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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专业课程的授课方式需要寻求突破,可以借鉴职业导游的工作模式.教师在课前做好出行准备即

教学规划,课堂上引领,包括必要的讲解和启发,让学生融入问题之中,在体验中学习知识,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效

果.包括对成绩的考评,也要有意识地让学生融入其中,可以在辩论中、在互相补充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专

业课任课教师通过这类教学探索,会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活动中得到学生的肯定.实践表明,导游式教学不

失为一个成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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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专业课程难度高,很多学生学习兴趣不

高,教师教授的模式单一,难以有所突破,等等,可能

是目前物理专业教师所普遍面对的问题.那么,作为

一线教师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在目前的教

学环境下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才能更好地

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把学生的主动性调动起来,达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呢? 很多教师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自

己的见解和设想[1~4].

1 导游式教学方法

1.1 方法的提出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目前的教学环境.笔者这里

所说的不是教室、实验室等硬件环境,而是学生和教

师共同所处的一个“软件”环境.
首先从社会需求角度来讲,目前用人单位对工

科人才的需求量较大,企业薪资等较有吸引力.很多

学生和学生家长都以为学习物理属于偏理轻工,毕

业后就业困难,或者收入不高,主观上不愿意选择物

理专业.
其次,由于物理专业的报考这些年一直比较冷

门,很多进入物理系的学生第一志愿并非物理专业,

所以基础薄弱、学习兴趣不高也是自然.
第三,由于物理专业课程确实难度较大,对逻辑

思维能力、计算能力等要求都比较高,很多学生学习

上有困难也是在所难免.
第四,在授课方式上物理专业的教师讲课重视

知识点的灌输,侧重公式的推导,较少考虑学生的融

入,所以经常会出现教师写了几黑板,而学生完全不

知所云的情况.
第五,由于就业等指标的压力,物理专业课程为

了保证及格率,考试难度降低,有些较难的内容不讲

或少讲,也造成了课程体系的不完整.
第六,现在有很多网课,比如“XXX讲量子”,可

能用20min就把量子课程“戏说”一遍.笔者不是不

认同这种网络教学,但是对于这种快餐文化的产物

有些担忧.网课对于一般人做科普是非常好的,但是

我们的专业学习绝不能停留在这个高度.因为学生

总是认为听过这些课后他已经掌握了,而实际上基

本概念都不清楚,更不要指望他正确地应用了.而我

们的课堂教学要和这些图文并茂的网课竞争也的确

不容易,这就要求我们要思考一些新的方式方法,应

用到我们的教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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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导游式教学也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1.2 导游式教学方法的内容

导游,根据词典上的解释[5]为:带领游览,指导

游览.所以大家可能都熟悉导游的工作模式 ——— 带

领旅游团体进入景点,介绍景点,带队观光,确保团

体安全和景点间的接驳,收取相关费用.那么游客会

在导游的辅助下走进/走近景点,切身体验和感受,

游玩之后会形成美好的回忆,甚至向他的亲朋好友

推荐或介绍景点的一二.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的专业

课程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比如让学生进入知识体

系,参与其中,从而发出思考,得到结论,形成记忆,

并学以致用,不是我们向往的教学效果吗? 那么我

们,授课教师,是不是可以借鉴导游的工作模式,在

课堂上实现“带领游览和指导游览”的作用呢? 具

体而言,教师需要体现以下的作用:出行准备(包括

规划路线、熟悉景点)、引领游历、指导游玩(包括讲

解和体验)、开放式评判.而学生只要配合“导游式”

教学,就可以在其中体验到浸入式学习,达到较为理

想的学习效果了.

2 导游式教学方法的实践

笔者结合自己的课堂实践对这一模式做出了探

索,细节方面尚有很多不足,但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

效果,有助于大家在物理专业课教学中寻找突破.笔

者这里结合量子力学课程中的内容“升降算符”的

讲解过程,谈谈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效果.

2.1 出行准备

作为导游,出发之前需要对即将游览的景点足

够熟悉,包括关于景点的地理知识、人文典故、历史

渊源等做出了解,而且必要时自己要实地考察,对游

览路线做到心中有数才可以安排合理的路线和进行

游览时间的准确规划.
物理专业课的授课,一样需要教师做好授课规

划.某一节课要讲什么(目的地),什么是重点(重要

景点),计划怎么讲授(抵达路线和观赏角度),何时

启发学生做出思考(何处逗留,留给游客做充分体

验).要做好这样的课前准备并不轻松.首先对整个

课程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一堂课的内容在整个

课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和别的内容有什么关联,教师

要对脉络足够清楚.对课程相关知识进行调研和准

备,包括物理学史、科研进展,等等,让自己知道课堂

上“有故事可讲”.
“升降算符”是我们在讲解过一维谐振子的解

析求解之后要介绍的数值求解的一种新思路,所以

我们在讲解时一定要突出这个角度的“新”.因此,在

教学设计时就要突出这种思考的角度.对于问题的

背景则只需要复习之前的一维定态问题的相关知

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即可.升降算符方法是薛定

谔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它是一个数学的产物,

但是又巧妙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物理工具.我们知

道升降算符在角动量、二次量子化中有重要应用,所

以对升降算符的介绍应该是初等量子力学必须讲解

的内容.
笔者注意到不同的教材出于不同的考虑,对升

降算符的介绍放在不同的章节[6~9].对于课时不多

的学校,较为赞同放在算符这一章节,在“能量表象”

的讲解之后.这样在能量表象下讨论一维谐振子,才

会顺理成章地得到能级的递增或递减.

2.2 引领并指导游历

作为导游,出发之后要以原计划的节奏带领大

家游览,重要景点留足游玩时间,而同时不要忽视了

沿途的风景.恰到好处的典故可以提升景点的文化

品位,也容易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物理专业课程的引领更是如此,内容的安排一

定要重点突出,有所取舍,带领学生一起体验,包括

逻辑推导和数学计算.人文内容的引入可以有效地

调节课堂气氛,而且容易让学生产生联想记忆,笔者

认为是非常值得引入的.比如提到薛定谔的贡献,就

可以再次强化“薛定谔的猫”的图像,让学生对叠加

态、本征态等基本概念做更充分的理解.重点的内容

要舍得花时间,让学生举一反三,真的理解相关知

识.让学生体验,不仅仅是做题目操练,而是在适当

的问题下让他们自己出击,一步一步找到结论,只有

这样的体验是最有利于学习的.同时,就像游览中的

沿途风景,我们在授课过程中也要注意,把来龙去脉

交代清楚,有助于学生提高逻辑严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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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借鉴了Griffiths的教材中对升降算

符方法的引入[8],同时用黑体标注导游式教学的阶

段任务.
引领游历:对一维谐振子写出哈密顿量,复习之

前的内容,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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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计算都靠学生来完成,学生

认为是自己找到了这个升降算符的关系,印象会很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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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预测粒子数算

符.
此时就相当于导游告诉游客:已经到了半山腰,

想要看到山顶的景致大家要顺着天梯爬上去哦!

教师进一步引领游览,适时提出问题2:若有本

征态Ψn 满足H

<

Ψn=EnΨn,请学生试探a

<

+Ψn 是否

满足薛定谔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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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哈密顿量的本征态,且本征能量增加ћω.对一

维谐振子,这样的能量值恰好为En+1.所以反复此过

程,能级依次上升.即为升算符的名称起源.
降算符留给学生讨论,其结果的准确性完全不

用担心.
此时指导游览提出问题3:能级的升降是无限

的么?

结合降算符对基态的作用,我们就可以得到基

态波函数.而在基态波函数的基础上作用升算符,即

可得到全部本征解.这一过程完全不像之前解析求

解的方式,所以要让学生们停下来回顾一下.这种递

推的思想非常重要,它也是数值计算中常用的一种

方法.比较之前的解析求解,让学生自己评判方法的

优劣.
这时就像导游和大家一同在山顶感受“一览众

山小”的心情.
接下来就是研究怎么去用这个奇妙的升降算符

了.教师可以指导游览抛出若干问题,让学生用升降

算符去解决,小组讨论之后由教师点评总结.
就好比游览过程即将结束,稍事休息后,大家准

备下山.教师可以为之后的角动量算符讲解做好伏

笔,大概也相当于导游为下一个景点做宣传吧.

2.3 开放式评判

导游式教学要求评判机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物理专业课往往是一张考卷“定乾坤”,这种评

判机制其实存在很多弊病.特别是高校的考试体制,

学生一般是在期末参加考试,之后会看到自己该科

目的分数,而自己的试卷做得如何,教师到底怎么评

判的无从知晓.学生也往往只在应考前才会看书,平

时不愿多花时间,考完之后就抛在脑后.所以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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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课过程中打破这种制度.例如开设期中考试并

发放批阅的试卷,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试卷,看到教师

评判的依据;让学生互相评判,在给别人找错误的同

时可以加深学生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让学生给教师

评判,比如某个知识点这么讲好不好,好在哪里,不

好在哪里,可以如何改善.应该说,这是最直接的“教

学相长”.我们增加课堂讨论,学生也掌握一部分评

分的权重,对他们掌握知识和学会甄别是一种较为

全面的锻炼.
而身为“导游”的我们,经过这一次的旅程,一

定有了不一样的收获,对下一次的出行,一定有很多

值得借鉴的地方.

2.4 教学反馈

经过两个教学年度的摸索,笔者看到学生对相

关内容的掌握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对该课程的兴

趣度明显有所提升.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评价也较为

积极,说明大部分学生对这样的教学方法是欢迎的,

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会在今后

的教学规划中坚持和适当增加这样的尝试.

3 值得推广的创新方法

导游式教学突出教师的“导”和学生的“游”,给

学生一定的自由度,才能让学生融入到教学中来.而

且,这种互动教学是任何网络教学所不具备的,应该

是课堂教学的最大优势,是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方

面.当然,可能不是每个知识点都适合这样的教学方

法,但是适当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比重,应该是我们

教学方法创新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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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Guider-likedTeaching
MethodinPhysicsMajorCourses

LuAijiang YangQinyu WuBinhe
(CollegeofScience,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

Abstract:It′surgenttolookfornewteachingmethodsforphysicsmajor.Theworkingmodeofaguiderwas

suggestedasagoodreference.Theteacherneedstoprepareforthelessons,arrangethecontentduringtheclass,

givetalksandenlightenthestudents,letthestudentsjoininandobatintheexperiencethemselves.Betterteaching

effectbenefitsfromtheexperienceduringthestudy,debatesandtheevaluationoftheothers′work.Itisan

improvedteachingmethod,andwasshownasasuccessexplororduringtheeducation.

Keywords:guider-likedteachingmethod;physicsmajor;quantum mechanics;ladder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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