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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来临了 o对我们的工作应该一个有新的

思考 ∀俞允强先生和宋菲君先生发表了关于理论物

理课程k也称四大力学l教学成功和失败的探讨 o而

且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o读后很受启

发 ∀我从事理论物理教学多年 o深以为理论物理课

程是培养物理规格人才的/ 重头戏0 o理论物理的毕

业生很有/ 后劲0 o也被社会所承认 ∀半个世纪过去

了 o在这个领域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o没做对什么 o

以后怎么做应该有新的思考 ∀我想就以下几方面发

表一些看法 o参加讨论 ∀

t  物理系毕业生的培养目标

一切教学设置都离不开培养目标 o按照国家教

委 |s年代关于物理人才规格的规定 o物理系培养的

人才分 v种规格 o即物理 !应用物理和物理教育 ∀物

理专业设在过去的综合大学 o应用物理是在过去的

工科院校的基础物理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数量比物理专业还多 ∀物理教育则是师范院校的物

理系 o数量最大 ∀从理论上讲 o他们各有各的从业去

向 ∀但是由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 o毕业生数量增多 o

又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向 o应该说物理系的毕业生毕

业后从事物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少数 o而且正如

宋菲君先生所说的将越来越少 ∀基于这一点 o|s 年

代国家教委在 ts 个左右的重点综合大学里建设了

/ 理科物理人才培养基地0 o/ 基地班0的培养方式可

以各有创新 o但必须给学生以比较坚实的物理基础 o

以保护物理学科人才的来源 ∀虽然这些毕业生毕业

后也不会都从事物理方面的工作 ∀但是应该说这些

学生的培养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

以上 v 个专业在教学内容上都强调普通物理 o

物理实验是基础 ∀物理专业对理论物理课程也同样

高要求 o应用物理专业对理论物理课程要求可适当

放低 ∀这些毕业生即使以后不一定从事物理有关工

作 o但是按照教委/ 物理人才培养规格0的精神 o他们

还应该按照物理人才的规格进行培养 o并且认为这

些具有物理学科素质的毕业生 o在其他专业或岗位

工作 o也可以不同方式发挥自己的特长 o符合社会对

人才的需求 o所以也是符合国家的培养目标的 ∀

u  教学要/ 简明0 o要/ 少而精0

如上所说 o我们看到无论是/ 基地班0的学生 o或

是物理专业的学生 o理论物理是重要的基础课 o要严

格要求 o严格训练 ∀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教学时数

大大减少 ∀首先是学制从 y年 !x 年减至 w 年 o星期

工作日从六天改为五天 o政治课 !计算机和英语课时

相对增加 o再加上在实际执行中 o四年级的学生忙于

准备考研 o学英语 o找工作 o学习效率降低 ∀在这种

情况下 o整个物理教学包括理论物理的教学都要走

向俞允强先生说的/ 简明0 o或者我们称之为 / 少而

精0 o这是必然的趋势 ∀ / 简0和 / 少0是一个意思 o

/ 精0是指要做到这个学科的主要部分理论的系统

性 o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准确性 o包括适当的引

申 o知识量和习题训练 ∀这对教师来讲是很高的要

求 o既要对这门学科全面把握 o又要能做到准确的取

舍 o很不容易 ∀这需要通过教改实践来实现 ∀这里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习题训练是很重要的 o要有难题 o

要难 !中 !易结合 o多少要适当 o难题选择要有训练意

义的 o要反映课程的要求 o实践表明 o不同类型的习

题训练使学生加深了对课程的理解 o提高了解决问

题的能力 ∀我认为上述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反映了

在中西方教育对比中我们的长处 o固然我们有弱点

需要克服 o可长处也不能丢掉 ∀宋菲君先生在文中

说/ 须知四大力学是很难学的课程 o不花工夫是很难

真正学懂的0 o/ 课时太少 o缺乏必要的训练包括习题

训练 o,靠听讲座是学不会的0 ∀这是从学的角度提

出来的 o我以为这些意见是很正确的 ∀

v  理论联系实际

这是大家都会同意的原则 o但在理论物理课程

中如何实现 o却是一个探索了很久还需要继续探索

的问题 ∀但是也许可能只是一个认识问题 ∀因为基

础课不能只讲概念 o只讲规律 o总要引申 o联系实际 ∀

问题是这个所讲的/ 实际0是什么 �是一个实际的生

产问题 o还是一个实际的科研问题 ∀联系这样的问

题不仅理论物理基础课做不到 o我想工科或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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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基础课也做不到 ∀实际问题是综合性的 !复杂

的 o远不是一个学科所能包括的 ∀同时基础课面对

的也绝不是一二个/ 实际0问题 ∀在基础课里纳入一

个具体实际问题是与基础课的任务相违背的 ∀说到

这里使我想起了/ 文革0时代 o北京大学物理系理论

物理专业停止招生 o教师下放农场劳动 ∀工宣队问 }

/ 理论物理有什么用 �0 ∀王竹溪先生是我国著名物

理教育家 o他回答说 }/ 理论物理是基础学科 o基础就

象房子的地基 o地基的用途是不能问它支持了那一

块砖那一片瓦 o整个房子是它支持的 o地基越牢 o房

子盖得越高 ∀0在那个时代作这样的回答是很需要勇

气的 o我认为王竹溪先生的回答至今仍可以帮助我

们认识基础课的作用 o认识基础课理论和实际的关

系 ∀

我以为 o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应该融合在整个

教育过程中 o而不是一门课一章一节地去要求 o而且

什么是/ 实际0也要走出上述认识的误区 ∀近来一些

有经验的教师正在为基础课的改革努力 o希望在以

往比较封闭课程系统中开一些窗口 o加一些接口 o反

映近代科技的成就 ∀这是一种可贵的努力 ∀随着科

学的发展 o基础理论课要适当反映前沿的成就 o增加

学生的知识面 ∀这正是我们目前教学和教师队伍所

缺乏的 ∀我们期望这方面的实践能在基础课如何理

论联系实际方面获得正确的认识和成果 ∀

w  本科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阶段

我再补充一点 o这里谈的是本科教育 o现在对物

理系的学生而言应该是专业基础教育 ∀比起五六十

年代来说这是大不相同的 ∀当时的本科教育也许就

是最后的学历 ∀因此也就要求是专业教育 ∀在计划

经济年代 o毕业生是按照专业对口分配 ∀万一不对

口 o也没有择业的自由 o就有宋菲君先生所说的/ 开

局难0的担忧 ∀现在教育发展了 o本科之后还有硕

士 !博士 !博士后 ∀本科只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一个阶

段 ∀我们的教学没有任务必须/ 毕其功于一役0 o把

能想到的好事都做完 ∀毕业生在结束本科阶段教育

后 o有很多机会继续拓宽知识 o提高能力 o进入前沿

研究工作 o甚至于改变专业方向 ∀俞允强先生在文

中说/ −尽量为学习准备他们将来有用的知识. 是一

种很糟糕的观念0 o我很同意 ∀这不是本科教育的任

务 o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o都是既没有可能 o也没有

必要 ∀

x  回顾和展望

理论物理的基础课教学和中国的教育一起 o风

风雨雨走过了半个世纪 ∀有成功的经验 o也有失败

的教训 ∀有长处也有短处 ∀五六十年代 o我们受当

时苏联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 o也有消极的一面 ∀七

八十年代美国吹来一阵风 o引起了我们教育界的深

刻反省 ∀在反省中寻求改善的途径 ∀应该说今天我

们的教学既不是苏联式的 o也不是美国式的 o而有着

我们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最近发表文章k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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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随想0l o就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作了比较 o我认

为比较客观 !科学 o可以借鉴 ∀现摘录如下 }他说 }

/ 今天 o大家在讲科技的时候都要讲/ 创新0 o/ 创新0

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流行的名词 o在报上经常看到 o究

竟怎样才可鼓励创新呢 �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

题 ∀在这个问题上 o我个人有深深的感受 ∀因为我

是在中国出生成长 o念完了中学 !大学 o还拿到了一

个硕士学位之后才到美国去的 ~博士学位是在美国

拿的 o然后做研究 !教书 o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 ∀我

觉得自己对中国 !美国的教育哲学都有相当深入的

认识 ∀这两个教育哲学是相当不一样的 o而这两个

不同的教育哲学在怎样鼓励创新这件事情上的差

异 o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0

/ 到底这两种教育哲学哪个好 o哪个不好 �这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o需要用辩证的方法来仔细了

解 ∀我认为 o这两种教育哲学都能够鼓励创新 o不过

它们各自对不同类型的学生产生的最大效应是不一

样的 ∀ 我觉得 o美国的教育哲学对排在前面的

vs h ) ws h的学生是有益的 o他们可以跳跃式学习 o

给了他自由 o他可以自己发展出很多东西 o当然他的

知识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漏洞 o但如果他真是很聪

明的话 o将来他自己可以弥补这些漏洞 , ∀可是 o亚

洲的教育哲学对排在后面的 vs h ) ws h 的学生较

为有益处 o为什么呢 � 因为这些学生可以通过按步

就班的训练成才 o而且成才之后可以跟比他聪明的

人竞争 o因为他有扎扎实实的知识 o可以了解很多不

是几天就可以学会的东西 ∀这方面我自己有亲身的

经验0 ∀

/ 记得我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念研究院 o两三天

后就看见很多同学都非常聪明 o随便讲什么题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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