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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们彼此交流思想 的一种手段
,

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
。

在物理教学 中
,

师生之 间信

息传递的主要载体是外部语言
,

而师生双方思维活

动的载体是内部语言
。

物理语言除了具有语言的共性之外
,

还有其 自

身的特点
。

物理学中有专门表述 自己的概念
、

规律
、

定律的专用词汇
、

术语等
。

在语言的句式或语群的

规律方面也有别于其他学科
。

要达到教学效果的优

化
,

师生之 间语言相通继而达到情感交融则是最基

本的条件
,

这要求教师要讲究语言艺术
,

加强语言修

养
,

还必须注意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

特别是物

理语言的表达能力
。

没有语言
、

语句等语言形式
,

也

就没有概念 没有判断和推理
,

也就不可能有思维活

动
。

一
、

物理语言的特点

物理语言的基本特点表现在它 的简练性
、

严密

性
、

精确性和理想化方面
。

,

简练性 物理语言之简练
,

一方面体现于
“

量

上之少
” ,

另一方面则是蓄于
“

质上 的精
” ,

著名 的牛

顿第一定律仅用 个字揭示 了宇宙中所有物体的

共同规律 —在不受外力时不改变原来运动状态

的规律
,

还告诉我们物体有保持原来的匀速直线运

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的性质
。

认真推敲这 个字
,

真

是一个也不能改
、

一个也改不掉
。

严密性 物理语言有严谨致密的结构
,

这同

日常用语的松散结构有明鲜的不 同
,

它不容以偏概

全
,

不允许臆测推断
,

它还必须遵守一定的语序
。

例

如
,

光的反射定律中一定要说反射角等于人射角
,

而

不能说人射角等于反射角
,

尽管这两个角是相等的
,

但语序的颠倒将造成因果关系的倒置
。

精确性 物理语言的精确性表现在准确和定

量化方面
。

它可以充分运用数学工具进行表述和推

理
。

例如
,

阿基米德定律
,

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

上 的浮力
,

浮力 的大小等于排开液体的重力
。 “

浸

在
”

两字就很精确
,

它指全部浸人液体中的物体
,

也

指只有一部分浸在液体中的物体
。 “

排开
”

二字也表

述得很精确
,

指 出了一个力等于另一个力
,

我们也可

以用数学式 浮 二 排 来计算浮力的大小
,

又可以

用不等式 凡
·

凡 来判断物体的浮沉
。

理想化 理想化是物理语言突出的特点
,

从

大量的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化模型
,

概括了

一类事物的特点
,

突出了影响事物变化的主要方面
,

让每位老师制定具体可行的 自修提高计划
,

包括科

研
、

自学提高
、

教学等方面
,

到期末逐项核对
,

作为年

终考评的依据
。

另外
,

我系还聘请了一些 国 内著名

专家学者为我系特聘教授
,

定期到系举办讲座
,

介绍

本学科前沿知识
,

指导教学和科研
。

这些都有力地

促进了我们系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

十
、

创建系办高科技企业

近年来
,

我系先后引进一些具有硕士学位的企

业工程技术人员到系任教
,

搞科研
。

目前
,

我系在省

教育厅立项的项 目有 个
,

现 已取得较大进展
。

另

卷 期 总 期

外
,

还有一些 已通过省市级鉴定的科研成果和专利

储备
,

已具备创办高科技企业的条件
。

现在
,

我系正

在着手筹建高科技企业
,

为培养教师的科研能力
、

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创造一个 良好的条件和环

境
。

通过近年的探索和尝试
,

我们物理专业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遍有所提高
,

毕业的学生也

已得到社会的认可
,

不断有用人单位到系商谈用人

事宜
。

今后
,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
,

为社会培

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



因此
,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还需要加 以修正
。

例如理

想气体物态方程

丛
林

它只适用于理想气体
、

平衡态
。

在非理想气体的情

况下就必须加以修正
,

物理对象的理想化
,

使得描述

和结论都是有条件的
。

复杂的扩充句式 物理的语言
,

从语法上来

看
,

语言的成分和结构都 比较复杂
,

在言语前面有一

个到几个定语来修饰它
,

这些定语成分都是必要的
,

不能像生活用语那样去简约化
。

例如
“

导体中的电

流强度跟这段导体两端的 电压成正 比
”

一句中
, “

导

体中
” “

这段 导体两端
”

都是定语成分
,

如果 简约为
“

电流强度与电压成正 比
” ,

则失去了它的准确性
。

二
、

物理语言能力在物理教学中的功能

在物理教学 中
,

物理语言具有概括 的功能
。

这种功能构成了学生对物理世界 的认识
,

倘若没有

语言
,

学生心 目中的物理世界只能是未分化的混沌

状态
。

语言使不稳定的
、

无秩序的感觉变为稳定的
,

有秩序的表象
。

因为它给物理概念和规律赋 以名

称
,

就可 以使事物所具有的属性有了统一性
,

并且
,

名称一经确定
,

就可以使之保持稳定
。

利用概括化的语言
,

能够打破感觉器官的局 限

性
,

使学生的感觉
、

知觉
,

表象上升为理性思维
。

物理

的教学过程
,

常常是 由实验或由学生 日常生活经验开

始的
,

通过利用语言的对 比
、

类 比
、

抽象出物理概念

—一类事物的共性
,

将感知觉上升为理论
。

例如
,

在力学中学生有的是人推车
、

拉锯
、

提水桶
、

压木板的

感 知 觉
,

教 师 要 通 过 讨 论
,

让 学 生 总 结 出
“

推
” “

提
” “

拉
” “

压
”

这 个词语里都是力的表象
,

这时

的
“

拉
” ,

不 一 定 是
“

拉锯
” ,

也 不 一 定 是
“

人 拉
”

⋯

⋯
。

学生就是这样靠语言
,

重新认识了眼前存在的事

物
,

并唤起眼前不存在的事物
。

在教学过程中
,

就是

利用语言来建立起知觉
、

表象和概念之间的神经反射

弧的
。

概括化的语言成分
,

如词或句是承担概念
、

判断

和推理的外壳
。

人借助语言
,

运用概念
、

判断和推理

来对思维材料进行加工
,

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

因此
,

对物理语言的理解程度就决定着对概念和规

律的理解和运用的程度
。

在物理教学 中
,

学生对物理规律的理解与其认

知能力和语言水平是一致的
,

语言贫乏的学生
,

不仅

读写能力差
,

而且难以正确理解教材中的意义
,

更难

以 作 出合乎逻辑的分析
,

也就难 以达到 预期 的学

习效果
。

物理语言具有调节的功能

课堂上师生通过语言调节注意 的定 向
、

注意力

的集 中
,

也调节师生情感的和谐
。

学生通过语言来

理解教师传授的知识
,

教师也通过学生 的语言来接

受反馈
,

调整教学 的进度
,

改变教学方法
,

提高课堂

教学的效率
。

学生听课时的表情是对教师讲述感知程度的晴

雨表
,

年级越低表情越外露 高年级学生在课堂上是

聆听还是置教师讲课于不顾而埋头看书
,

足 以使教

师感受 自己 的教学效果如何
。

有经验有能力的教师

会在极短 时间内调整讲课 内容或改换说理方式
,

力

图使学生理解
。

善于分配注意力的教师
,

能够同时

协调几种活动
,

达到边讲
、

边写
、

边实验
、

边观察
、

遇

意外情况时能冷静相对
。

既留意个别
,

又照顾一般
。

教师必须熟练掌握教材
,

各项基本功扎实
,

备课充

分
,

才能有余力分配注意力
。

如果教材不熟
,

演示实

验做不好
,

则上课时必穷于应付
,

自顾不暇
,

也就顾

不上组织教学了
。

另外
,

从学生的课堂讨论或师生 的问答 中教师

也能及时了解到学习的障碍
、

存在 的问题
。

教 师应

该迅速地进行思考分析
、

调整授课的进程
,

调整授课

的方法
,

调整说理的方式
,

将间题及时予 以解决
。

优美的物理语言具有感召学生的功能

古人云
“

教人未见意趣
,

必不乐学
” 。

教师讲课

如果遣词平庸
,

其声音单调乏力
,

对学生就没有感染

力
,

他们会 因乏味而倦怠
。

相反
,

若教师精通教材
,

讲出 自己对教材的体会
,

有感而发
,

动之 以情
,

才能

达到晓之有理
,

课堂气氛热烈
,

教学兴趣浓厚
。

学生

就会乐学
,

接受得快
,

印象也深
。

这样的教学语言符

合美学 的原理
,

美的知识容易接受
,

容易记忆
,

也容

易应用
,

正像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言
“

一个能够

动听地
,

明晰地教学的老师
,

他的声音便该像油一样

浸人学生的心理
,

把知识一道带进去
。 ”

物理语言的特点和功能
,

是 由物理学科的性质

所决定的
,

我们应深人地钻研教材
,

不断提高授课艺

术
, “

用最好的营养哺育学生
,

启迪心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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