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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在物理教学中有时常容易忽视一些最基本
的问题,即没有充分体现物理学的特点。在此略谈

一二。

一、物理教学应概念优先于计算

许多研究表明,传统的物理教学常是按教材给

出了什么问题、相应采用什么方法计算、后做题训

练。有时过分追求单纯的习题演算训练和偏重符号

演算的解题技巧的训练, 解题也是往往只讲推理不

讲道理(物理含义)。学员只学到了如何解某些标准

类型的题目,实际没有学到物理概念, 对物理世界的

图像没有一个清晰的基本认识。而概念才是物理课

程的关键,物理学的程序就是发现概念和定律,这些

概念和定律可帮助我们认识宇宙。概念是物理学的

基础,定律是概念间关系的陈述。教员们必须明白,

物理知识绝不只是数理性的, 完全量化的概念和规

律。它们负载着方法, 蕴涵着价值, 某一概念背后可

以潜藏着的是一种科学方法的诞生,某一规律背后可

以清晰地看见某一位物理学家一路走来的足迹。这

些都是概念和规律所蕴藏的深层次的东西。教员应

该尽量阐明这些概念和规律背后的意义。只有这样

学生们所掌握的知识才可能是生动的、鲜活的,

才能真正体现出物理知识的生命力。概念的教

学过程直接促进学员思维能力的培养,而对

概念理解得如何又从根本上决定了学习效果。

因此教学中应该集中力量解决如何建立

概念、理解概念,挖掘概念和规律深层的含义,

而不是单纯背公式和进行程式化的计算。当

然数学是物理学最有效的处理方法和手段, 数学计

算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必要的数学和题解也不

要刻意回避。物理教学一定要把学生对物理概念和

规律的学习放在整个物理学习的核心地位。

二、物理教学要善于利用模型

传统的物理教学中, 我们只满足于讲清楚其数

学推导,有时也用新的数学方法, 但仅是数学而已。

对于物理学的某些内容, 我们应该借用、更应争取创

造一种形象易懂的模型去加深理解。因为模型是实

物、过程的表示形式,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框架。

我们要敢于去造模型, 利用模型的解释、判断、预测

等重要功能对学员进行教学。建立模型就是把复

杂、困难的事物或过程转化成一个容易认识和理解

的事物, 是对学员进行思维训练和提高能力的有效

手段。

物理学本来就是模型的世界, 全部物理学的概

念和规律都是对一定理想模型行为的刻画。可以说

离开了理想模型, 物理学寸步难行,许多有成就的物

理学家, 往往是善于提出理想模型的人。理想化模

型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计算机的

普及,模型方法已成为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它对科

学研究将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物理教学中我们也

应对某些内容建立模型进行讲解, 这不仅深化了物

理内容,也培养学员的思维能力。我们在教学中,讲

模型要注意其背景,讲思想应有演化过程。

如在一些教材中, 有一些求解质量连续分布的

物体 � � � 绳链的运动规律的习题。它们的示意图如
图 1:

图 � 1

学生对这些问题总是不知如何着手, 我们在引

导学生解题时,就是对这些问题建立相应的物理模

型,以图 1- a 为例, 引导学生建立如图 2所示的物

理模型,学生对这种图形就熟悉得多了,一下子就能

把握这种运动的实质, 写出其运动方程。若与桌面

无摩擦, 则 a = m1 g�( m1 + m2 ) , 只不过这时, 其质

量是一个变值罢了。设整个链条的质量为 m, 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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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物理教学激励学生学习动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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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的学习不仅取决于智力水平, 认知方式和

学习能力等认知因素, 还制约于对认知过程起着始

动、定向、引导、维持、强化作用的心理因素,如动机、

兴趣、情感、意志、态度、性格等心理成分。其中动机

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动机是由某种需要所引起的有意识的行动倾

向。它是激励或推动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

在动因。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

力量,也是一种学习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和教育

对学生学习的客观要求在学生头脑里的反映。对教

师来说,学生的学习动机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既可以

作为教育目标, 又可以作为教育手段。作为目标, 增

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教育目的之一,我们要培养学

生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为建设祖国而不断提高自

己的愿望, 并希望学生毕业后仍能把这种动机力量

持续终身, 学而不止,奉献人类。作为一种手段, 动

机因素就像智力、学习经验等认知因素一样, 影响着

学生的行为。我们可以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来

提高其学习成绩,也可以通过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

来巩固其良好的学习效果。对学生来说, 学习动机

在学习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学习动机决定着学习方

向;学习动机决定着学习进程;学生动机影响着学习

效果。学习动机是推动学习的驱动力。学生没有学

习动机, 就像机车没有发动机。有了足够的学习动

机,就有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就能变!要我学
习∀为!我要学习∀, !机车∀就能加速飞弛!

学习动机从来源来说,有学习的内部动机和学

习的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持久的,它给学习者一种

主动性;外部动机往往是短暂的,它所引起的学习大

都是被动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主要激励学生的

内在学习动机。

一、使学生明确学习物理学的目的, 以激励其

内在学习动机

所谓学习目的, 是指学生进行学习所要达到的

结果或实现的目标。学习动机作为促使学生达到学

习目的的动因, 就是以某种学习目的为出发点的。

只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的人, 才能产生强烈的学

习动机,保持高度学习的自觉性。因此,学习目的作

为产生和保持学习动机的因素, 在学生的学习行为

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例如给学生上第一节物理

绪言课时,对学生进行学习物理的目的教育。一是

通过举例说明物理学与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如

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平面镜成像、洗衣机的甩干设备、

杆秤、口琴、笛子等,农业上用的离心水泵,工业上的

l , 则 m1= mx�l , 而 m1+ m2 = m,这样就建立了该对

象的运动方程: a( x ) = xg�l。进行求解即可。

图 � 2

再如我们采用线绳绕圈模型来回答干涉、衍射

光强分布问题; 用钮扣橡皮带模型来理解膨胀空间、

红移现象等。

有人常说, 一位杰出的教员是能够把哪怕是最

尖端的科学题目、最复杂的计算,用非专业的概念但

又准确地讲述出来,并使非专业的人能理解。其最

重要的技巧就是建立一种形象化的模型。

虽然我们对许多物理论题非常熟悉, 讲起课来

也头头是道,但深挖不够,仅限于课本上的知识。我

们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概念和模型启发学员提出

问题、发现问题、大胆质疑。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激

发学员进一步探索未知的欲望(概念的深层含义)、

创造的欲望(造模型)。教学质量的好坏不在于具体

传授多少知识,更在于传授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一

种思维。我们完全可以舍去一些标准的经典物理论

题而深入到近代物理学。要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

体现物理学的特点和风格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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