以说明实验在物理学中的重要性。

二、物理实验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说过: 自然科学是实验的

科学,而实验科学又是科学技术中最活跃的部分。

物理实验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经渗入、

融合于许多重大的科学领域中。航空航天术的卫星

发射、火箭、核武器研制、光纤通讯、液晶显示、集成

电路、计算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无一例外离不开物

理实验的测试和研究方法。

天文学的建立中, 最早开普勒依据第谷!布拉赫
数十年观测的实验数据把哥白尼的地球运行圆轨道

修正为椭圆轨道得出开普勒三定律, 现代两位美国

天体物理学家 % % % 盖拉和休勒通过大量物理实验提

出:宇宙中存在着巨大的天体结构,该结构是由数不

清的星星排列而成,这个宇宙长城宽度至少有5亿光

年,其延伸极限超出了最大胆的想象。这一由物理实

验得出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宇宙学向纵深发展。

对地球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行星研究需要进行

大量的物理实验测量, 地震的成因, 地壳的结构, 矿

藏的分布,以及近年来地质学中采用的激光测高,雷

的物理教育, ∀物理教师#, 2000, ( 4) , p. 30] �应当加

强课外活动。在新的高考制度下,高一学生对高考

文理的选择尚不明了, 高二只有意向, 高三才能定

向。因此,从高一起, 在课内学习必修内容, 课外对

学有余力的同学, 以课内知识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

核心,从知识的应用、实验技能等方面同步提高, 既

为高三选考理科综合(或理科综合+ 物理)的学生打

下良好的基础,又可培养物理学科的尖子。

达探测,地球卫星探测都和物理实验的测试数据与 结果密切相关。

!38! 现代物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