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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了迎接 ∃% 世纪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知

识经济到来的挑战
,

我国提出的由
“

应试教育向全面

素质教育的转变
”

的人才培养模式
,

已经成为广大教

育工作者的共识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在物理教学当

中就如何来提高学生的素质
,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

已经成为摆在我们每个物理教师面前的新课题
&

为

了培养高素质人才
,

我们应当在教学 当中重视学生

思维能力的培养
,

在发展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

上
,

尤其要重视发展学生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直觉

思维能力
。

一
、

发展直觉思维能力的重要意义

从以往 的教材编排
、

课堂教学
、

以及考试等环

节上
,

我们主要侧重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

也就是按照一定步骤来进行分析
、

综合
、

比较
、

归纳

和演绎等等抽象思维活动
。

它是一步步地认识客观

事物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

而与逻辑思维

相对而言的另一种思维 即直觉思维 �创造性思 维#

能力的培养没有 得到应有的重视
,

这一种思 维能

力
,

它不是通过详尽的推理
、

分析步骤而达到似乎

是真实的说明
,

推测性 的结论的一种思维活动
。

直

觉思维的结论正确与否
,

有待于运用逻辑和实验来

检验
、

证明
&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关系是互

相补充
、

相辅相成的关系
。

无论是逻辑思维的结论

还是直觉思维的结论
,

都得接受实践的检验
。

比如
,

当学生做难题时
,

长时间不得解
,

忽然灵机一动
,

豁

然开 朗
,

推测 出按什么途径可能解 出来
,

但是 还没

有按照解题步骤做出答案来
,

这时的思维活动就是

直觉思维
。

再比如
,

教师和学生一起研究一个新的

物理规律
,

当教师把问题提 出来以后
,

有 的学生很

快就猜想 出这个规律的结论
,

有的学生则预感到研

究这一规律的方法
,

这些思维活动也是直觉思维
。

从物理学发展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
,

物理学上的许

多重大突破和物理科学家的直觉敏感性
、

丰富而奇

特的想象力是密不可分的
。

这是科学家成长发展的

另一个巨大的主观 因素
。

这里所说的丰富而奇特的

想象力和直觉敏感性
,

指的就是那种似乎跳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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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维
、

迅速而突然出现的联想
、

奇想和幻想
,

就是直

觉思维的表现
。

这种思维往往能够对科学研究史中

的问题提 出超越现成知识的新的解释
、

新 的假设
、

新 的模型公式
。

这种思维活动
,

是一种能够迅速从

细小的现象看出重大的本质
,

能够迅速从偶然出现

的
“

意外
”

察觉到运动的必然规律
,

能够及 时抓住偶

然
“

机遇
”

的重大科学价值的能力
,

这种直觉思维能

力有人把它叫做
“

灵感
”

或直觉洞察力
。

这种丰富而

奇特 的想象力和见微知著的直觉敏感性
,

虽然常常

被人看作是违背传统知识的
“

奇谈怪论
”

或
“

异想天

开
” ,

甚至
“

离经叛道
” ,

但实际上它却是科学家非凡

创造力的闪现
,

常常是重大科学发明和发现的关节

点或突破 口
&

物理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例也充

分证 明了这一点
。

例如
)

牛顿通过观察苹果落地发

现万有引力定律
。

% ∗�� 年普朗克拼弃了经典物理

学的观点
,

大胆提出了
“

量子论
”

的假说
。

%∗ � + 年爱

因斯坦在没有足够的实验证据以前
,

利用光子解释

了光电效应
,

提 出爱因斯坦方程
,

并且 预言了实验

结果
,

以及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
&

伦琴发现 , 射

线
。

李政道
、

杨振宁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也是直觉发现结论
,

然后才从理论上和实验上给予

证明的⋯ ⋯
,

由此可见直觉思维在物理 学发展过

程 中起 了重大的作用
。

在物理教学中我们有意去培

养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
,

这不仅是培养学生科学素

质的重要环节
,

也在物理教学活动中起着及其重要

的作用
。

例如
,

当教师提出问题或学生练习中遇到

难题时
,

能迅速地推断出是属于什么知识范 围
,

猜

测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

然后用它来试一试看看

能否解决问题
,

这就需要直觉思维
。

正象布鲁诺所

指出的
) “

直觉思维
、

预感的训练
,

是正式的学术学

科和 日常生活 中创造性思维的很受忽视而又重要

的特征
。

机灵的推测
、

丰富的假设和大胆而又迅速

地作出试验性结论
—

这些是从事任何一项工作

的思想家极其珍贵的财富
” 。

当前我们在物理课的教学中
,

对于直觉思维能

力的培养还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见到 过这样 的现
&

 %
&



象
)

教师提出一个 问题 以后
,

有 的学生敢于从整体

出发
,

应用直觉思维一下子就猜出答案来了
。

这 时

教师就问学生
) “

你怎么知道的 − 根据是什么 −
”

学生

一下子答不 出
“

所以然
”

来
,

于是教师就斥责道
) “

既

然没有做过实验
,

也没有进行推理
,

你就知道 −. 胡

猜 . 乱想 .
” 。

结果
,

凡是教师没有讲过 的或书上没

有写到 的问题
,

不少学生认 为不能 回答
,

甚至不愿

去思考是理所 当然 的
。

长此下去
,

学生成才的一种

十分可贵的因素和 品质
—

创造性 的思考就要受

到扼杀
。

殊不知
,

往往是青少年时代的猜想
,

才能有

将来的创造
。

这就要求我们物理教师在物理教学中

鼓励和引导学生敢于创造性的思考
,

充分重视学生

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

二
、

培养学生直觉思维能力的几点建议

%
&

学生理解和掌握物理学科的基本结构是产

生正确的直觉思维的依据
。

直觉思维不是凭空产生

的
,

要想通过直觉思维对某个间题迅速作出接近真

实 的假设或判断
,

必需具有有关学科 的基本知识
,

了解有 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

这就要求我们引导学生

掌握好学科的基本结构
。

所谓物理学科 的基 本结

构
,

就是指物理学科的基本概念
、

基本原理 �基本规

律和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 以及它们的相互联 系
。

掌握好学科 的基本结构
,

不仅是易于记忆
、

便 于应

用
、

举一反 三
、

触类旁通 的有力杠杆
,

也 是发现 问

题
、

分析 问题
、

增强兴趣
、

探索科学 的重要基础
。

学

生掌握了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基本知识及其联

系
,

了解研究处理 间题的一些基本方法
,

才能使思

维活动具有丰富的科学内容
,

才有可能从整体上直

接而迅速地
“

一眼看穿
”

事物的本质和联系
,

才能避

免无根据的胡猜
、

乱想
。

例如
,

学生学 了万有引力

定律以后
,

到了学习库仑定律的时候就有可能直觉

地联想到库仑力与两点 电荷距离之间也具有平方

反 比关系
。

除了学好课本知识以外
,

还应鼓励学生通过参

加课外小组活动和阅读课外读物
,

广泛涉猎知识
。

学生的知识越丰富
、

知识面越宽
,

技能技巧越熟练
,

思路才能开 阔
,

思维才能灵活
, “

猜中
”

自然奥秘 的

几率也就越大
。

∃
&

用前人的探索过程和探索精神以及本学科

的发展趋势
,

激发学生敢于有所发现
、

有所创造 的

探索精神
,

增强他们对科学 的 自信心
。

发现和创造

来 自探索
,

探索就得用直觉思维
,

而直觉思维又是

以对科学 的迷恋 和 自信心为基础 的
,

因此
,

我们在
&

 ∃
&

教学中应 当注意培养学生对本学科的浓厚兴趣
,

激

发学生敢于探索的精神和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

我们的教材和教学体系是以知识 的逻辑展开

为线索的
,

这有利于学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学科的

基本知识及其联系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

但

是
,

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的 自信心以及使

学生了解研究物理学问题 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来看
,

就显得不够了
。

在我们进行物理学习的过程中
,

应

当把知识 的逻辑展开与认识的历史发展有机地结

合起来
,

以知识 的逻辑展 开为主线
,

插人必要 的物

理学发展 的历史过程
,

介绍物理学发展过程 中有代

表性发现的认识发展史和科学家的探索历程
,

使学

生了解前人是怎样探索出新的规律和理论来的
,

概

念
、

规律和理论是怎样演变的
。

还应 当介绍本学科

进一步发展 的趋势以及还有哪些 尚待解决的理 论

上和应用上的问题
。

例如
,

美国《/0 01》在
“

万有引

力
”

一章中
,

介绍 了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研

究成果 的基础上
,

在长期思索过程 中
,

通过苹果落

地得到启示而直觉地提出
“

地球作用于苹果 的力可

能也作用于月球上
”

的假设
,

而后 牛顿由此看来提

出
) “

引力平方反比定律不仅适用于太阳与行星
、

地

球与月亮
,

而且也适用于任何两物质
”

的设想
,

以后

经过长期 的理论研究和数学论证
,

终于发现了万有

引力定律
。

一百年以后 由卡文迪许给予实验验证
&

后人应用这个定律又预言了海王星
。

再比如
,

原子

模型的建立过程
,

也是通过汤姆孙
、

卢瑟福
、

玻尔等

人的一次次假设
,

然后通过实验验证而确立的
。

通

过这些物理学发展史的介绍
,

有助于破除学生对科

学发现 的神秘感
,

并激发他们的探求精神和好奇

心
,

并使学生认识到
)

只要认真继承前人的知识财

富
,

勤于观察和实验
,

敢于和善于思索
,

持之 以恒
,

就有可能有所发现
,

有所创造
。

 
&

有计划地训练学生运用直觉思维
,

启发
、

鼓

励学生敢于猜想和设想
。

我们在教学中
,

要善于通

过实验
、

例举事例或引深已有知识把有待于探索的

间题展现在学生面前
,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追求真理

与理想 的愿望
&

进而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
,

选择恰

当的内容
,

有计划地训练学生从整体出发
,

用猜测
、

跳跃 的方式直接而迅速地设想出各种可能选择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来
。

要鼓励学生敢于提出各

种问题
,

敢于发表 自己的意见
,

提出不同的见解 �包

括与书本上写的或老师讲的不 同的看法 #
。

在练习

时
,

要鼓励学生不仅能找到一种解答方案
,

而且尽

现代物理知识



可能多地提出几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解答方案来
&

有计划地训练学生用直觉思维时
,

要注意运用

启发式
。

例如
,

在学生已掌握万有引力的基础 上
,

当讲到库仑定律的时候
,

首先启发学生库仑力可能

决定于那几个量
,

而后再进一步启发学生库仑力与

这几个量之 间的数学表达形式可能是什么
。

另外
,

把思想具体化
、

形象化
,

使被研究的物理 现象及其

过程在 脑海中形成物理 图象
,

构成物理模型
,

能激

发学生的想象力
,

促使学生直接地产生接近正确的

猜想
&

法拉第在 %∀ +∃ 年引进了电力线和磁力线来

形象地描绘电场和磁场
,

促使人们形象地解答了许

多 电磁学问题
,

并推广到其他矢量场
&

在物理学的

发展中
,

许多新概念
、

新规律和新理论的提出借助

于类比
&

例如借助水压而引人电压的概念
。

再 比如

卢瑟福 由大行星系设想到原子的
“

小行星系
”

等等
&

所以在物理学的研究与教学中
,

运用类比启发直觉

思维
,

具有独特的作用
&

在自然界中
,

某些事物与事

物之间往往客观地存在着某种对称性质
&

比如
,

在

物理学中
,

质点力学与刚体力学
、

电场与磁场
、

凸透

镜与凹面镜等等
,

它们之间在概念上和规律上就具

有明显的对称性
&

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考察事

物的对称性
,

这将有利于启发学生的直觉思维
。

另

外
,

我们可 以多布置一些直接判断的多项选择题让

学生去判断
,

这也是发展学生直觉思维能力的一种

非常有效的途径
&

既然是猜想
、

设想
,

那么得到的结

论就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

要启发诱导学生不断地改

正错误
、

修正猜想
,

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

∋
&

提高学生的整体科学素质
,

把直觉思维能力

的培养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实验能力的培养

有机地结合起来
&

在培养学生直觉思维能力 的同

时
,

我们应当注意培养和提高学生 的整体科 学素

质
。

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
,

需要研究和构思整个教学

过程
,

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处理教材
、

选择教材和合

适的教学方法问题
。

所谓处理教材就是在分析教材逻辑结构的基

础上
,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
,

从总体教学过程最优

化角度考虑
,

重新组合安排知识信息
,

把教材的文

字系统化成符合学生实际情况
、

适合于发挥学生主

体作用 �学生的主体性
、

自主性
、

创造性 #
,

教师充分

发挥其特长的教学活动系统
。

在 自己掌握教材的基

础上
,

根据学生对本课题相 关知识掌握的情况
,

把

教 材涉及的知识重新分解
、

组合
,

这样做的 目的是

以有利于启发学生
、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

% 卷∋期 �总!(期#

性为前提
。

另外
,

如果我们能选择适 当的教材
,

对

学生整体科学素质 的培养至关重要
&

例如
,

英国在

∀� 年代初曾编写过曰套中学物理教材
,

这套书的宗

旨是 让学生通过
“

发现法
”

学习的方法掌握物理 的

基本概念
、

原理 的规律
,

达到培养学生科学素质 的

目的
。

全书共 + 册
,

从内容的编排上采用 了由浅人

深
、

循序渐进
,

首先让学生接触一些物理现象
,

初步

形成概念
,

定性揭示规律
,

提出问题和疑 问
,

激发学

生探索的要求
,

明确发现 目标和中心
&

然后
,

同一内

容进行第二 次循环
,

通过大量 的实验让学 生去思

考
、

探索
、

建立假说
,

引导学生运用直觉思维提 出各

种想法
、

答案
,

通过相互切磋
、

洞察和展望最有希望

的解决途径
,

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
。

最后在此基础

上 对同一 问题进行第三次循环
,

并对物理概念
、

规

律和原理进行了严密化和定量化处理
,

也就是通过

检验
、

补充和修正假说
,

上升到科学的结论
&

在我们

的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这类教材
,

通过
“

发现

法
”

的教学
,

把学生直觉思维能力
、

逻辑思维能力和

实验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

这对于培养学生

既敢于和善于运用直觉思维提 出假设
,

又勤于和善

于通过实验和分析思维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
,

是十

分有利的
。

总之
,

在教 学中如何培养学生 的直觉思 维能

力
,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
,

有待于我们在理论和实

践中不断探讨
,

为我国提出的由
“

应试教育向全面

素质教育转变
”

的教育目标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

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颁发

∃ ��% 年 + 月 ∃ � 日
,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

国作家协会主办
,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承办的
,

第四届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评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

∗ 种科普作品获一等奖
,

∃� 种科普作品获二等奖
,

%� �

种科普作品获三等奖
&

本届参评的 ∃ ( � 册科普作品是 由 %∀% 家出版社

推荐的各 自的优秀作品
,

均在 %∗∗∋ 年至 ∃ ��� 年间出

版
,

比上一届参加的出版单位明显增多
,

参评图书种

类也远远超过历届
,

基本反映了国内这一时期科普作

品创作
、

翻译
、

出版的真实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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