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物理在整个大学培养阶段是最基础的

课程
,

其目的是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内容和方法
、

工作语言
、

概念和物理图像
、

其历史
、

现状和前

沿方向
,

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相互影响
、

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影 响
,

从整体上有个

全面的了解
�

普通物理不仅要为后继课程打下

坚实的基础
,

在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时
,

它本身

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

然而
,

当前普通物理教材

间的相 互作用
”

等抽象说法来解释
“

力
” ,

并用

弹簧秤测力
�

把质量和力作为动力学基本概

念
,

导出动量和能量的概念以及有 关的守恒定

律
�

今天对于力学现象的描述和理解
,

已和牛

顿的时代不 同了
,

人们更偏爱对称性概念
,

更

习惯于从守恒性的角度来考虑和分析问题
,

动

量
、

能量的概念要 比力 的概念基本得多
,

因此
,

我们可以以动量
、

能量守恒定

律为核心
,

从动量守恒定律引

人质量的概念
,

再从物体间动

量 的交换引人力的概念
,

这样

不仅逻辑清晰
,

而且从观点上

与近代物理相衔接
�

�
�

介绍物理学发展前沿和

热点
,

开设
“

窗口
” ,

留下
“

接 口
”

教育要超前发展
,

但教育

内容往往跟不上科学技术发展

的步伐
�

如  ! ∀# 年牛顿力学

体系形成
,

 ∃∃ 多年后才编人中

学教材 %  &∃∋ 年创立狭义相对

认
,

至今许多 大学仍未 学 过
�

因此
,

教师应能掌 握一些 当前

科技 发展动态介绍 给学 生
,

开

设
“

窗 口
” ,

引导学 生 向
“

窗 口
”

里的世界望一望
,

有利于激发

兴趣
,

把学生引 向科技前沿
,

留

下
“

接 口
” ,

交待一下 可 由此延

伸出去的领域和课程
�

如
(

在力学里介绍一些相

对论
、

引力波
、

混沌理论
%
在热

龙跃奇

普物教学改革尝试

存在一个通病
—

理论化倾

向
,

即追求系统性
,

追求完整

全面
,

造成一方 面与 中学内

容重复较多
,

另 一方面 又有
“

侵略
”

理论物理
“

领 土
”

的倾

向 %
喜欢用公式说明问题而不

喜欢定性地或半定量地 用物

理概念说 明 间题 % 与实 际脱

节
,

对物理学 的历史
、

现状
、

前

沿和热点
,

以及在实际中的应

用介绍甚少
,

结果让学生缺乏

兴趣
,

仅仅满足于应付考试
�

为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

实现从应试教育

向素质教育转变
,

全面提高学

生素质
,

有必要做些改革和尝

试
�

一
、

现代化

 
�

用现代化观点讲述传

统经典内容

我国 目前采 用的普通物

理学教材大多是 沿用前苏联

的模式
�

它们在出版当时是相 当
“

现代化
”

的
,

但时至今 日
,

物理学已飞速向前发展了几十年
,

有些概念和理论的提法
,

要用现代的观点来重

新审视
�

如
(

传统力学教材是以牛顿运动三定律为

核心
,

质量和力 的概念同是由牛顿第二定律引

人
,

用
“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

或
“

物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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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中介绍等离子体
、

宇宙论
、

耗散结构理论 % 在

电磁学中介绍超导
、

磁单极 % 光学中介绍激光技

术 % 原子物理中介绍夸克模型
、

大统一理论
、

大

爆炸
�

∗
�

用现代电化教学法手段
、

幻灯
、

投影
、

录

音
、

录像
、

计算机等辅助教学
、

再现物理学史精

彩片断
,

模拟抽象物理过程
,

展示广阔的物理应

用前景
,

以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和爱国思想
,

为物

理教学增色添彩
�

现代物理知识



二
、

学史化

教育心理学认为
,

教师的首要任务
,

就是调

动学生对所学课程 的兴趣和热情
�

物理学是对

客观物质世界 的抽象概括
,

读起来难懂
,

学起来

枯燥
�

要是在教学过程 中
,

有 目的地选择一些

与教材相联系的史实
,

把学生带进历史的殿堂
,

将有关概念
、

规律联系成活生生的有机整体
,

让

学生在 听故事中接受知识
,

很容易获得学生的

共鸣
�

同时科学家勤奋探索
、

献身科学的精神
,

又能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
,

潜移默化中达到育

人的目的
�

如
(

讲授
“

电磁感应
”

问题
,

可按 以下

设计进行教学
�

演示  ∀�∃ 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在哥本

哈根大学讲台上做
“

电流磁效应
”

实验
�

实验表明
“

电能生磁
” �

反过来
, “

磁能生

电
”

吗+

演示
,

 ∀ � ∋ 年瑞士物理学家科拉顿 −由教师

扮演.实验
�

演示时
,

学生已清楚看到电流计指

针的偏移
,

扮演科拉顿的教师却没有看到
�

−学

生必然产生很大震动 .

分析科拉顿错过发现 电磁感应现象机会的

原因
�

“

磁生电
”

的条件 +

介绍  ∀ ∗  年 ∀ 月 � & 日
,

 ∃ 月  # 日法拉第

实验
�

法拉第成功的关键 −电磁感应现象的暂态

性 .
,

总结法拉第定律
�

三
、

实际化

物理学是一门实际的科学
,

应该讲成一 门

很
“

亲近
”

的课程
,

使学生感到物理学就在身边
,

并不神秘而且有用
,

从而增强学习动力
�

 
�

加强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

物理实验现象直观
、

明显
、

有趣
,

物理思想

丰富
,

展现出的物理概念清晰透彻
�

学生动手

做实验
,

在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的同时
,

又能

培养技能
�

�
,

与专业课程相联系

对工科学生来说
,

学习普通物理是为进一步

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基础
�

所以在制定教学计

划之前
,

应该先做一番调查研究
,

了解教学对象

所学的专业课程
,

联系 专业实际
,

确定 教学内

容
�

例如
,

对于机电一体化专业
,

可加强运动

学
、

动力学 −特别是受力分析.
,

刚体力学
,

机械

振动
,

静电学
,

电路
、

电磁感应等 内容的要求
%
适

当降低机械波
、

热学
、

光学等内容的要求 % 而 电

磁波
、

原子物理只需略加介绍就行了
�

在具体讲

授时
,

可举一些专业课中的实例进行讲解
�

如讲

静力学受力分析时
,

可举斜楔夹紧机构的夹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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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于学生学

好专业课
,

会起到 良好的作用
,

学生也不会感到

物理课与专业课脱节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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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实际相联系

学习的最终 目的是学以致用
,

−职工学校 .

普物教学应特别注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

如
(

在讲授光的干涉内容时
,

讲前可先问学员
,

抛光

一个工件
,

如何检查工件表面的平面度和表面

粗糙度
,

学员可能知道用角规测平面度
,

凭经验

与标准面比较或用机械轮廓仪系统检测表面粗

糙度
�

讲完光的干涉后
,

可 向学生介绍如何用

光的干涉原理检测平面度和粗糙度
,

而且精度

很高
�

综上所述
,

物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学科
�

教学 时
,

在现代化
、

学史化
、

实用化方

面作些努力
,

定能使学生在学习物理学时激发出

极大的兴趣
,

甚至获得享受
,

从根本上提高教学

质量
,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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