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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础理论反映事物最本质的规律, 是比较稳定、

起长效作用的知识, 只有具有较深的基础理论功底,

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物理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掌握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对提高我们的科学素质有着

巨大的作用。

从物理学定律的近似性谈如何处理理想与实际

的差异

任一定律只有在由它的理想化所决定的正确性

范围之内才适用。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 我们面对

的是复杂的自然现象, 而理想模型为我们认识和解

决问题提供了切入点。但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刚体、

质点以及理想气体! 把客观实物科学抽象为理想模

型, 是有条件的, 相对的,视具体情况而定。这样做

要忽略一些次要因素,考虑主要方面,而这样得出的

结论与实际情况肯定有差异, 有时这种差异还比较

大。但如果不做这样处理的话, 连粗略的结果都不

会有,自然谈不上进一步研究了。实际上,在得出粗

略结果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正, 往往可得出比较满意

的结果。虽然随着物理的发展, 物理定律逐渐地精

确,但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定律。实际上,我们得出

定律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的, 而实验都不是绝对

精确的。由物理学定律的近似性,可使我们认识到

理想与实际的差异,使我们能够把科学抽象的研究

方法应用于生活和工作之中, 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

切入点,及时处理主要矛盾。

理解物理量和物理公式是理解自然和应用自然

规律的前提,应用自然规律并能促进社会生产力与

社会文明的进步,是我们高素质的体现

为了描述物质结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物理

学把客观世界抽象为许多物理量,把自然规律抽象

为联系物理量的物理公式。比如, 在热学中, 抽象出

�热 一词描述热现象; 抽象出�温度 一词来表示热

的程度,进一步研究有关热的物理规律,总结出定律

及一些公式。我们看到的是定律、符号和符号的组

合,但却可感受到它们背后隐藏的自然规律(掌握了

知识) ;人们动脑动手, 设计出空调来使局部区域温

度降低(具备了应用知识的能力) ;但我们看到, 在使

局部温度降低的同时,局部区域的�外界 却更加热

(我们在展示才能的同时影响了环境)。这种影响一

旦超过某一界限, 环境就可能被破坏(甚至是无法挽

回的破坏)。如果能在不破坏环境的基础上满足人

类需要的话,那就真正是非常理想的了。

从基本物理单位的定义谈世界是物质的、运动

的

从米和秒的定义可以看出, 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体现得不可分割, 物质存在与运动总是同时间、空间

和物质存在的具体形式相联系。对安培的定义牵涉

到了电子运动、空间和时间、测量的方式(像真空的

获得、距离的测量、力的大小如何测出等)。实际上,

这里的测量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以及处在时空中的实

物。从摩尔的定义可以看出,物质的量与质量有关

系;而且国际千克原器(物质的实物形式)所含有的

微粒数可以用摩尔数的多少来表示。对坎德拉的定

义又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以及处在时空中的实物。而

定义�开 并具体加以表示时同样离不开实物及处在
时空中的测量。所有的定义都离不开物质运动的具

体形式、具体形态及处在时空中的测量。时间、空间

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时空的存在只有在物质运

动的存在中体现出来。物质的概念是对所有具体事

物共同本质的反映, �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 它不依赖于我

们的感觉而存在, 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

映 。
大学物理与高等数学是相互渗透的学科,将高

等数学应用于大学物理解题之中是自然客观规律的

内在要求

初学者对于将矢量、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应用

于物理的解题之中感到不好接受。为什么非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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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艺术在多媒体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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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学不但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 是科学

和艺术的有机统一。教学艺术可以概括为: 教师运

用语言、动作、色彩、音响、图像等组织调控手段和综

合的教学技能技巧,按照美的规律而施行的一套独

具风格的创造性教学。关于教学艺术, 古今中外早

有论述。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经过教学实践和研究,

总结出很多符合学生学习心理和认知过程的教学方

法和艺术, 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而随着科学技术

的迅猛发展,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要

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传统的黑板式教学手段已远

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

信息产业的扩大,在高等教育中,多媒体教学已经是

一个势不可挡的改革趋势。我们在制作多媒体课

件,以及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教学中,如何使先进的

技术与教学艺术相结合, 让学生在一种最优化的环

境里进行学习,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多媒体教学

的教师思考的。

笔者就在大学物理的教学中, 制作和利用多媒

体课件的实践, 谈几点体会,供大家商讨。

关于教师课堂活动的设计

教学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

仅是传授知识, 同时还有师生思想感情的交融活动,

因此,任何先进的教学手段都不能取代教师的活动。

在大多数多媒体教室中, 计算机位于教室的一角, 如

果教师坐在计算机前, 面对计算机教学,学生只注意

看大屏幕,而看不见教师的活动,就使得教师与学生

的直接交流脱钩, 教师只相当于解说员,在教学中的

主导地位就无法发挥。传统黑板式教学中,教师站

在讲台中间,面对学生,在授课的同时把全班学生的

举止都纳入自己的注意范围,这样有助于掌握学生

听课的反映, 从而根据课堂反映及时调整自己的语

言、表情、手势等, 调动整个课堂气氛。同时,学生也

能从教师旺盛的精力、饱满的情绪、富有表现力的眼

神、手势中受到感染。所以,我们在教学中一直采用

教师站在屏幕旁边,面向学生的方式教学,使学生在

看大屏幕的同时也能看到教师的活动, 增进师生的

直接交流。为了便于操作,我们建议在建造多媒体

教室时,计算机与屏幕不要离得太远。

有人认为利用多媒体教学后, 会削弱教师的课

堂活动。其实,过去教师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是用于

板书, 被钉在黑板上。多媒体教学中, 教师不用板

书,可以将全部精力用于组织教学,所以更应注意教

学艺术的发挥和与学生的交流。由于课件内容在课

堂上不宜更改,这就给教师备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必须完全熟悉课件内容,并合理安排自己的课

堂活动,使自己的语言、动作、表情与课件的图、文、

声、像相结合,达到和谐统一。

关于多媒体课件制作

们呢? 因为物理学是解释自然规律的学科, 物理学

要从理论上研究各种物理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而数

量关系是借助于数学来表现的。为便于接受和理

解,物理学从研究常量开始;而大学物理要研究更多

的自然规律,要研究一般性的问题,要对有关变量的

问题加以解释。矢量分析和微积分就成了解决问题

的必要工具。比如微积分吧, 对它的应用是处理变

量问题的需要。我们来谈谈变力作功的问题: 在整

个过程中,力的大小和方向在不断变化,不能直接用

力乘以位移来计算, 但可以将整个过程�无限分割 

成无穷多个无穷小位移,在任意一个无穷小位移中,

力都近似为恒力, 可以用恒力作功公式求出该无穷

小位移中力所做的功(即元功) , 整个过程力所做的

功就是所有元功之和。由于无穷小位移是无限多

个,和的极限就用定积分的形式来表示。物理学和

数学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客观存在, 正是事物的内

在规律要求我们应用矢量和微积分这些数学工具。

数学和物理的结合可加深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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