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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查阅了美国 年代出版的大学普通

物理的教材七本
,

查阅国内流传广泛
、

影响较大

的三本教材
,

它们是 年版的程守诛的《普通

物理学 》张三慧的《大学物理学 》 年版 挥瑛

的《大学物理学 》 年版 对比的结果主要有

以下四个方面的差异

一
、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美国著名的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家布鲁纳认

为
“

学 习 的最好刺激
,

乃是 对所学材料 的兴

趣
”

如果学生对教材产生浓厚的兴趣
,

学习效

果会明显提高
,

年代美国的大学物理粼材为

吸引学生
,

增加了大量的彩色照片
,

从基本粒子

到宇宙星际
,

从 日常生活到高科技
,

从实验室到

自然现象
,

内容广泛
,

反映近代物理的影响
,

直

观形象
、

生动地向学生展示近代物理的奇妙
,

如

用计算机模拟 的相对论长度收缩效应
,

几乎每

本国外教材都有电子显微镜和扫描隧穿显微镜

拍的照片
,

这些大量的照片以及图示
,

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
、

启发性和趣味性 实物实景的彩照
,

国内教材是看不到的 国内教材的插图不仅从

数量上少于国外教材
,

见附录
,

而且插图显得单

调
、

枯燥
、

呆板
,

插 图所 占面 积也少 于 国外教

材 几乎每本国外教材都有科学家的照片
,

有

的是头像
,

有的是生活照
,

让学生感到亲切
,

物

理是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 国内教材开

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

从 年代的书没有一幅物

理学家的照片到 年代 的书附有主要物理学

家 的照 片
,

虽 然从数量 和质量 上 不 如 国外 教

材 插 图中
,

国外教材也突出人
、

火车
、

山等 自

然物体
,

而国 内插图就是线条 国外 年代物

理教材彩色印刷
,

如 图中的不 同区域用不同颜

色
,

实验数据和理论 曲线用不 同颜色
,

时钟的

面
、

刻度
、

指针用 了三种颜色
,

重要 的公式
、

章
、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北京

节标题用彩色
,

正文的旁边 留出空 白供学生笔

记
,

这些特点国内教材望尘莫及

国外教材例题明显多于国内教材
,

见附录
,

有感于物理难学
,

题难做
,

年代增加了例题
,

有的书还说明解题思路 课后的练习和问题也

远多于国内教材
,

题 目按难易分等级
,

并且注上

这几道题对应课文哪一节的内容
,

题量虽大但

难度不大 国外教材每章开头有内容简介或背

景简介
,

结尾有提要
,

国内有的书有类似做法
,

其 目的是帮助学生概括
、

总结 国外的教材特

别强调应用
,

有的是在正文中讲述
,

有的是放在

专题 内介绍
,

这样不仅使学生感受到理论的应

用
,

而且还了解到最新科技动态
,

突出了物理内

容
·

的现代化 国外激光是作为量子力学应用中

的一节或专题
,

而 国内有的把激光作为一章讲

述 国内教材对近代物理应用的介绍相对比较

薄弱
,

如有的书根本没提电子显微镜和扫描遂

穿显微镜
,

有的书只讲了遂穿效应的原理
,

没讲

应用
,

有的书在专题中介绍了扫描隧穿显微镜
,

而国外教材量子力学部分都要介绍这二种显微

镜的原理和应用

国内教材在狭义相对论一章中
,

双生子详

谬不是设为一节的内容
,

就是作为时间膨胀的

有趣的间题提出
,

一

既吸引学生又加深了对相对

论的理解
,

国内三本教材没有提双生子详谬

二
、

简化数学推导
一

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恩曼说
“

对学习物

理的人来说
,

重要 的不是如何正规严格地解微

分方程
,

而是 能猜 出它们 的解并理解物理意

义
”

国外教材把对物理概念的理解放在第一

位 如长度收缩
、

时间膨胀
,

几乎都是用一个直

观
、

易懂的例子简单地推导出来
,

既强调了光速

不变的原理
,

又较好地理解时间膨胀
,

从时间膨

胀又可推导出长度收缩
,

加深了对长度收缩的

理解
,

以及时间测量与空 间测量的联系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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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教材都是从洛仑兹坐标变换推导出时间膨

胀
、

长度收缩
,

学生在学习中只看到数学公式的

推导
,

理解其中的物理意义很困难 国内教材

既使到了 年代还是 明显受到苏联模式的影

响
,

注重体系的完整性
、

严密性
、

逻辑性 国外

教材为使学生掌握基本概念的物理意义
,

而适

当放弃理论体系的严密性
,

如有的教材把洛仑

兹变换作为选学内容
,

有的在时间膨胀和长度

收缩后再介绍
,

也有的甚至不提洛仑兹变换式
,

而国内教材几乎都倾向于把洛仑兹变换看作仅

次于二条基本原理的公式
,

狭义相对论 中的时

间
、

长度
、

质量
、

能量和速度变换都是从它 导

出 国外绝大部分教材没有推导
,

直接给出相

对论质量
、

能量和速度变换式 速度变换式大

都限于一维
,

区别于伽利略速度变换即可
,

国内

三套教材却都详细给出三维速度变换式 对于

薛定愕方程
,

国外绝大部分教材只给出一维的
,

应用于氢原子
,

一般直接给出四个量子数
,

而国

内教材都写出了长长一串球坐标下的三维薛定

愕方程

三
、

注重近代物理和经典经物理的比较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加涅说
“

知识的获得有

一个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新的能力建立在先前

习得的能力基础上
,

⋯在计划教材程序时
,

最

要紧的是应能使学生避免因跳跃知识学习过程

中的必要步子而出现错误
”

要使学生掌握近

代物理的新概念
,

通过按历史发展的陈述
,

使学

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具备接受新思想的适应准

备
,

可以尽量避免认识上的混淆
,

有助于新理论

的辨别和记忆 国外教材在讲叙经典物理面临

的难题
,

总会提到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
,

如爱因

斯坦的
“

如果观察者以光速运动
,

电磁场如何

变化
”

面对光电效应
,

爱因斯坦怎样提出光量

子假说
,

普朗克在研究热辐射现象时
,

怎样引人

能量量子化假设
,

玻尔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三

个假设
,

国 内教材不提这些 内容 国外教材量

子力学部分是按历史顺序讲叙的
,

告诉学生科

学家包括普朗克
、

爱因斯坦对新理论
、

新观点的

困惑和怀疑
,

比较符合人性
,

国内有的教材也是

按历史顺序讲叙的
,

但只是罗列事实
、

公式
,

不

提科学家是如何思考的
,

使得物理远离学生
、

远

离人

国外相 当一部分教材介绍了玻尔的对应原

理
、

互补原理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物理与近

代物理 的联系与区别
,

国内教材不讲 学生在

学习波粒二象性时
,

往往从字面上理解
,

光既有

波性又具有粒子性
,

国 内教材也只到此 而 国

外教材却说明了这二种图像带来的困难
,

光在

传播过程中显示波的性质
,

难道和物质相互相

用 时又 突然变成 区域性 的粒子 光究竟是什

么 如果说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

那么也可以说

光既不是波动也不是粒子
,

经典物理 的语言在

描述微观粒子运动时已不再适用
,

这样为波函

数的引人和几率解释做了准备 国外教材讲测

不准关系时
,

总会提到经典的因果决定论的观

点
,

以及量子力学的统计观点
,

既做为对比
,

又

说明了在微观领域人们对自然界认识方式的改

变和深人

四
、

强调概念的明确
、

清晰和深刻

概念的学习在物理教学中具有最重要的地

位
,

也是学生感觉最困难的部分
,

可以说离开概

念是无法进行科学思维的
,

如果学生不掌握物

理概念
,

这门课就没有达到最基本的要求 国

外的教材用相 当的篇幅阐明物理概念
,

如在相

对中
,

何谓物理事件
、

观察者
,

时空坐标如何测

量
,

时钟如何校准
,

都给出明确的定义或操作程

序
,

特别是时间的测量
,

容不得一点含糊
,

这为

学习相对论时空观打下 良好基础
,

国内教材没

有这些定义
,

以至在教学中学生 以为长度收缩

是用眼睛看到的 长度收缩是运动的尺子和静

止 的尺子相互 比较的结果
,

既是对易的又是可

测量的
,

运动影响测量
,

而不是运动尺子的原子

收缩了 在讨论测不准关系 时
,

国内教材说明

了观察系统对被观察者的干扰
,

如要测量一个

电子的位置
,

至少有一个光子照射上去
,

光子和

电子碰撞后
,

状态发生改变
,

这种测量过程的干

扰既不可避免
,

也不可估计
,

微观粒子的状态取

决于观察的方式 这些讨论对测不准关系的理

解远 比国内教材的深刻

国外教材形式多样
,

深浅不一
,

个别教材 比

卷 期 总 期



军校物理教学要突出军事特色

胡 样 发

高技术战争迫切需要高素质的军事人才

因为高技术战争具有武器装备高技术化
、

作战

方式多样化
、

战争多维化
、

系统结构整体化以及

作战指挥 自动化等主要特征 这些特征说明

高技术战争是一种知识密集型 的战争 因此
,

高技术战争的较量主要表现为技术的较量
、

知

识的较量
、

人才素质的较量 要打赢高技术战

争
,

关键的关键是必须造就和培养大批高素质

的军事人才

一
、

物理教学重在基础和能力的培养

科学技术物化在武器装备中
,

将有力促进

军队武器装备性能的提高
,

进而推动军队战斗

力发展 科学技术融合于人的素质之 中
,

将大

大增强官兵驾驭战争的能力 实践活动作为主

体对个体的改造活动
,

是 以主体人的素质为基

本条件的 人的素质高
,

对个体认识改造的能

力就强
,

成效也就显著
,

反之则低 人的素质可

昆明陆军学院 云南
一

以划分为身体素质
、

科学文化素质
、

心理素质
、

技能素质等若干个方面
,

在诸方面中
、

科学文化

素质至关重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在各种

实践活动中技术手段的应用就 日益广泛
,

实践

对人的科学文化
、

技术素质的要求就越高 军

事实践也是这样 只有具备较高的科技文化素

质
,

才能尽快的掌握和 自如 的操作各种技术装

备
,

充分发挥其作战效能

物理学是军校开设的一 门公共基础课
,

是

高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先导和坚实基础 物理

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
,

一方面使学员

掌握一定的物理理论知识
,

为学员进一步学习

其他课程和军事高科技知识打下牢固的理论基

础 另一方面
,

通过实验教学着重培养学员实际

操作技能
、

常用仪器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
,

理论

联系实际
、

分析和解决间题的动手能力
,

使学员

初步学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

法
,

因此
,

物理教学是一种基础教学
,

它对于学

员的发展潜力
、

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具有深远的

国内教材深
,

但绝大多数都显得简单
,

这种简单

是指物理公式的推导
,

而物理概念和物理意义

的强调却远超过国内教材 对于物理在高新科

技上应用的介绍也远多于 国内教材
,

物理不仅

仅是一种理论
,

改变了我们的思维
,

它还改变了

我们的世界
,

我们的生活
,

还将对人类的未来产

生重大的影响 一

五
、

其他

本文主要 比较了近代物理中狭义相对论和

量子力学
,

其它 内容 因取舍不一
,

难 以具体 比

较
,

大体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从附录 中
一

可看出
,

国外教材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占的比例 比较

低
,

国外近代物理部分还包括固体
、

分子
、

原子

核
,

有些把基本粒子列为一章
,

有些把宇宙论列

为一章
,

介绍大爆炸理论一这些 内容都是应用

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

说明对 自

然界从微观到宏观研究的深人
,

没有深奥复杂

的计算
,

大多是定性论叙
,

如激光介绍发光机

制
,

但一般不涉及公式
,

而国内有的教材却给出

自发辐射概率
、

受激吸收概率
,

受激辐射跃迁概

率公式
,

理论性较强
,

这就使得教师在课时紧张

的情况下
,

把这部分 内容删去
,

学生难以 自学
,

国外教师即使不讲
,

作为阅读教材学生也能 自

己看
,

再加上彩色照片和图片
,

很吸引人 国外

教材几乎都有原子核一章
,

不仅讲叙原子核的

基本性质
,

一

还强调在核武器
、

核电站
、

放射性医

疗和考古中的应用
,

以及放射性对人体的伤害
,

国内有的书没有这一章
,

有的书虽有却几乎没

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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