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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单介绍了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开创者之一谢希德先生的人生经历以及科学品质,从

中展现出中国科学家不畏艰苦、求真务实、甘于奉献的科学精神,给出与中学物理教学的结合点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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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身边的手机、眼前的电脑,到天空的飞机、飞

往外太空的火箭,都离不开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

可以说是电子产品的基石.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对科

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半导体科学

的发展中,有一位呕心沥血、功不可没的科学工作

者,她就是谢希德先生.
谢希德,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

科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半导体之母,也是新中国成

立后的第一位大学女校长[1].她的名字,始终与我国

半导体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她的一生,坎坷而精

彩,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展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通过回顾谢希德的人生经历,有助于学生感受我国

科学工作者不畏艰苦、求真务实、甘于奉献的科学

精神.

1 年少勤学 病痛与战火中辗转求学

1921年春,一位推动中国半导体科学事业及物

理学科教育事业发展的伟大科学家 ——— 谢希德,在

泉州市蚶江镇赤湖乡这座文化古城中悄然出生.年

幼的谢希德勤奋好学,各科课程都在班上名列前茅,

但是体质较弱,常常因病请假.病假并未让刻苦的谢

希德落下学习,她以自己勤奋认真的态度,攻克了疾

病带来的困难.
随着卢沟桥事件爆发,当时就读在高三年级的

谢希德开始了她战火纷飞、辗转不定的学习生涯.伴

随着病魔的折磨与战乱的纷扰,谢希德的求学生涯

是曲折坎坷的.她在1938年考取湖南大学不久后,

便患上了骨关节病变,不得不休学在家.但病魔的折

磨并未打消谢希德的求学意志,她在病床上坚持阅

读学习,背单词、学英语,奠定了自身的英语基础.这

次病好后,她再次参加高考,考入浙大,但还没来得

及入学,便随父亲转往厦门,后又在第三次高考中考

入厦门大学.期间由于疾病的后患,行动不便,4年

的疾病折磨与3次的高考考验并没有阻挡谢希德不

断学习的脚步,她终在1946年秋从厦门大学的数理

系毕业[2].
此后,内战的纷争笼罩华夏大地,当时的谢希德

苦于报国无门,为了有所作为,她选择了暂时出国学

习国外的先进知识,为报国作好准备.谢希德凭借着

自身的努力,攻读下史密斯文理学院的硕士学位以

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为今后的科学研究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2 赤子之心 纷乱与贫苦中毅然归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科学

研究条件并不如国外优越,但在异乡的谢希德怀揣

着一颗报国之心,渴望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当中.当

时,考虑到国内条件艰苦,谢希德的父亲希望她可以

留在条件更为优厚的国外,但谢希德报国之心坚定,

她在自述中写道:“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

出国求学,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

批建设人才,我却留在国外,实在说不过去,回国参

加社会主义建设,责无旁贷,不能再等了[3].”目标

意志坚定的谢希德渴望将国外所学回报于祖国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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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甚至因此与父亲产生了终生的嫌隙.
但归国的道路并不如想象中的轻松,恰逢朝鲜

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禁止美国理工科的中国留学

生归国.谢希德在李约瑟的帮助下,通过借道英国的

方式,才艰难地回到中国.历经险阻,辗转归国的谢

希德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怀揣着迷茫与不安的留学青

年,而是目标明确,眼神坚定,学富五车的科学工

作者[4].

3 拳拳之心 教育与科研齐头并进

归国后的谢希德眼看祖国大地,心中激情澎湃,

她提到:“经历了不少曲折,耗费了许多精力,回国的

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3].”此后,谢

希德便开始在半导体技术以及表面物理领域白手起

家,为我国这个领域的科学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
学成归国的谢希德发现国家急需大批专业技术

人才,深感为祖国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于是积极地投

身到人才培养的工作中.进入复旦大学担任讲师,其

先后开设了普通物理的光学、力学、理论力学、量子

力学、固体力学等七八门课程,为复旦物理系的学科

起到了奠基作用.在教学的过程中,她自编教材讲义

为学生授课,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1958年,与

黄昆教授合作,出版了一部在当时国际上可称为权

威的专著,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半导体的科学

论著 ———《半导体物理》[5].
在培育人才之余,谢希德不忘工作在科研一线,

在1954年与方俊鑫等同志负责筹建了复旦大学物

理系固体物理教研室,并带领教研室的教师们积极

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了我国固体物理研究的

拓荒者之一.在谢希德担任校长之后,为了兼顾校务

工作和科研安排,常常工作到深夜12点,又在次日

的清晨6点醒来.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她的房间总是

放着多个闹钟.正是谢希德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让

她在兼顾校务工作之余,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的前

哨[6].谢希德在固体能谱、表面物理的研究领域都获

得卓越的成果,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7].图

1为谢希德作表面物理学术报告的照片.

图1 谢希德正在作表面物理学术报告

4 谢希德先生事迹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启示

谢希德先生的人生经历展现着我国科学工作者

熠熠生辉的优秀品质,我国半导体科学的发展绕不

开谢希德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名字.教师在课堂教学

的过程中,让学生了解科学家的生平,可以更好地培

养学生的科学态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4.1 不畏艰苦 勇战病魔

谢希德的一生宛如一名战士,始终在与病魔斗

争.从年幼时虚弱的体质,到患上骨关节结核,再到

后来患上癌症,谢希德始终没有向病痛折服,每一次

都在病痛中坚持学习或工作,用自己强大的意志击

倒病痛.即便在文革后,谢希德饱受癌症的折磨,养

病中的她依旧从早晨伏案工作至深夜 ——— 夜以继

日地阅读文献资料,循循善诱地指导研究生学习,一

丝不苟地解答来访者的疑难问题.有一次,谢希德不

顾自身疲惫,在病痛中为承担军工科研任务的陈仁

溪先生翻译所需的论文,协助国家的科研任务得以

顺利完成[6].谢希德即便身患病疾,仍努力留下了丰

厚的科学及教育成果.
物理学习及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就是各种挫

折和困难,需要依靠意志力克服这些困难,教师在分

享的过程中可以强调谢希德身上不畏困难,攻克难

关的品质.

4.2 严谨务实 求真的科学态度

“钟,总是每秒每分,那么严密,那么准确,激励

着我们养成良好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谢希

德以钟喻人生,而在谢希德的工作中也展现着这种

“钟的精神”——— 对待实验的结果,对多次重复及规

律寻找提出近似严苛的要求;对论文逐字逐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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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其中文献引用的错漏甚至小笔误;审阅文章时,

细心而严谨,当原作者提出混淆“硅片”与“芯片”

时,她甚至作出示意图帮助作者辨别,将“指甲大小”

这些带有模糊歧义的地方修改为“一平方厘米见方”

这样的严谨表述[6].谢希德先生始终以这种严谨、认

真、细心的精神感染自己的学生,将这一严谨的科学

家作风传承下去.
对日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教育部提出了新的教

育目标,当时的时局强调国家更需要大量“实用科

学”的人才,以致许多毕业生为毕业之后的出路而

争相学习工科与经济学科.当时的谢希德并没有受

到时局风气的影响,始终保持着对物理学科的热爱

与坚守.此后几十年间,始终坚守在物理科研与物理

教育的工作中,不忘初心,为祖国奉献出自己的

一生.
细致、认真、严谨、求真务实这些在谢希德身上

展现的品质是物理学习及科学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重要品质,教师在分享的过程中可以有意地向学

生渗透这些重要的科学品质.

4.3 矢志不渝 报效祖国

谢希德归国的时期正是祖国需要发展壮大而国

家的科教事业又相对贫瘠的时期.谢希德本可留在

国外,选择一条工作轻松而生活富足的路,但她却在

学成后不顾家人反对和时局混乱,历经艰险,毅然归

国,为祖国发展科学,培育人才.后来,“文革”爆发,

谢希德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而不得不中止了手头的

科学研究.直到1972年,她才可以重新投入到科研

工作中.期间她饱受艰苦,却始终不忘周恩来总理视

察北京大学半导体工厂时提到的:“不重视基础科学

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吃大亏,犯大错误.”这段往事

激励着谢希德,让她度过那段如同浩劫般的时光,也

激励着她努力追回逝去的十年时光,夜以继日地为

我国发展科学研究以及培育科学人才.她的一生,

为祖国的科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矢志不渝、

报效祖国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并

将激励当代青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奋斗.
通过分享谢希德在国家危难时毅然归国、国家

困难时积极报国的事迹,可以在物理教学的过程中

渗透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4.4 与中学物理教学的结合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提出

要让学生了解材料科学的有关知识及应用,其中一

个例子便是半导体,《课标》还要求学生认识常用传

感器的基本原理和简单的控制电路,半导体是可以

制成传感器的材料之一[8].在人教版和粤教版选择

性必修二的教材中“传感器”部分以及选择性必修

三“固体”部分的教学都涉及有相关的内容[9,10].此

外,粤教版选择性必修三第二章第6节中,其中一部

分便详细地介绍了半导体材料的相关知识及应

用[11].在教师教授以上这些内容的时候,可以将其

作为课堂的素材之一,为学生分享中国科学家的精

神品质和科学贡献,亦可以将谢希德的人生经历作

为课后阅读材料给予学生,还可以让学生在课后进

行检索,了解中国科学家的相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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