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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国家确定在广东省实行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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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改革试验
,

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

的确
,

随

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

仅有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 的熟练掌握 已经不能满足需要
。

人们更需要具

有获取知识
、

重组知识
、

综合运用知识 的能力
∋

不

可否认这正是高校现 时教育的薄弱环节
。

这一薄

弱环节的存在
,

很大程度上是 由现存的考试模式决

定的
。

多年来
,

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
,

中小学教育不能

单纯追求升学率
,

这一 呼吁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
。

于是就 出现了
“

减负
” 、 “

� �  
”

等一系列改革新模

式
。

在高校教育中虽不涉及升学率问题
,

但仍是 以

一张卷子检验学生们的学 习好坏
。

卷面的内容则是

一些理论性很强
,

离实际很远的题 目
。

学生们为了

不让这张卷子毁了 自己 的前途
,

唯师命是从
,

紧跟着

老师的粉笔头转
,

哪还有时间琢磨 自己的想法
,

生怕

漏掉
“

重点
” 。

难怪学 生们这样描述 自己 的学习经

历
, “

上课记笔记
,

下课抄笔记
,

考试背笔记
,

毕业扔

笔记
” 。

这种经历是悲惨的
,

尤其是学习物理学这样

的 自然科学
,

因为它既禁锢了学生的思维
,

又限制了

学生的活动范围
。

即使有再大的潜能也只能
“

潜
”

下

去了
。

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 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

新
,

勇于创新
。

教育必须 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创新意识的培养
,

必须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

素质的培养训练
。

考试在其中应起到导向的作用
,

以能力测试为主导
,

以注重学生综合能力为 目的
,

以

考察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问题
、

外的建筑物和武器装备都能得以保存
(而在 )∃∃ 米范

围以内的任何生命将死亡 ( 在 ∗∃∃ 米内的人员如不遮

蔽就会在 + 分钟内失去活动能力
,

在一两天内死亡
。

为了有效地利用中子
,

不致于有大量中子逃逸
,

需要有中子反应层 !如图 ,% 包围核弹
。

铁虽不是裂

变材料
,

但它吸收中子较放出中子为少
,

这无疑是增

加了中子产额
。

这种 中子反射层 除了易引爆之外
,

还可以节省可分裂物质
。

因此选用金属被作中子反

射层是十分理想的
。

爆炸产生的中子除在穿出中子弹壳体的过程 中

损失部分能量外
,

很大一部分成为核辐射的杀伤因

素
。

由于中子弹用小型原子弹作为爆炸引信
,

所以
,

中子弹在爆炸时还有一定的放射性
。

从这个意义上

讲
,

中子弹也并不是那种
“

干净
”

的核武器
。

三
、

中子弹的防护

虽然中子弹所发出来的核辐射来无影
、

去无踪
,

看不见
、

摸不着
、

听不到
、

闻不出
,

但根据中子弹的不

同杀伤机理
,

人们还是有办法对付中子弹的
。

防中子弹主要是防护中子辐射
。

我们知道 中子

+∃
∋

与原子核相撞
,

重核反而不易阻挡中子
,

这也是中子

弹易于穿透装甲和坦克的道理
(反之

,

轻核较易阻挡

中子
,

如水
、

木材
、

聚乙烯塑料等都能较好地慢化并

吸收中子
。

目前
,

国内外都在为坦克研制
“

新装
” ,

就

是在坦克的钢板内加上能慢化和吸收中子的加层
。

据报道
,

奥地利维也纳高等技术学校 的物理学家们

研制 了一种塑料复合物
,

用它制成的 ) 厘米厚的防

护层
,

就能把中子辐射削弱到 千分之一
−

西德新 的
“

豹式
”

坦克所用的防护材料是一种铝和甲基丙烯酸

甲脂的复合物
,

也可以减弱中子的照射
∋

在一些紧急情况下
,

当发现中子弹的闪光后
,

暴

露的人员应迅速进人工事
,

或利用地形
、

地物
,

如沟

谷
、

崖壁
、

涵洞等进行遮蔽
。

这样
,

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吸收的剂量
。

当然
,

一旦得了放射病
,

还应及

时进行治疗
。

尽管我国已经掌握 了中子弹技术
,

但作为一个

爱好和平
、

独立 自主的国家
,

我们绝不会以强凌弱
,

对任何主权国家施以核威胁
,

同时也绝不惧怕任何

核大国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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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要功能
。

打破旧的考试模式势

在必行
。

改革原有考试模式并不意味着将原有的东西统

统扔掉
,

而是在保留原有可取的做法的基础上作适

当的调整
,

笔者认为可做以下调整
−

一
、

改理论课与实验课独立考试为综合评定

在许多高校 中为非物理专业的学生开设的物理

课仍分理论课和实验课两 门
,

而且各立门户
,

考试分

开
,

互不影响
。

其中实验课多为考查课
,

成绩的确定

主要依据平时的表现
,

随意性较大
,

学生重视的程度

也不高
,

马马虎虎也能过关
。

理论课的学习偏重于

对知识的理解
、

消化
,

即获取知识的能力的培养
。

实

验课偏重于对知识的运用和动手能力的培养
。

理论

和实验有任何一门不合格
,

都不能说物理课学得好
。

所以说没有理 由将二者分开
,

而应分别作为物理课

学习考试的一部分
。

尤其是 实验课的考核
,

应针对

所有做过的实验
,

精心编题
,

让学生以抓阉的形式抽

取 自己的题 目
,

并在 限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实验

操作过程
。

有条件的还可以让学生完成设计性的实

验
。

对于有创新做 法的学生
,

考核 时适 当地提档
。

这既能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重视程度
,

又能激发他

们 的学习兴趣
,

从而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

对于

敢于大胆实践
,

即使没能成功的学生也要加以鼓励
,

正确引导
。

二
、

将考试纳入教学过程中

通常情况下
,

考试都被安排在学期末的某一时

间进行
,

因此每学期的最后一个月就成了校园的
“

考

季
” 。

在每个考季里学生是最用功的
,

尤其是平 日里

时间抓得不够紧的学生
,

不得不抱着一大堆书籍
,

泡

在图书馆内废寝忘食
,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笑到最

后
。

倒是那些年如一 日
、

埋头苦学的人
,

面对一张考

卷
,

倍感浑身解数无用武之地
,

也不见得 比临阵磨枪

者高明多少
。

考试必须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
,

才能

体现学生能力的高低
。 “

考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

的方向
,

你
“

考什么
,

我就学什么
”

的心理也有其合理

性
。

教师可利用学 生的这一心理
,

将考试纳人到教

学的全过程中
,

学生课堂的表现
、

课后作业的完成情

况都可作为考试的一部分
。

这要求教师改变观念
,

“

好
”

的标准要做一番改动
。

在学习上墨守成规的不

能算
“

好
”

学生
。

倒是那些肯动脑筋
、

大胆提问
、

敢于

表明 自己的想法
,

善于冲破思维定式
,

有独到见解的

学生在考试成绩上要体现出优势
。

当然这需要教师

在教学过程 中不断设计让学生能够充分展示才华的

情境
。

比如课堂讨论
、

课后思考题
、

撰写科技小论文

等等
。

三
、

试卷内容也要以考学生能力为主

期末考试是一种测试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分析问

题
、

解决 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手段
。

这与平时的开卷

考试一样都是 以考能力为主
,

所以题 目的选取不能

光是计算题
,

要让综合性的 问答题占一定的 比重
。

回答这类问题的关键是分析过程
,

在分析 的过程 中

才能体现学生的真实能力
。

让学生意识到在考试中获取好成绩光靠死记硬

背或临阵磨枪蒙混过关恐怕不行
。

只有在平时加强

分析问题
,

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
,

学习正确的思维方

法
,

才能过关斩将
。

当然教师要负起交给学生综合

分析问题的方法的责任
,

学生只有掌握了这些方法

才能举一反三
。

考试改革是教学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决定

着素质教育的成败
,

各方面都应负起责任
,

使考试改

革 向着既有利于高校培养人才
,

又有助于服务社会

实践的方 向发展
。

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在当代
,

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水平
,

不仅体现在

它的科技成就上
,

而且体现在其公 民的科技文化素

养上
。

科学技术 的发展
,

既要依靠科学家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在科技高峰上不断攀登
,

也有赖于公众对

科学技术的理解
、

应用和支持
。

科学技术的普及是

以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为 目的的科技传播活动
,

它的根本任务
,

是把人类 已经掌握的科技知识和生

产技能
,

以及从科学实践中升华出来的科学思想
、

科

学方法和科学精神
,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传播到社

会的各个方面
,

为广大群众所了解
、

掌握
,

以增强人

∀�卷,期 !总.�期%

们认识 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能力
,

并帮助人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因此
,

科普工作对于

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振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去年以来
,

江泽 民总书记多次就加强科普工作

发表了重要讲话
,

最近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对全社会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专门进行了强调
,

这些讲话和这

种建议
,

应看做今后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开展科

普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

!摘自《科技 日报》祝贺 )∃ ∃∃ 年中国国际科普论坛召开的评

论员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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