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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用图示法分析讨论了普通物理中的“学科结构”,并作了适当的解释,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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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物理学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

物理学5个部分,在普通物理教学中,既有理论教

学,又有实验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必须从总体结构

上对各部分有所把握才能根据教学大纲更好地处理

教材,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上好每一堂课.因此,整

个教学过程就是从具体到一般,然后从一般到整体

的过程.对于读书来说,就是先从薄到厚,然后再从

厚到薄的过程,厚积而薄发,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知

识-技能结构.

2 《力学》的学科结构

力学的学科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力学结构图

它的基础是牛顿力学三定律,既有静力学、运动

学、动力学、动量定理、动能定理、角动量定理和3个

守恒定律,又有时空变换和应用与延伸[1].其中,研

究力对空间的累积作用,从而引出功和能(动能、势

能)及保守力与非保守力的概念,以及动能定理、功

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研究力对时间的累积作

用,从而可得出质点动量定理和质点系的动量定理

和动量守恒定律.对力矩进行讨论可得角动量定理

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质点、质点组、刚体等是理想模型,而对于理想

与现实的矛盾可由图2来说明.

图2 理想模型示意图

如果物体的大小和形状的改变不能忽略,我们

就必须把它作为变形体处理,变形体一般可以分为

弹性体和流体两类.一般地说,固体是弹性体,液体

和气体是流体,固体可以分为晶体、准晶体和非晶体

3类,晶体本身又可分为单晶体和多晶体,而具有单

一完整周期性的单晶体称为理想晶体.当外力除去

后,物体能够完全回复原来的状况,又称为理想弹性

体.理想液体就是绝对不可压缩而又没有黏滞性的

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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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学》的学科结构

热学的学科结构如图3所示[2],它由宏观理论、

微观理论和物性学3部分组成.其中宏观理论包括

热力学4个定律,是平衡态热力学和非平衡态热力

学的基础,微观理论包括气体分子运动论和气体内

的输运过程,它所对应的统计物理结构图如图4所

示[3].

物性学部分包括实际气体、液体、固体、相和相

变.而理想气体作为模型既可以用于讨论宏观理论,

又可以用于讨论微观理论.当然,我们也可以运用范

德瓦尔斯气体模型等来研究实际气体.

图3 热学结构图

图4 统计物理结构图

4 《电磁学》的学科结构

电磁学的学科结构如图5所示[4],它包括静电

场、静磁场、涡旋电场假设、位移电流假设和电磁场,

各部分由矢量分析公式表示,其中电磁场部分由麦

克斯韦4个方程组成.在有介质存在时,E和H 都和

介质的特性有关,麦克斯韦方程组是不完备的,需补

充描述介质性质的方程.如:D=εE,B=μH,j=σE
式中ε,μ和σ 分别为介质的介电常数、磁导率和导

体的电导率.

图5 电磁学结构图

5 《光学》的学科结构图

现在对于全部光学现象的理论解释是有麦克斯

韦电磁场理论和量子理论联合得出的.光学的学科

结构图如图6所示[5],它由光的电磁场理论、波动光

学、几何光学、相对论光学、量子光学和现代光学组

成,其中波动光学包括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波动

光学中把光看成电磁波,几何光学不考虑光的波动

性,而只根据光能量沿着光线传播的概念来处理问

题.

图6 光学结构图

6 《近代物理学》的学科结构

近代物理学的学科结构如图7所示,它包括原

子分子物理、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及固

体物理等[6],它们是建立在以量子论和相对论为标

志的研究物质的结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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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验方法之上的.

图7 近代物理学结构图

7 师专物理系的普通物理教学

在普通物理教学中,教师起着关键的作用,俗话

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教师所在的院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也是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图8是某师专

物理系各教研室的结构图,其中包括普通物理教研

室及各教研组和大学物理实验室和各实验分室.

图8 某师专物理系各教研室的结构图

  立足于普通物理可见,在计算物理方面可以用

MATLAB来求解普通物理中的习题等[7],也可以

实现从普通物理到理论物理的过渡,及搭起从“电磁

学”到“电路分析基础”的桥梁,以及建立起普通物

理与中学物理之间的联系及提高.它既有纵向联系

又有横向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 结束语

学科结构只是对各学科的总体上的分析,各知

识结构的形成还须不断地积累和升华,因此,还可以

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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