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教学应加强科学思维能力 的培养
蒋 学 华

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物理系

物理教学要适应现代教育的改革要求
,

进一步

强化素质教育
,

最主要 的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素质的

教育
。

强调科学素质教育的 目的
,

就是使学生在物

理学习中受到科学方法
、

科学思维和科学态度等方

面的训练
,

使他们以后从事任何职业都受益无穷
,

因

此
,

在物理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势在必行
。

一
、

培养科学思维能力是物理教学的基本任务

物理知识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物理教学对学生

的思维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

在全 日制中学物理教学

大纲中就明确提出
“

在整个高中物理教学中都要注

意对学生进行抽象思维的训练
。 ”

同时又强调
“

在物

理教学过程 中
,

应该通过概念的形成
,

规律的得出
,

模型的建立
,

知识的应用 ⋯ ⋯培养学生 的分析
、

概

括
、

抽象
、

推理
、

想象等思维能力
。 ”

由此可见
,

在中学

物理教学中
,

教师在使学生掌握学习物理基础知识

的同时
,

重视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培

养是非常重要 的
。

这样
,

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

握物理知识
,

而且能使学生了解物理学科研究的一

般方法
。

提高学生综合处理物理 问题的能力
,

高中

物理中所体现的思维方法主要有 类
,

即物理方法
、

数学方法
、

逻辑方法和哲学方法
。

物理方法包括观察
、

实验
、

模型
、

理想化
、

等

效
、

模拟
、

对称
、

守恒
、

叠加
、

隔离等
。

如质点
、

理想气

体
、

点电荷
、

核式结构
,

都是以物理方法建立起来的

理想模型
,

这些模型既是构筑物理知识大厦的基础
,

也是处理物理问题的一种方法 再如
,

研究静电场的

性质
,

直接对静电场的场强
、

电势进行测定是很困难

的
,

物理上就用稳恒电流模拟静电场
,

解决了实验上

的困难
。

数学作为一种工具
,

在表达物理规律
、

处理

物理问题时
,

有其独到的功能
,

有时将物理 问题转化

为数学问题
,

运用适 当的数学方法 代数中的不等

式
、

方程判别式
、

函数
、

比例
、

数列等的性质
,

几何图

像
、

矢量图解
、

三角知识等
,

能使问题的求解变得简

单方便
。

例如
,

物理极值问题是中学物理中非常重

卷 期 总 期

要 的一类 问题
,

灵活多变的数学方法能够给这类问

题的处理提供不同的思路和方法
。

逻辑方法包括 比较
、

分类
、

类 比
、

推理
、

分析
、

综合
、

归纳
、

演绎
、

抽象
、

概括等
。

物理学中的很多规

律
,

如牛顿运动定律
、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都是 以

实验事实为基础
,

运用分析
、

综合
、

推理和归纳而总

结出来的 安培通过类比环形电流产生磁场
,

提出了

分子电流假说
,

揭示了磁现象的电本质
。

哲学方法包括对立统一
、

量变质变
、

肯定否

定
、

绝对相对
、

现象本质
、

形式内容
、

特殊一般
、

原 因

结果
、

部分整体
、

无序有序等
。

如光的波粒二象性
,

就体现了用对立统一方法认识光的本性 对运动与

静止的描述则体现了绝对与相对的方法 隔离物体

受力分析
,

建立方程联立求解
,

则体现了部分整体的

方法
。

中学物理教学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物理知识更需

要培养能力
,

尤其是培养学生科学的思 维能力
。

这

就要求教师在传授物理知识的过程 中
,

将科学的思

维方法渗透到教学中的每个环节
,

潜移默化地影 响

学生的思维习惯
,

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
,

并能在处理

物理 问题 中灵活运用
。

因此
,

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能

力是物理教学的基本任务
。

二
、

培养科学思维能力是学好物理的根本保证

学生感到物理难学
,

是高中物理教学中存在的

老问题个
。

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

摆脱物理教学中的

困境
,

关键是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

养

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

教师把传授物理知识同培养思

维能力结合起来
,

是提高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保证
。

长期以来物理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搞题海

战术
,

疲劳强化训练
,

结果事倍功半
。

常有学生反

映
“

老师讲时听得懂
,

基本公式
、

概念也清楚
,

但遇

到复杂一些的问题就茫然无从下手
。 ”

这就是学生的

思维素质没有跟上教学的要求
,

思维存在障碍
。

要

培养学生的思维素质
,

而且有好的收效
,

就要分析了

解学生的思维差异
,

以便有针对性地引导
。

习惯单一思维
,

发散思维能力差
。

即学生在
,



分析和解决问题时
,

往往只顺着事物的发展过程去

思考间题
,

注重由因到果的思维习惯
,

不注意变换思

维的方向
,

缺乏沿着多角度去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和方法
。

要使学生摆脱思维的困境
,

取得成功
,

关键

是要克服 习惯性 的单一思维方式
,

教师注意引导学

生在理解物理概念
、

规律的基础上
,

进行发散思维或

变换角度思维
。

善于形象思维
,

抽象思维能力差
。

学生在学

习过程 中
,

对一些直观的
、

具体的
、

感性 的或熟悉的

物理现象
、

物理 问题
,

容易接受和理解
,

而对那些不

具体的
、

隐含的物理 问题往往不能摒弃一些次要 因

素
,

抓住其本质
,

转化为可感知的物理模型或过程
,

去分析和讨论
。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是物理学研究中的一种重

要思维方法
,

而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的高低
,

又直接

影响学生对所学物理知识掌握的程度和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大小
。

所以
,

教师在课堂上
,

要创设问题的情境
,

引导学生进行这种思维能力的

训练
,

使学生在学习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

学生 的推理能力差
。

推理是从已知的判断

推出新判断的思维过程
。

学生在解决这类问题时
,

往往不注意挖掘所研究问题中的隐含条件
,

抓不住

问题中哪些条件是已知
,

哪些条件不确定 对一些似

是而非的间题
,

不知道用所学的物理概念
、

规律为依

据
,

进行分析推理 对一些问题中的结论缺乏多角度

的分析和判断
。

针对上述常见思维现象
,

在中学物理 中应着重

培养学生 的严谨思维能力
,

发散思维能力和创造思

维能力
。

严谨思维习惯是学生 良好科学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
,

严谨思维表现在处理 问题时
,

分析的透彻性
、

推理的严密性
、

解答的完整性
、

结论的确切性
。

例如

在求解物理问题的教学中
,

要求学生能够根据给出

的条件
,

进行层次分明的推理
,

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

或正确的判断
。

还可以通过对多解 问题
、

典型错解

问题的分析
,

培养学生严谨思维能力
。

发散思维是一种不依常规
、

不拘一格
、

多方位
、

多角度求解问题的思维形式
。

教师在教学中
,

一定

要精选例题和习题
,

有意识
、

有 目的
、

有针对性地训

练和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技巧性
。

注重引导学

生一题多解
,

一题多变
,

开拓学生思路
,

重视对学生

思维灵活性
、

深刻性和多向性的训练
,

培养其发散思
,

维能力
。

创造性思维特征品质主要包括 自我独立性
、

主

动探索性
、

多 向选择性
、

进程跨越性
、

综合概括性
。

教师可以在物理解题
、

物理实验 中注意培养学生的

独创性和求异性
,

如通过设计型 设计实验等
、

黑匣

子型 电学
、

光学问题 等问题的探讨
,

课外小实验
,

物理兴趣小组活动等
,

使学生在处理物理问题的过

程中能独立地
、

创造性地进行思维
,

探索解决问题的

新途径
。

物理学是一 门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
,

通过科学

思维建立起来的
、

以物理概念为基点
,

以物理规律为

主干
,

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系统学科
。

学习这门科

学
,

就必须具备科学的思维能力
,

才能系统完整地理

解和掌握物理知识
。

因此
,

培养科学思维能力
,

是学

生学好物理的根本保证
。

三
、

培养科学思维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物理教学中
,

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

方法的教育和培养
,

才能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

特

别是在科技迅猛发展
,

知识 日新月异的今天
,

学生学

习获取知识
、

发现 问题
、

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和能

力
,

远比简单地接受知识更重要
。

因此中学物理教学的 目的和任务
,

就要 随着时

代的需要进行改革和发展
,

迫切要求用新的教育思

想和教学方法来取代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
。

引导学生能 自觉主动地学习
,

重视获取知识的过程
,

善于发现问题
。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

积极探索的能

力
。

所 以在教学中
,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思

维能力
,

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

具体来说有以下

几个方面

科学的发展
、

社会的进步
,

使得现在 的青少

年思想活跃
,

视野开阔
,

获取知识的途径较多
,

信息

来源较广
。

因此
,

注重和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发

展
,

往往 比向学生传授知识更为迫切和需要
。

当学

生具备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

他们就能在 当今的信息

时代里
,

通过主动地努力
,

就能获取知识
,

并能运用

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
。

在教学中
,

促进学生 的知识和能力转化
,

重

视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
,

这不仅可使学生能面对飞

速发展变化的世界有较强的适应性
。

而且还能在未

来的工作中
,

能将所学知识和科学的方法用到实践

中去
,

并进行探索研究和发明创造
。

物理学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
,

又突出科学

思维方法的学科
,

在中学阶段
,

使学生受到 良好的科

现代物理知识



磁悬浮列车运营的物理基础

耿汝波 唐浩 王为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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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
,

德国和 日本都在积极进行磁悬浮

铁路的研究
,

两国都建立了实验线
,

美国则进行了理

论研究
。

我国也将在上海浦东开发区建造首条磁悬

浮列车示范运营线
,

其可行性研究已正式启动
。

一
、

磁悬浮列车的特点

磁悬浮列车的速度 比轮轨系列车高
,

时速可达

千米 以上
。

磁悬浮列车还具有爬坡能力强
、

能

耗低
、

污染少的优点
。

磁悬浮列车运行时
,

车体与地

面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

因而在运行时的噪声和振动

小
,

乘客乘坐会比较舒适
。

车体下缘环抱在路轨外

侧
,

所以列车不大可能会脱轨
。

我们知道
,

传统铁路是用车轮来支撑列车重量

的
,

靠轮轨之间的粘着力产生牵引力和制动力
,

靠轮

缘和轨道内侧之间的横向作用力对列车导向
。

其线

路基础设施 由路基
、

道床
、

轨枕
、

轨道等部分组成
。

而磁悬浮铁路与传统的轮轨系铁路的结构和基本原

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

磁悬浮列车没有车轮而装有

超导磁体
,

超导磁体与路轨上磁体的感应力来对其

实现悬浮和导向
。

从而实现列车悬浮在铁路底部的

线圈上高速前进
。

那么
,

磁悬浮列车运营的物理基

础是什么

二
、

磁悬浮列车的运营机理

磁现象起源于电荷的运动 电流
。

任何运动电

荷或电流
,

均在周围空间产生磁场
,

磁场对外的重要

表现是 磁场对引人磁场的运动电荷或载流导体

有磁力的作用 载流导体在磁场内移动时
,

磁场

的作用力对载流导体作功
。

当通过一闭合回路所包围的面积的磁通量 磁

感应强度的通量 发生变化时
,

回路中就产生 电流
,

这种电流称为感应电流
。

由于磁通量的变化而产生

电流的现象称为电磁感应现象
。

知道 了磁现象和 电磁感应现象之后
,

我们再来

看磁悬浮列车的运营机理
。

悬浮机理 通过改变列车上超导磁体的磁

场强度或磁通量
,

由于 电磁感应现象
,

在地 面轨道

两侧的线 圈里便产生 了电流
,

又 由于磁现象
,

将线

圈变为电磁体 其磁场极性与列车上 的超导磁体

极性总是保持相 同
,

这样
,

在线圈 电磁体和超导磁

体之 间就 会一直存在排斥力
,

从而使列 车悬浮起

来
。

导向机理 地面上 的线圈电磁体与列车上

的超导磁体的相互作用
,

也能使列车开动和停止
。

列车前进是 因为列车头部的超导磁体的 极
,

被安

装在靠前一点轨道上 的线圈电磁体的 极所吸引
,

同时又被安装在轨道上稍后一点的线圈电磁体的

极所排斥
。

当列车到达时
,

在线圈里流动的电流流

向就反转过来了
,

线圈电磁体上原来的 极就变为

极
,

原来的 极就变为 极
。

这样
,

列车头部的超

导磁体的 极
,

就会被安装在靠前一点轨道上的线

圈电磁体的 极所排斥
,

又被安装在轨道上稍后一

点的线圈电磁体的 极所吸引
,

作用的结果就使得

列车制动
、

停止前进
。

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教育
,

不但为进一步学习科学

文学知识提供条件
,

而且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
,

进行

科学研究
,

探索新领域
,

发现新问题
,

攀登科学技术

高峰
,

打下基础
。

在物理教学中
,

培养学生的 良好思维习惯
,

严谨科学态度
,

就是为了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

质人才 即使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与物理专业关系

不大
,

但他们在物理学习中受到的科学思维训练
,

将

卷 期 总 期

使他们具备创造性地干好任何工作的能力
,

这便是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
。

总之
,

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项复杂的多方面的

任务
。

因此
,

物理教学中要有计划
,

有 目的地把知识

传授同思维能力的训练结合起来
,

教给学生思考
、

分

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

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
,

我们的学校教育才能适应 世纪对人才的要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