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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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卞吉 秦宝 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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