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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物理6最近开辟专栏 o讨论理论物理教学改革 o

反映出这个问题正受到普遍关注 q多年来 o我们也曾

就此进行过思考和讨论 o并沿某个方向作过一些探

索与尝试 q应编辑同志之邀 o将一些想法和做法整理

成文 o以求教于广大同行 q

t  / 四大力学0是有效的 o但不是唯一的

我国自 t|xu 年/ 院系调整0以来 o在/ 全面学习

苏联0的指导思想下 o综合性大学物理专业实行一种

统一的课程体制 o其中设四门理论物理课程 o通称

/ 四大力学0 q从此沿袭多年 o有些学校沿袭至今 q因

此 o思考理论物理教学改革 o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

认识与评价/ 四大力学0体系 �

应该肯定 o前苏联培养物理学人才的 / 四大力

学0是一种有效的体系 q前苏联以至现今的俄罗斯 o

在军事科学上仍是很先进的 o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前

苏联发射的 q但是 o培养人才的有效方法从来不是唯

一的 o理论物理教学的有效模式也不可能只有一种 o

除了前苏联模式 o许多其他国家同样各有其有效模

式 q英 !法 !德等国的模式不尽相同 o但他们的科学技

术也是先进的 ~日本亦然 o遑论美国 q事实上每个国

家都有它自己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合理的和有效

的方式 !方法乃至体系 q中国也是如此 qxs 年来 o新

中国的理论物理教学也自有其特点 o也培养了不少

有用人才 o并非一切都不妥 o一切都要改 qxs 年前 o

/ 全面0学习前苏联固然失诸片面 o今天亦不能以为

美国似乎高科技傲视全球而全面照搬美式教学模

式 q事实上 o我国现行的/ 四大力学0就其内容与教法

而言已经不是前苏联模式的复版 o而是经过我国的

教学工作者 xs年实践改造的有国产印记的传统模

式 q它有许多精彩之处 q我们认为要改革/ 四大力学0

的体制 o并非因它本身大有问题 o而是从实践中认识

到它并非是唯一有效的体制 q

再者 o/ 四大力学0对我们中山大学的学生来说

并非最合适的选择 q因为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 o对于

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学生 o也不能一概而论 q对于素

质一般 o并非全是/ 中学尖子0的大学生 o例如我们中

山大学的多数学生k他们高考分数只是中等l o/ 四大

力学0之于他们显得营养过剩而吸收不多 ~更有甚

者 o会因消化不良引起/ 厌食0 !/ 腹泻0等毛病 q所以 o

对国内少数几所大学k它们囊括了全国中学毕业生

之精英l o/ 四大力学0可能是很适合的 ~但对于其他

学校的大多数学生来说 o就不一定合适了 q至于成才

就业之时 o他们也不会像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校的

毕业生那样大多从事高新科技的研究与创新 o故/ 四

大力学0对他们未必是最佳选择 qus 年前我们提出

改革之议 o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q

u  / 四大力学0是完美的 o但完美未必是合用

的

  / 四大力学0的完美体系就像一所富丽殿堂 o不

论天才或庸才 o身处其中都会感到陶醉 o容易安于现

状而失去想象力与创造力 q提出改革/ 四大力学0之

议并非因它欠完美 o恰恰因为它太完美 o如果不加区

别地全套灌给青年学子 o难以给青年人发挥的空间

k当然 o若教者和学者皆是杰出人才 o则当作别论l q

理论物理的庞大殿堂不是一下子建成的 o它经

历了一个不断拓展与丰富的过程 q在这个过程中 o随

着探索触角的不断伸展 o理论细节也不断丰满 o才形

成今天的面貌 q而这个过程 o还一直在继续 o前面还

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q对于正在从事理论工作并有

足够天分的青年人来说 o他们或许能够在欣赏这座

殿堂之余 o进而跳出它的框框 q这实在是很不容易

的 o因为这是一个成熟 !严谨 !牢固的框架 q有理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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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人能够出入自如 o也需要出入自如 q对大多数中

等水平的学生来说就未必有此能耐了 ~对于将来主

要从事于应用的人来说 o似乎也无此需要 q把一座巨

大森严的理论物理大厦压到他们面前 o他们也许只

能/ 望洋兴叹0 o感到/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0了 q

当然 o/ 应用型0人才仍然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

素养 o培养这种素养正是理论物理教学的任务 o是其

他类课程无法代替的 q但他们从理论物理学中应吸

取的精华 o主要在于一种高层建瓴 !活跃而又严谨的

思维方式 q对他们更重要和更有用的也许是 }当碰到

一种现象或实际问题时 o能运用理论思维去估算一

些大致的关系 ~预见解决问题的大致方向和进一步

深入解决问题的途径 ~乃至于觉察某些新现象中可

能与现有理论和观念不一致之处等等 q即是说 o他们

的学习不应着眼于求全 o而应着眼于求/ 活0 q这样的

课程才是对他们来说最合用的课程 q

v  我们做过的改革尝试

t|{s年是改革开放初期 o物理学专业学制已从

x年改为 w年 o培养目标亦增加了/ 应用型0人才的

培养任务 o且实际上社会对这类人才需求的比例越

来越大 q此外 o自 us 世纪 xs 年代以来 o我国大学一

直秉持的/ 专业教育0 !培养/ 专才0的教育思想亦开

始有所松动 o强调/ 扩大大学生知识面0 o要求理科学

生多学一些技术性与人文类课程 q在这种形势下 o我

们感到改革理论物理课程体系实属势在必行 o于是

尝试设立一门一学年的/ 理论物理导论0课程k下面

简称/ 导论0l o与此同时 o保留与改革原有的/ 四大力

学0 q最初几年 o/ 四大力学0作为高一个层次的任意

选修课 o以满足有进一步要求的学生的需要 ~从

t|{x年起 o改为双轨制 o即/ 导论0与/ 四大力学0并

行 !学生从二者中择一 !分流培养这样一种模式 o一

直坚持到现在 q

对于这一改革 o有赞同和支持的 o也有不赞成和

不支持的 q近 us 年来 o系领导与任课老师都几经更

替 o原先的设想实际上未必能一贯地得到认同 !体现

和发挥 o但毕竟还是有部分教师坚持在自己的教学

中沿此方向探索与实践 o并积累了一些东西 q到今

天 o/ 导论0这一门课由原来只有很少学生选修的课 o

变成了中山大学物理系大多数学生自动选修的主流

课程 q选修/ 导论0课程的学生人数占年级学生总人

数的比例逐年增长k见图 tl q

来自学生的反映是比较好的 q有些学生选修/ 导

论0课起初只是出于对理论物理心存/ 恐惧0 o冲着它

课时少而来 q选修以后 o感到由于它更能突出科学思

维的训练而学得更活了 o也提高了对理论物理的兴

趣 q一位现在继续攻读博士k非理论物理专业l的同

学还反映 }只学过/ 导论0而未修/ 四大力学0 o并未对

他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构成障碍 o因为理论物理的整

体框架已经基本掌握 o而又得到理论思维方法的训

练 o较薄弱的理论功底可以随需要得到加强 q

图 t  选修/ 导论0课程的学生人数比例逐年增长的情况

tl  usss年第 u期5物理6发表的/ 培养目标 !从业要求和四大

力学0k作者 }宋菲君l一文中所讲到的问题 o大体上是本文中提到的

/ 工业物理0 o而不是/ 应用物理0 q

  当然 o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反映 q这一改革的总体

效果如何 o可能仍是见仁见智 q但起码可以说 o它提

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新模式 o可以与传统模式及其他

改革模式一道 o经受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q

w  编写/ 导论0教材的指导思想

在上述基础上 o从 t||w 年开始 o我们几个人集

体进行研讨 o分头执笔整理 o目标是写出一套/ 导论0

教材 q迄今首先整理出来的是/ 力学 !热物理学卷0 o

它作为中山大学/ utt 工程0首批/ 精品教材0之一 o

已于 t|||年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德国 ≥³¬±ª̈µ

出版社出版 q

编写过程中我们的主要指导思想是 }

ktl/ 导论0的对象是/ 实验物理0 !/ 应用物理0和

/ 工业物理0方面未来的专业工作者 o为他们提供必

要的理论物理基础和理论方法训练 q其中 / 工业物

理0是李华钟标新立异的提法 o有另文论述≈见/ 在第

三届中 !美 !日物理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0kt||vl及

在中国物理学会广东分会年会kt||s年l上的报告 }

/ 物理学与传统工业0 tl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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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 导论0不是/ 四大力学0的/ 浓缩版0或/ 精简

型0 o没有必要保留/ 四大力学0的全部框架 o或完整

理论结构 q/ 导论0的框架不是提纲挈领式的演绎逻

辑 o也不作/ 打下深厚基础0的长远打算 q

kvl/ 学以致用0 o但不是/ 立竿见影0 q/ 导论0要

回答的问题是 }/ 当您碰到一种实际现象和问题时

k它也许是新的 o也许不是新的 o也许是很有意义的 o

也许没有意义 ,l o您怎样去运用最少 !最简易的物

理概念和最简便的理论思维和推演方法 o去理解它 �

怎样从前人早已解决的问题中汲取思路和方法去解

决它或者否定它 �0/ 学以致用0强调的是/ 活用0 o而

不是百宝箱 !工具箱式的/ 学以备用0 q课程中提供的

只是一些基本原则和范例 q/ 少而精0要落实到/ 少而

活0 q

kwl/ 导论0中需要介绍一些辅助工具以填补现

实与课本之间的鸿沟 o成为从课堂到现实的通道和

桥梁 q

配合这种想法 ot|{s年时还曾有一门辅助的选

修课程 o叫做/ 应用物理的理论方法0 q这次成书时 o

把讲稿加以整理补充 o形成一个/ 附篇0 o以加强贯穿

于全书中的这种特色 q

该教材出版以来 o有幸获得了同行的一些积极

反应 q复旦大学倪光炯教授还特地在5大学物理6上

发表了书评k即将出版l q

我们上面所表达的见解 o很可能是肤浅的 !偏颇

的甚或是荒谬的 ~我们的有关实践更不敢说是成熟

和成功的 q为了共同推进我国理论物理教学的改革 o

不揣鄙陋 o聊作引玉之砖 q深盼这场讨论 o在百家争

鸣 !百花齐放之中 o结出丰硕的果实 q

致谢  感谢5物理6主编阎守胜教授和编辑古丽亚女

士关心和鼓励本文的写作 o使我们有一个较为全面

系统思考这一问题和整理我们思路的机会 q

前沿和动态

在 Λα2 ΧυΟ4 + ψ中超导与长程非公度磁有序的共存

  铜氧化物超导体的相图具有如下共同特征 }未

掺杂或很低掺杂浓度对应反铁磁区 ~最佳掺杂及欠

掺杂的低温相是超导区 ~当掺杂浓度介于上述二者

之间时 o材料既不超导也不具有反铁磁长程序 q一般

认为 o超导与长程磁有序不能共存 q

然而 o在过去的 ts年中 o核磁共振 !Λ子自旋共

振kΛp ≥� l和中子散射实验已经证明 }动态反铁磁

关联是高温超导体的固有属性 q

最近 o研究兴趣转移到了观察高温超导体中的

静态非公度磁有序 q对于 �¤t1y p ξ �§s1w ≥µξ ≤∏�w o

×µ¤± ∏́¤§¤等的研究表明 o存在电荷以及自旋的静

态有序 o并且调制相对于晶格是非公度的 q对此 o

×µ¤± ∏́¤§¤给出的图像是 }反铁磁有序条纹区被电

荷畴 壁 分 割 o后 者 相 当 于 磁 反 相 畴 的 边 界 q

�¤t1y p ξ �§s1w≥µξ ≤∏�w 的低温晶体结构与 �¤u p ξ

≥µξ ≤∏�w 不同 o前者是四方对称 o后者是正交结构 q

×µ¤± ∏́¤§¤曾猜想 o只有在低温四方结构中才可能

观察到静态磁有序 o而且这种磁有序的出现必然伴

随着超导转变温度 Τ¦的降低 q

后来 o关于单晶 �¤u p ξ ≥µξ ≤∏�w 的中子散射实

验证明 o在 ξ � tr{的样品中 o非公度自旋密度波有

序与超导共存 q由弹性散射峰宽导出的静态磁关联

长度竟然高达 uss! q并且 oΤ¦与自旋密度波有序温

度 Τ° 基本相等 o与 �¤t1y p ξ �§s1w ≥µξ ≤∏�w 系统的

Τ¦被抑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q

本文介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 q≥ q�̈¨等通

过中子散射实验研究单晶 �¤u≤∏�w n ψ(ψ� s1tul的

最新结果 q这一超导系列的 Τ¦可高达 wx�o由于

�̈¨等成功地制成了单晶样品 o中子散射实验给出

了关于磁有序自旋结构的详细信息 q�̈¨等的结果

表明 }对于 �¤u≤∏�w1tu单晶样品 o当温度降到 Τ° �

wu�o样品进入长程非公度磁有序态 o而这个相变温

度恰好与样品的超导转变温度 Τ¦相吻合 q

核磁共振和 Λ p ≥� 技术探测的是自旋关联的

局域性质 o而中子散射实验测量的是自旋的集体行

为 q对于未极化的中子来说 o非弹性散射截面正比于

自旋对关联函数3ΣΑ(s ,s) ΣΒ(ρ ,·l4的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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