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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就是研究物质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
。

它

是怎样研究的呢# 方法很多
,

其中一种重要 的方法

就是建立理想模型
。

所谓理想模型
,

就是为了抓住本质
,

解决问题
,

对复杂的事物进行简化抽象后而建立的理想化模

型
。

拿质点来说
,

它是一个没有大小和形状
,

只有质

量和位置的点
。

这样的点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

但

是
,

我们在研究一些问题时
,

不能不把某些物体看成

点
,

尽管它实际上可能很大
,

比如地球绕太阳运动
,

我们就把地球和太阳都看成质点
。

物理学中的理想模型在各分支 中都有
,

如力学

中的质点
、

刚体
、

弹性体
、

塑性体
、

理想流体
、

弹簧振

子
、

单摆
,

分子物理和热力学中的理想气体
、

卡诺热

机
,

电磁学中的点电荷
、

试探 电荷
、

无限长直导线
、

无

限大平板
、

纯 电阻
、

纯电容
、

纯电感
,

光学中的点光

源
、

光线
、

薄透镜
,

原子物理中的绝对黑体
、

卢瑟福模

型等
。

同一个研究对象可以视为好几种理想模型
,

究

竟使用何种模型
,

要看研究的是什么问题
,

主要因素

是什么
。

例如光在传播
、

反射
、

折射
、

干涉
、

衍射过程

中
,

是波动间题
,

应把它看成光线
∃而在光电效应

、

康

普顿效应中
,

主要是粒子性问题
,

则要看成是一份份

光量子
。

再如研究一个物体的平动
,

应把它看成一

个质点 ∃ 研究它的转动
,

又要把它看成刚体
∃ 而研究

它的碰撞时
,

又常常看成弹性体或塑性体
。

任何一个理想模型的使用
,

都必须遵守其成立

的条件
,

如果不顾条件滥用
,

必会导致错误结论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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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是违背客观事实

的
,

错在哪里 # 就错在丧失了点电荷成立的条件
,

却

仍在使用点电荷公式
。

因为此时源点到场点的距离

大小 比起 电荷来说为小
,

电荷不能视为点电荷
。

再

比如我们孤立系统 内部所发生的过程
,

总是沿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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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性增大方 向进行
,

有人藉此预言整个世界温度将

趋于恒温
。

这当然是荒谬的
&

每一个理想模型都是实际事物在某种条件下的

一种近似
,

不可能
“

放之四海而皆准
” 。

当被研究事

物量变到一定程度
,

问题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

这时

我们就要注意模型的修正和变换
。

例如
.

以理想气

体模型来研究真实气体
,

在压强不太高
,

温度不太低

的情况下
,

可 以较好地描述
。

但随着压强升高和温

度降低
,

两者的偏离越来越大
,

甚至面目全非
。

从微

观上看
,

这些差异来源于理想气体的微观模型未能

恰当地反映气体分子间作用力的特征
。

鉴于此
,

范

德瓦耳斯方程所依据的模型便考虑分子力的特点
,

改进原来刚球模型
,

对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予以修

正
,

就可以在较高压强和较低温度下来描述气体

了
。

我们在研究或解决实际问题时
,

为了解答的简

炼
,

常常不去说明在使用什么物理模型
。

虽然没有

说明
,

但解答者必须明白使用了和为什么使用某个

模型
。

例如图  中
,

要求出光滑平面上的弹性球 伙

被 4
(

撞击后落地时水平位移多少 # 解答过程中除了

弄清各物理量的已知条件外
,

还必须选择好物理模

型
.

绳应看成无质量和形变的绳
,

伙和 4 ,运动时看

成质点
,

撞击时应看成弹性球
,

而空气阻力应忽略等

等
。

不然的话
,

一道貌似简单的问题
,

就难以解决
。

是不是所有没考虑的因素不存在呢 # 当然不是
。

只

是它们在这个问题 中影响微 不足道
,

是次要 因素
。

不考虑它们既方便于解决问题
,

又不致于影响所需

结果 的精度
。

否则
,

我们就会陷人那些斩不断理还

乱的羁绊中寸步难行
&

又如图 5 中
,

我们在一般情

况下
,

总是把 君 看成恒压源
,

把 6 看成纯电阻
,

而把

电键和导线都看了无电阻元件
。

可见
,

选择的理想

模型要能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
,

抓住决定事物性质

的主要因素
。

有时
,

尽管理想模型的选择是正确的
,

但由于有
&

�  



物理塞验课现代化建设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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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在校大学生必须有宽

厚的基础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

而当前作为师范高

等院校基础实验课的物理实验
,

从教学 内容
、

教学手

段到管理方面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科学技术 的

发展和工程实际等问题
,

与素质教育总体目标不相

适应
。

这就逼迫物理实验必须深化改革
、

转变传统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

特别是在实验课的现代化建设

方面作一些有益的尝试
。

 
&

转变观念
,

改革实验教学内容

当前
,

我国物理教学中仍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

验
,

重知识轻实践
,

从概念到概念
,

从理论到理论
,

从

书本到书本的现象
。

重理论轻实验是历史造成的一

种错误观念
,

大家总认为从事实验课教学的不如从事

理论课教学的
。

因此
,

课程的改革
,

首先要在教育观

念上进行转变
。

而物理实验课程的改革
,

其核心又是

教学内容的改革
,

目标是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

现代化
,

尽量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
,

与生产实

际相衔接
。

物理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应有正确的指

导思想
,

也即是根据 5 世纪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要

求重设计
,

充实物理实验内容
,

在对学生进行基本实

验技能
、

实验方法训练的同时
,

尽可能反映科学技术

的进展情况
,

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
&

具体构

想是改造传统项 目
,

更新内容
,

适当提高起点
,

尽量反

映现代科技成果
,

适当增设一些综合性应用性强的实

验项 目
,

增加近代物理实验的内容
,

尽可能使实验仪

器现代化
,

在实验手段上增加利用计算机采集
、

处理

实验数据的实验
∃
并在原有的实验项 目上进行更新改

造
。

鉴于原有的一些实验项目内容简单
,

过于偏重经

典
,

脱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

必须对原有的实

验项 目进行更新改造
,

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学生

面前
,

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
。

5
&

结合专业特点
,

加快实验仪器现代化进程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

新的技术
,

新的

方法被不断地引人到生产和工程技术实际中来
。

因

此
,

物理实验课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仪器设备
。

当

前
,

仪器设备的发展趋势是机电一体化
、

数字化
、

智

能化
,

因此
,

实验室应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
,

增加投

人
,

加强实验室建设
,

将那些适合专业特点的机电一

体化的
、

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仪器设备引人物理实验

的教学过程中
。

同时我们也应遵循实验教学的 自然

规律
,

在仪器设备购置上不能一味追求现代化
,

应根

据专业特点和社会对师范院校培养具有综合素质教

师的要求
,

合理添置仪器设备
。

例如
.

在原有的指针

式万用电表
、

惠斯通电桥
、

交流电桥的基础上
,

添置

一套数字电桥
,

这样就可以使电阻
、

电容器
、

电感器

的测量数字化
。

由于新增实验的现代化程度高
,

这

就使整个物理实验的现代化水平较以前有了明显的

提高
,

实验设备更新后
,

仪器的性能提高
、

操作更简

便
,

为进一步丰富实验内容创造了条件
,

也容易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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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理论的局 限
,

也会导致错误
。

比如物体作高速

�可与光速比拟 ∀运动时
,

用传统的经典力学描述就
,

�5
&

图 5

显得无能为力
。

对发生 的一 系列物理 现象 �或效

应∀
,

如果囿于原有的理论就无法解释
&

这时就应

采用相对论力学
。

显然
,

方法理论是更高层次的
“

模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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