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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不确定性事物及随机偶然现象的存在

决定了直觉思维的存在
。

直觉思维不受某种固定逻

辑模式限制
,

具有鲜明的 自由性和创造性
,

常常成为

提出物理学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手段
。

一
、

想象

想象是一种高级形态的认知心理过程
,

它既具

有常规思维所具有的概括性特征
,

又具有非常规思

维所不具有的形象性特征
。

想象就科学探索而言
,

是指人们在某些科学事实和 已知知识的基础上
,

让

思维 自由神驰
,

通过构思出未知对象的鲜明形象
,

从

而领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思维过程
。

想象具有的

基本特征及其在物理学发展 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

点

形象性
。

它是探索者对头脑 中储存的事物

的特征和信息的一种形象性描写或艺术夸张
,

是形

象思维的结果
。

形象性使想象为物理学开辟了远 比 自然界更为

广阔的天地
。

比如 世纪法拉第把 电力或磁力的

相互作用想象为一种
“

力场
” ,

从而打破了牛顿的
“

超

距作用
”

的神话
,

进而引人 了电场线或磁感应线
,

形

象描绘了力场中场强的大小和方 向
。

想象还为知识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源泉
。

在物

理学的发展过程 中充满 了物理学家们的丰富想象

力
。

较为典型的就是关于原子结构模型的确立
。

正

当人们刻守着原子不可分的观点时
,

一些有见解 的

人开始怀疑原子是否真的是
“

宇宙之砖
” ,

提 出一系

列原子论 中所隐藏的问题
,

这些 问题被深深地包围

在
“

黑暗
”

之 中
。

首先冲破黑暗的是汤姆孙
,

在他发

现电子之后意识到原子中必然还有带正 电的另一部

分
。

年他受原子是实心小球观念的影响
,

提出

了西瓜模型
,

但这一模型解释不了原子谱线的和谐

性
。

年卢瑟福在实验基础上作出两条假设
,

并

受哥 白尼 的启发在《 和 粒子物质散射效应和原

子结构 》中更富想象力地提 出了
“

行星模型
” 。

但这

一想象也有理论上的困难
。

是玻尔在前辈探索的基
,

础上
,

又一次凭借想象力提出了
“

玻尔模型
” ,

这一模

型出色地解释 了原子 的稳定性 与原子光谱的分立

胜
。

由此可见
,

想象力 比知识更重要
,

因为知识是有

限的
,

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
,

推动着进步
,

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

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

在因素
。

概括性
。

想象虽然来源于 自然
,

但又高于 自

然
,

它是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一种反映
、

提炼
、

深

化
、

概括
,

揭示着客观世界的种种奥妙
。

想象是经过

抽象思 维之后 的理性认识阶段
。

比如物理学中的
“

量子
” 、 “

夸克
” 、 “

黑洞
”

等一些科学概念
,

是充满想

象力的追求真与美的抽象思维的结晶
。

想象还为科

学发现赋予生命力
。

比如法国著名科学家曾设想在

美 国的佛罗里达州设立火箭发射站
,

从这里发射火

箭登月
,

并详细设想了宇宙旅行中的失重状态
。

他

的这一具有创造力的想象也最终得以实现
。

人类在

探索 自然与征服 自然过程中
,

当现实条件尚不具备
,

科学材料 尚不足够之时
,

运用有限的科学知识和理

论
,

发挥主观能动性
,

想象某些未知的 自然变化过

程
,

构思其内部机理与运动规律
, ,

圃憬科学技术的美

妙发展和美好未来
,

这就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科学

想象
。

二
、

灵感

灵感多指人们由于受到某种偶然因素的激发
,

大脑的创造力突然达到超常发挥的短暂思维过程
。

灵感是创造思维中认识的一种质的飞跃
,

是在思维

高度集 中
,

情绪高潮时而发生的对问题的顿悟式的

理解和认识
。

那么
,

灵感在物理学中又有什么特征

和作用呢

突发性
。

灵感产生 的突发性往往是在全神

贯注之后神轻松弛之时
,

通过某一偶然事件做
“

触

媒
”

刺激大脑
,

引起相关联想
。

广义相对论就是 由灵

感 的突发性引起 的
。

爱因斯坦 回忆说
“

有一天
,

忽

然有了突破
。

我在伯尔尼专利局
,

正坐在一把椅子

上
,

突然一个想法打动了我 如果一个人 自由下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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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物理学不但要掌握系统的物理知识
,

而且

要掌握物理学习的思维方法
。

掌握了物理学习的思

维方法
,

有利于更加正确
、

透彻地理解物理概念和原

理
,

有利于掌握物理知识和提高物理学习效率
,

形成

自学能力
,

更有利于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物理 问题

的能力
。

分析与综合是物理学习的基本方法之一
,

分析

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和要素
,

然后分别加

以研究的方法
。

而综合是把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
、

方面和因素联合起来加以研究的方法
。

分析有助于

理解事物各个方面的个别特性和本质
,

综合则能从

总体上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

在物理学 习过程

中
,

掌握和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
,

对深刻理解

物理知识内容
,

应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不但是

必不可少的
,

而且是十分重要的
。

例如
,

物理学习 中常常遇到包含 个或 个以

上参量的物理定律
,

学习时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

方法才能把握它们的本质特性
。

此时的具体做法

是 首先运用分析方法
,

人为控制条件
,

使其中某些

量保持不变
,

分别研究任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变化关

系
。

然后运用综合方法
,

在分析基础上把它们综合

在一起
,

从而掌握多个参量之间的变化规律
。

就以

牛顿第二定律来说
,

该定律涉及加速度
、

力和质量

个参量
,

学习时首先分析当物体的质量 一定
,

物

体产生的加速度 随外力 的变化关系 从而得到

的规律
。

其次分析对物体施加的外力 一定

时
,

物体产生的加速度 随物体质量的变化关系
,

又

得到了 的规律
,

再次
,

综合分析得到的两个

他就不会感到 自己的重量
。

我吃了一惊
,

这个简单

的思想实验对我有深刻的影响
,

他把我引向引力理

论
。 ”

突发性
,

这是和抽象思维的逻辑性根本不同的

特点
,

它没有前提
,

没有现成的模式
,

它是在苦思冥

想之后的突然爆发
、

突然闪现
。

独创性
。

灵感 的独创性是从灵感思维的结

果来看
,

灵感思维打破了人们的常规思维
,

灵感的到

来能够更大地调动和激励创造者的智力
,

使创造者

感到情绪亢奋
,

思 维敏捷
,

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

度
。

狭义相对论就是独创性的典型体现
。

爱因斯坦

岁就想象
“

如果以光速去追一条光线将会看到什

么
”

他花费了 年时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
。

正 当

他失望时
,

灵感出现了
,

答案找到了
。

由此可见灵感

是科学家们长期持续的创造性劳动中出现的
“

突然

顿悟
”

或
“

突然找到
”

的最佳心理状态
,

是严密逻辑思

维的升华
,

是一种非逻辑性的高层次创造活动
。

情感性
。

灵感的情感性是指灵感的发生过

程与创造者的心境密切相关
。

一般来说灵感的产生

要经历 个阶段 一是灵感躁动不安阶段
。

此 阶段

卷 期 总 期

是创造者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
,

绞尽脑汁仍然找不

到问题的答案
。

二是冲动和癫狂失常阶段
。

在这阶

段是灵感显现之际
,

创造者不可遏制的激情点燃了

灵感的思维火花
,

激发创造欲望 三是清醒
、

惊喜和

振奋阶段
,

此阶段表征着灵感乃是对艰苦劳动的奖

赏
,

它将激励着人们无止境的创造热情
。

以上所述 的想象和灵感统称为直觉思维方法
。

从科学认识论来讲
,

直觉思维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
,

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比较迅速
、

直接的

综合性认识和敏锐的选择能力
,

在思维过程 中常常

表现为一种突发性的
、

飞跃式的直接理解
,

其思维机

制主要在于思维主体在某一方面具备了丰富的知识

和实践经验
。

这些知识和经验经过大脑的储存
、

积

累和强化
,

建立起许多间接的暂时神经联系
。

一旦

遇到某种情况或信息的刺激时
,

就会马上贯通和组

合
,

直接得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

我们在看到直觉思维方法最富创造性的同时
,

也要看到它与逻辑思维方法的互补
,

以及辩证思维

方法对它的指导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