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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工科大学物理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 世纪后半叶
,

物理学在此前建立起来的

狭义相对论
、

量子力学
、

量 子电动力学
、

统计物

理和许多重要物理实验基础上
,

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发展着
 

许多物理学的分支学科
,

如原子
、

分子物理
、

原子核物理
、

固体物理
、

等离子体物

理以及粒子物理等
,

都得到极大发展
 

与此同

时
,

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间相互

渗透和交叉综合
 

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相互渗

透
,

产生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
,

如化学

物理
、

生物物理
、

大气物理
、

海洋物理
、

地球物理

等等
 

物理学的新概念
、

新理论和新的实验方

法向其他学科转移
,

促成各学科的发展并成为

其组成部分
 

� � 世纪后半叶
,

新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

展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高技术包含的科学知

识高度密集
,

综合性极高
,

如红外和红外成像技

术
、

激光技术
、

计算技术
、

信息技术
、

航天技术
、

生物技术等等
,

都无一例外地与物理学等学科

的基本概念
、

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方法密切相

关
,

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包括物理学在内

的各学科的发展
 

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密集性
、

综合性

极高
,

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
,

近几年来的局部战

争向人们展示
,

现代战争在相 当大程度上是高

新技术的较量
 

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离不开物理

学和物理学的新成就
,

如红外夜视
、

激光制导
、

激光雷达
、

三相弹等都与物理学原理和物理学

实验技术密切相关
 

这一切都表明
,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
,

物理学不但在历史上曾经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

在 �� 世纪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

而且毫无疑 问
,

�! 世纪物理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也必将处于

主导地位
,

它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
 

大学物理课是一门重要基础课
,

它的作用

一方面是为学生较系统地打好必要 的物理基

础
,

另一方面是使学生初步学习科学的思维方

法和研究方法
,

这些都起着增强适应能力
、

开阔

思路
、

激发探索和创

新精神
、

提高人才素

质的重 要作用
 

学

好大学物理
,

不仅对

学生在校学习十分

重要
,

而且对学生毕

业后 的工作和 在 工

作 中进一步学习新

理论
、

新 知识
、

新技

术
、

不断更新 知识
,

都将发生深远的影

响
 

物理课 的这一

作用
,

特别为许多专

家
、

教授
、

高级工程

技术专家所强调
 

我国工科大学

物理的学时一直少

于理科
 

因此
,

目前

实施的教学内容
,

主

要是传统物理课 内

容 在给定学时范围

内一再精选后 形成

的
 

总的来讲
,

工科

大 学生的物理基础

较薄弱
,

物理知识面

也较窄
,

特别是近代

物理和现代工程技

术有关 的物理基础

和现代工程技术方

面 的新知识更显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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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如我们的课程基本要求中没有物性学
、

分

子
、

原子核
、

粒子等内容 # 没有偏振光干涉
、

核磁

共振
、

穆斯堡尔效应等内容 # 量子物理
、

统计物

理等近代物理基础的基本概念
、

基本理论和知

识甚为薄弱
 

这些 内容
,

工科一般专业在后续

课中多不再涉及
,

而它们恰恰是 当今学习新理

论
、

新知识和新技术所要涉及的
,

有些甚至已成

为当今高新技术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

讲
,

大学物理课内容
“

老的多
、

新 的少
”  

因此
,

更新内容
,

加强现代物理和现代工程技术有关

现代物理知识



知识
,

特别是有关基础知识
,

是工科物理教学改

革必须面向的首要问题
 

二
、

工科物理课教学改革

工科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改革是很复杂

的
,

也是很困难的
,

不可能一嗽而就
 

应该坚持

以下原则
∃

不应改变物理课作为基础课的地位

和作用
,

应着力研究现代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应

具备什么样的物理基础 # 要重点研究如何处理

好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及有关近代内容的关

系 # 应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和分析问题
、

解

决问题能力上加大力度
,

与研究教学内容改革

的同时
,

还必须系统地研究教学方法
、

考试方法

等教学环节的改革
 

工科大学物理课内容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

物理学基础 %包括经典物理基础和近代物理基

础&
,

同时适当地介绍反映现代物理和现代工程

技术的新知识
,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

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提高学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

获取知识的能力
 

由于工科物理课程教学时数

少
,

只靠课程内容和体系本身改革回旋余地小
,

改革要将课内课外
、

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
、

课与

课间关系诸方面综合考虑
 

介& 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

应以物理课程教

学基本要求为依据
 

在保证经典的前提下
,

进

一步精选经典物理内容
,

突出教学内容及能力

培养
,

避免过分强调系统性和严密性等
,

在整个

经典物理教学过程中应贯彻加强近代思想 # 在

近代物理基础的基本要求部分
,

加强量子力学

和统计物理基础知识
,

以利于学生在校和离校

后进一步学习新理论
、

新知识和新技术 # 加强现

代工程技术物理基础专题
,

这部分内容应侧重

物理原理
,

而不要停留在科普水平上
,

上述三部

分内容的讲授学时
,

分别约占总学时的 ∋ ( )
、

� ∗ ) 和 !∋ )
 

%二 & 开设物理类和技术类专题选修课 %或

讲座 &
 

物理类选修课
∃

如现代物理导论
、

混沌
、

原子和分子物理
、

核物理
、

天体物理
、

等离子体

物理
、

凝聚态物理
、

嫡和信息
、

傅里叶光学
、

非线

性光学
、

非线性力学等
、

技术类选修课
∃

如现代

工程技术专题
、

激光技术
、

光散射技术
、

全息技

术
、

穆斯堡尔谱学
、

核磁共振技术
、

薄膜技术
、

换

能器
、

红外技术
、

低温和超导等
 

选修课应着重

物理概念
、

物理思想和方法
,

不追求数学 严密

性
,

不过分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
 

%三& 教学手段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
 

粉笔加教鞭不适应改革的需要已经成

为人们的共识
 

近几年来
,

有许多院校在多媒

体辅助教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实践证明
,

把

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可以改变信息的包装形

式
,

在计算机上把图
、

文
、

声
、

像集成在一起
,

提

高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

能调动学生主

动运用多种感观积极参与多媒体的活动
,

使学

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发现
 

同时
,

这

也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
,

为教学的顺畅

实施与高效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在提高认

识的基础上
,

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人
,

多媒体辅

助教学必将成为 �! 世纪教学手段的主体
 

而

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也应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 +∗ 年 , 月 ∀ 日
,

中国物理学会正式宣布

中国物理教育网建立
 

这就为网上教学和科研

提供了方便
,

物理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利用这一

有利条件
,

从网上获取信息服务于教学
 

名校
、

名师更应在网上传播自己的教法和经验
,

使大

家受益
 

三
、

教学过程中的一点尝试

物理学的迅速发展
,

不断在广度和深度上

揭示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
 

在教

学实践 中
,

我以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

据
,

在保证经典的前提下
,

把现代物理专题中

的部分内容穿插安排在授课之 中
,

学生反映很

好
 

如在讲完振动与波后
,

由单摆的线性振动

自然地过渡到单摆的非线性振动
,

从而引 出
“

棍沌
” ,

接着向学生指 出了普遍存在的混饨现

象
,

并简要介绍 了混沌理论的发展及意义
、

激

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

另外
,

我还编制 了

部分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以用于教学
 

如在

驻波一课中
,

用形象
、

直观的动画把驻波的成

因生动有趣 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

提高了教 学

质量和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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