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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实践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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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到 作者结合 自己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实践
,

从中外教学理念
、

中外教材等方面
,

进行了分析比

较和研究
,

希望从中找到一种融合的模式
,

以推进大学物理教学的高效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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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国防现代化建

设的需要
,

为国家和军队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

才
,

提高人才的国际竞争能力
,

促进教学改革和教

学观念的转变
,

国防科技大学在军内首次开展了大

学物理课程双语教学实践
。

本科课程建设项目
—“

大学物理双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

从 2田3 年 6 月

正式立项到 2以科 年 2 月开始第一轮教学实践
,

目

前第一轮教学实践已基本接近尾声
。

在实践过程中

我们有很多的体会
,

其中最重要 的一个体会是教学

中使用原版教材时深深感受到了中西方国家教育理

念的区别
。

实践表明
,

双语教学可带来教育理念
、

教学方法
、

教学手段
、

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等多方

面的创新
。

二
、

中外教育方式的比较

在大学物理开展双语教学改革
,

可使教学理念

与国际接轨
。

我们认识到大学物理不仅是一门重要

的基础课程
,

更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
,

对于培养学

员各方面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

二十一世纪的教

育理念认为
,

学员除了应具有宽厚
、

扎实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
,

还应在大学教育中获得自主获得知

识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

并应具有与他人协作

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

而进行双语教学实践
,

恰

好可以使学员得到上述能力的培养
。

我们体会到
,

在双语教学中
,

不仅仅是引进了国外的教材和进行

英文授课
,

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国外的教育理念
。

赵

凯华先生在他的新概念物理学
“

力学
”

序言中
,

曾

谈到杨振宁先生对中美教育方式的比较
。

杨先生认

为中国传统教育提倡按部就班的教学方法
,

认真的

学习态度
,

这有利于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
,

但相对

来说
,

缺少创新意识 ; 美国提倡
“

渗透式
”

的教学

方式
,

其特点是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

往往对所学的

内容不太清楚
,

然而就在这过程中一点一滴地学到

了许多东西
,

这是一种体会式的学习方法
。

打个比

方来说明国内外教学理念的区别
,

国外的大学知识

传授如瓢泼大雨
,

传授大量的知识后
,

每个人各凭

自己的能力吸收
。

而国内的授课就像下毛毛雨
,

教

员下多少
,

学员就吸收多少
。

我们
“

填鸭式
”

的教

学
,

要求学生当堂消化
,

当堂理解
,

一方面大大限

制了课堂信息量
,

使教学内容和学时的矛盾更加突

出 ;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学生只会接受灌输的学习方

法
,

不能积极主动地自己去吸收营养
、

自己成长的

精神和能力
。

结果造成学生知识面窄
,

缺乏去接

受
、

理解不大熟悉的新知识的知识结构和主动精

神
,

碰到问题不善于 自己解决
。

这种做法的另一后

果是培养的学生一个模式
,

不利于学生特长发挥和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

三
、

中外大学物理教材的比较

我们在教学中感受很深刻的就是中外教材在对

内容处理上有着很大区别
。

我校选用的授课教材是

哈里德 (H all iday ) 的
“

Fu nd am
e n

tals of Ph ys ie s ”

第

六版
。

在教学中发现中英文教材在很多方面都有或

多或少的差异
,

英文教材的特点是注重基础
,

知识

面较广
,

并着重从实践中解惑
。

而且内容更新较

快
,

不断将新知识
、

新方法补充进更新后的版本
。

例题
、

习题多来源于生产
、

生活和最新科技中
。

注

重学习的趣味性
,

例如每章以一个生动的提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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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

在行文中逐渐用本章知识来解开谜底
。

英文教

材中许多地方不强调对理论在数学上进行彻底的推

导
,

有不少地方是直接给出结 论 (定理
,

定律 )
,

然后用其去解决实际问题
,

有时是在一个例题中直

接导出一条规律
,

而非先从规律本身讲起
。

授课过

程中处处可感受到这一点
。

举个例子
,

在相对论这

一章
,

有 一 个这 样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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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中文是
; 一艘地球星际飞船前往行星 P1 4 07

检查设在那里的一个地球前哨站
,

因为该行星的一

个卫星上有一小股敌军可能会攻击该前哨站
。

当星

际飞船沿直线先飞过行星再飞过其卫星时测得在卫

星上有一次高能量微波向外发出
,

1
.

10 秒后
,

测

得地球的前哨站有爆炸发生
,

飞船上的人认为卫星

上的敌人在袭击前哨站从而决定开火反击
。

在飞船

参考系 中测得行星与 卫星之 间 的距离为 4
.

oo
x

10s m
。

问题 1 :
若飞船相对行 星和卫 星的速度为

0
.

98 0 倍光速
.

问在行星
一
卫星参考系中测得微波

发射和爆炸两事件之 间相隔的距离 和时间各为多

少 ? 在解题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

飞船上的人是

先观测到卫星上微波发射再观测到前哨站爆炸
,

而

用洛仑兹变换算得在卫星上的敌军观测到的是前哨

站上的爆炸先发生而卫星上的微波后发射
。

题 目的

第二问对为什么会这样做出了解释
。

这是因为在两

事件相隔的时间间隔内
,

连光也来不及从发射点传

递到爆炸点
,

因此两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

而没

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在相对论里 面时序是可 以颠倒

的
。

计算表明
,

行星上的爆炸不是卫星上敌军开火

造成的
,

明白了这一点
,

飞船上的人就不应该开火

反击
。

英文教材通过这一带有科幻色彩的例子生动

地指出了相当论中的时序问题是不违背因果关系

的
。

而中文教材一般是从洛仑兹变换人手
,

严格从

数学上给出了计算来说明相对论中的时序问题
,

证

明如下
:

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在不同惯性参考

系中的变换关系由洛仑兹变换给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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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两事件相隔

的时间间隔内
,

连光也来不及从发射点传递到爆炸

点
,

因此两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

由上述公式可

看出
,

在不同的惯性系中两事件之间的时间 间隔

山
‘

和山 可以是异号的
,

即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个事

件之间的时序可 以颠倒
。

这一部分内容的处理上
,

中文从公式出发
,

给出了严格证明和普遍结论
,

进

而将结论用于例题中
。

英文则从例题出发
,

而未给

出严格的数学证明和普遍结论
。

相比之下
,

英文形

象生动
,

中文则究其根本
。

其实两种模式都各有所

长
,

但毋庸置疑
,

如果上课采用这两种不同模式
,

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有区别的
。

那么鱼与熊掌可否兼

得
,

怎样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各取所长
,

这要在实践

中去摸索
。

测不准关系
,

兼得的确困难
,

但找到一种共存的方

式是我们必须努力的
。

在多少次教学中面临这一点

时
,

我们努力地在寻找
,

比如对上述相对论中的时

序问题的处理
,

要求学生自己用洛仑兹变换去进行

理论推导
,

给出该类型问题的普遍解释
。

另外
,

通

过对学员的问卷调查发现
,

多数学员反映
,

对采用

原版英文教材有着很高的兴趣
,

学员欢迎双语教学

的教材
,

但更希望多引进西方的教学模式
。

五
、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四
、

如何在中外教学方式中各取所长

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不确定关系告诉我们
,

当

光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时则其粒子性消失
,

但波动

性和粒子性又是相互依存
,

缺一不可的
。

社会生活

中我们也看到
,

自由和纪律是不可分割的
,

过分的

自由则会阻碍纪律的执行
,

而绝对的自由最终会导

致不自由的产生 ; 但同时过分的纪律约束也是不行

的
,

只有为这两个矛盾找到一个最好的共存方式
。

物理的学习是否也是这样 ? 许多原版英文教材如哈

里德教材在开篇便声明这是一本写给学生的书
,

学

生怎样最好学
,

教材便怎样写
。

或许我们会觉得其

究理不够深刻
,

数学不够复杂
,

习题过分简单
,

阅

读过分容易
,

阐述不够深奥
,

但这何尝不是波动与

粒子
,

自由与纪律
,

在生动的阐述和例子中隐含着

规律
,

但一旦对规律究本溯源
,

教给学生的多了留

下给学生的必然就少了
。

鱼与熊掌
,

也许也是一种

历史表明
,

生产发展的需要是物理发展 的动

力
,

而物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又是推动科学技术和

生产力发展的极重要 的因素
。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
,

正面临着以发展信息
、

能源
、

材料
、

生物工程
、

空

间技术等为核心的一场高技术革命
,

作为理工科大

学的学生应该深人牢固地掌握物理学的基本理论
,

提高自己的物理素养
,

增长自己的能力
,

以便能顺

利攀登科技高峰
。

这是一本物理书中的寄言
,

我们

希望学生深人牢固的掌握物理学的基本理论
,

这是

每一个物理老师的心愿
。

双语教学现在的广泛推广
,

其实就意味着我们

在求变
,

在学好物理的同时还可以学到另一种思维

模式
、

学习体系
,

而且开启了通 向最新科技的大

门
,

教员也能在讲授过程中收获良多
。

双语教学在

我校
,

是一种新的尝试
,

也是一种带来丰厚收益的

尝试
。

从实践中
,

我们已经收获非浅
,

今后
,

我校

还将进一步推进双语教学
,

以使大学物理教学更上

一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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