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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与哲学具有同系一个源头,借课程思政改革的契机,笔者聚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学物理课

程”内容在世界观、科学方法、历史观3方面的联系与交汇,探索提高物理教学的思想性和方法论内涵以及对课堂讲

授理论内容的可能升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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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的发展中,哲学曾起到了重要作用.几

百年前,现有的各门学科还没有发展成为完整形态

时,哲学囊括了一切的知识领域.随着人们对事物的

基本结构及其运动一般规律、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

究,并逐渐对其中一些概念通过实验、观测等方法进

行证明,自然哲学即物理的前身逐渐从哲学中分化

出去形成自己的体系,而哲学仍保留着其余的部分,

以其形而上学的思辨思维特征,思考着有关自然、社

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等方面的根本性问

题.而正是由于哲学思维这种对思维方法的一般性

追求,超越了具体问题的束缚,蕴含丰富的智慧,对

自然科学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引导他们对自然科

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同时物理学的发展对于哲

学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物理与哲学是一个经典的话题,现如今物理课

程的思政改革为我们教师提出了贴合新时代的育人

要求,笔者聚焦于所教授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授课内

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与科学信念、科学方

法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3方面的联系与交汇,在

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不断挖掘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以

及与哲学思考的可能联系,丰富课程内容,使教学更

加生动活泼富有启发性,从而造就新一代富于创造

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物理学研究者提供基

本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信念.19世纪,马克思和恩

格斯系统研究总结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如数学、物

理、化学等,并对这些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做出高度抽

象的哲学概括,创立发展了自己的学说[1].从这一点

看,二者有着相同的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出发点,马克

思主义更是提供了相信世界物质统一性、可知性与

规律性的科学信念,这种信念可以为物理研究者提

供科学研究的精神支柱与强大动力,帮助其拨开迷

障,探求真理.
以狭义相对论的建立为例.在19世纪末,物理

学的研究逐步涉及高速运动领域,麦克斯韦的电磁

场理论也日臻完善,当时人们发现电磁场理论与经

典的绝对时空观以及相对性原理之间存在矛盾.面

对这一形势,不同的物理学家做出不同选择,得到完

全不同的理论.而年轻的爱因斯坦从时空观入手,首

先重新定义了空间,指出“物体 A的所有延伸的总

体可称为‘物体A的空间’…… 我们不能抽象地谈

论空间,而只能说属于物体A的空间”[2],即空间的

概念与具体事物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随后爱因

斯坦又指出,与空间概念一样,时间概念也是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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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相联系,因而与空间概念一样只能有相对意义,

即不存在绝对空间与时间.在新的时空概念下,经典

物理的某些基本矛盾得到了成功的消除,为成功创

立狭义相对论打造了基础.爱因斯坦在研究过程中

始终坚信世界物质的统一性,因而创立了相对论理

论,揭示了物质、运动、时间、空间之间的辨证关系,

给出了科学而系统的时空观和物质观.该理论不仅

给物理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更带来人类思想上的

极大变革.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从哲学角度表达

了“时空不过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等物质、时

空、运动三位一体的自然观[3],二者的统一反应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物理研究者世界观的一致性,构成

了科学与哲学的共同出发点.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坚信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普遍联系的,其运动发

展是有规律的,这种坚定信念也是物理乃至科学研

究工作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物理研究者提供了科

学方法论的引导,物理则为其提供了具体的研究与

实施对象.哲学上以方法为研究对象形成的方法论

从整体上考查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探讨

其中各种方法的性质、作用及其之间的联系,这对各

门学科的科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物理研究

过程中需要对物质性质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不同

层次的研究,哲学方法论中有关局部与整体、特殊与

一般、现象与本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等等的研究

范畴与概念对物理研究工作者具有非常积极的引导

意义.
以安培定律的提出为例,在该课程内容讲述之

前已经介绍了1820年奥斯特的著名磁针偏转实验

以及毕奥 萨伐尔定律,即电流元产生磁场的规律.
同样历史背景下安培提出了比毕奥 萨伐尔定律更

深刻的问题,他根据电流与磁体等相互作用,逐步认

识到磁现象的起因是电流,提出物质的磁性源于分

子电流,认为磁作用的本质是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提出了寻找电流元之间相互作用定量关系的课

题.同时,安培与毕奥、萨伐尔一样,遇到了不存在孤

立的电流元而无法直接通过实验测量的困难,此外

两个电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力除了与其大小、间距

有关,还与两个电流元及其间的矢径,三者取向有关

系.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通过实验对以上因素对结果

的影响进行判定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针对上述问题,

安培设计了4个别具匠心的示零实验,其构思之新

颖与结构之奇巧,堪称物理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他接

着以此为依据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最终得到电流

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公式,即安培定律.进而才有了

磁场中载流导线受安培力、载流线圈受力矩、载流线

圈的磁矩等一系列的推论与应用.而相较于这些公

式与应用,该过程中明确的物理思想,以及在其指导

下设计的有针对性的物理实验与逻辑条理分明的理

论分析才是以安培为代表的伟大物理学家工作的核

心.从现象观察、问题的提出、定性的推测、实验的设

计与测量、定量公式的给出、新的物理量的定义、新

的物理定律的建立,再进而阐述定义及定律的物理

涵义,判定其使用范围及理论地位;与此同时开展广

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所有这些完整展现了物

理理论的全过程,提供了从现象揭示本征、从具体进

入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创

造性工作范例.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系统阐述科学方法论

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各

种科学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思想,恩格斯运用唯

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原理,分析了这些方法,

并进行分类[4];马克思在他的《认识论》当中谈到人

们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时与安培的工作高度吻

合[5],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也强调了在自然科

学的方法中,观察、实验、实践过程的重要地位.除此

之外,物理学中经常使用的“否定之否定”“抽象模

型”“假说法”“反证法”等等都在马列主义的著作中

有所涉及[4,5].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

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

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6,7].与物理中

的思想方法相比,哲学层面的思想方法是普适的终

极的思考,物理课堂中对思想方法的追求可以使学

生开阔思路、广泛联想,超越了具体问题的束缚,在

面对日后工作上的难题能够用思辨的方法看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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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解决问题的曙光.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与逻辑统一性也

体现于物理的教学体系中.黑格尔曾最早提出了历

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指出“个体认识活动的逻辑过程

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总体和主要环节上

具有一致性”[8,9],恩格斯在集中阐述了历史与逻辑

的统一性方法后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的

逻辑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

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

的反映”[5].这种一致性也体现在物理课程上,我们

会发现课程主体的逻辑体系可视为物理学研究历史

的缩影,学生认识理解的重难点(自然也是教学过程

中的重难点)会与物理学史中长期未能理解突破的

困难不谋而合,历史中某一课题的研究进程与思想

的进程密不可分[10],对课程体系与物理学史的一致

性的理解有助摆脱一些繁琐不重要的、舍本逐末的

解释与探讨,对课程的整体与重点、课堂教学节奏的

把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比如在气体动理论的学习过程中,最早占统治

地位的是“热质说”,认为热是一种没有质量、无色无

味、可以流动的特殊物质.18世纪末德国物理学家

福伦德测量了固体金属块和相同重量的金属屑的热

容量,发现二者是一样的,给予热质说以沉重打击.

1857年克劳修斯以大量弹性小球类比于气体分子,

认为气体分子碰撞器壁产生压强,得到著名的气体

压强公式.1860年麦克斯韦采用此模型利用概率论

的方法导出平衡态气体分子的速率分布函数,随后

玻尔兹曼将他的工作推广到了保守力场情况得到气

体分子速率的玻尔兹曼分布,接着又探讨了孤立系

统从非平衡态向平衡态的过渡过程,得到玻尔兹曼

熵公式,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提供了微观解释与理论

依据 …….作为气体动理论的奠基者,克劳修斯、麦

克斯韦、玻尔兹曼层层递进的工作构成了热学部分

的教材主干.对于首次接受微观分子世界的学生而

言,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思维、新方法往往使他们

感觉到一定程度的混乱,而历史的研究历程的提炼

引入为课程组织提供了素材组织、逻辑结构与指引.
思维的逻辑和客观现实的历史相一致是研究事

物发展规律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之一,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运用的原则和方法之一.从该方面入手

的物理课程教学对人文中历史的方法与理工中逻辑

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帮助学生从新的角度

理解问题,辩证、历史地理解课堂讲授的理论,又可

寓逻辑思维、思想方法的教育于其中.研究过程中问

题的提出、整理直至解决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争

论的焦点、论据、突破过程,以及其中涉及的逻辑推

导、研究过程、思想方法,物理学家们的勤奋与创新

精神等等都是极好的理工与人文、课程内容与思政

结合的教学素材.
张景中院士曾这样描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

学家谈论原子在物理学家研究原子之前,哲学家谈

论元素在化学家研究元素之前,哲学家谈论无限与

连续性在数学家说明无限与连续性之前.一旦科学

真真实实地研究哲学家所谈论过的对象时,哲学沉

默了.它倾听科学的发现,准备提出新的问题.”[1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物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

们期望以课程的思政建设为契机将二者关系更好地

体现出来,传达给学生.在传递知识的同时,体现辩

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逻辑思维、思想方法对物理理论

的指导与影响,帮助学生学习领悟物理规律与思维,

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对传统的理论课堂进行有效的升华,更

好地服务于课程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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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速运动点电荷的电磁场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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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匀速运动点电荷的电磁场场强方程求解二阶偏导数,发现匀速运动点电荷的电磁场场强方程符

合波动方程特征,并得到匀速运动点电荷的电磁场场强的波速.
关键词:电磁场  匀速运动  点电荷

  点电荷激发的静电场表达式只是空间变量的

函数,静电场的分布不随时间变化,静电场的传播并

非是超距传播,而是静电场处于平衡状态.静电场的

传播速度直接给出是光速,传播方式却没有进一步

说明,其实静电场的传播方式和匀速运动电磁场的

传播方式是相似的,在对匀速运动的点电荷的电磁

场场强方程求解二阶偏导数时,发现匀速运动点电

荷激发的电磁场方程符合波动方程特征.

1 匀速运动点电荷电磁场方程的二阶偏导数

真空状态,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中,点电荷q在t=

0时从原点出发,沿x轴正方向以速率v做匀速直线

运[1,2],t时 刻 位 于 x 轴 上 的 点 A vt,0,( )0 ,r =

x-( )vti+yj+zk是点电荷q到场点P x,y,( )z 的

矢径,矢径r与电荷运动速度v之间的夹角为θ,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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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theSublimationWayofClassroomKnowledge
fromtheIntersectionofMarxistPhilosophyand

PhysicsCurriculumContents

ZhouZhaoyan
(CollegeofArtsandSciences,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0)

Abstract:Physicsandphilosophyhavethesameorigin.Takingadvantage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reform

ofthecurriculum,theauthorfocusedontheconnectionandintersectionbetween Marxistphilosophyandthe

contentofthe"UniversityPhysicsCourse"intermsofworldview,scientificmethodandconceptofhistory.This

helpstoexplorewaystoimprovephysicsteachingIdeologicaland methodologicalconnotations,andpossible

sublimationpathsforthetheoreticalcontentofclassroomteaching.

Keywords:collegephysics;Marxistphilosophy;scientificmethod;historyand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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