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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面临 世纪 为培养我国高素质物理科学人

材 争取在下世纪初尽早产生诺贝尔物理奖获得

者≈ 物理教学的课程改革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

问题正引起我国所有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和讨论

本人从 年起走上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岗位以来

除少数几年教育不正常时期 几乎每学期都忙于教

学和科研 因为教师的责任感 在国家号召下也在思

索自己在教学岗位上怎样培养高素质人材 近看

了 年第 期5物理6杂志刊登的俞允强教授

/ 5电动力学简明教程6前言0 下文简称5前言6一

文≈ 以及 / 主编的话0 与 / 物理教育0 栏的 / 编者

按0≈ 更加促使我在这方面思索 也很高兴能找到

/ 一个场所0与教育界同行共同讨论课程改革问题

就从事物理学教学工作而论 我感到首先要弄

清楚我们开设课程的具体目的是什么 就/ 热力学

与统计物理0课程而论 你希望通过这门课程教学达

到什么目的 笔者通过 年对该课程的教学实践

逐步明确这样一个结论 /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0课程

基本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研究多体系统的物理思维

能力以及掌握相应的特定数学处理方法 热力学是

研究多体系统唯想象理论基础 在5前言6一文中 也

明确指出/ 这些课程不仅使学生在知识上获益 而且

常在思维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收益 0同样强调了培养

学生物理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值得指出的是 以上目

标 通过普通物理课程是达不到的 因为那里既不可

能完整地介绍不同物理对象所采取研究方法相应的

物理思维 更不可能详细介绍理论物理的特殊数学

方法 从这个观点出发 我们不难体会/ 四大力学0在

物理系教学中的地位 那些主张取消/ 四大力学0的

观点 实际上等于要取消物理系

在这篇讨论文章中 我不可能把我在热力学与

统计物理课程中的改革设想全部写出来 因为受5前

言6一文影响 本文就热力学教学改革中/ 得0 !/ 失0

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意见 参与讨论 以作为对俞允强

教授5前言6一文的响应

 热力学教学改革中的/ 得0

有人认为 热力学内容简单 主要是 / 热工0问

题 在物理系教学中可有可无 学生只要学好统计物

理就可以了 按这一派人意见 热力学理论应在热力

学与统计物理课程中全部砍去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

点 因为热力学是多体物理唯象理论基础≈ 你若

打开超导物理 !液氦物理 !磁介质 !材料科学以及低

温物理实验技术等近代学科书籍 其中大部分都基

于多体问题唯象理论 ∏的二级相变理论

° • 的超导体中磁通蠕动理论在当前仍

然是从事理论和实验研究的有力支柱

基于热力学理论的重要性 这就容易找到选择

热力学课程内容的尺度 它应该包括如下四点

热力学理论建立的物理思维 利用热力学基本规

律 依靠具体系统物态方程和比热求导该系统其他

热力学变化规律的解析方法≈ ) 极值问题

相平衡与相变 其中重点是液滴模型 !∞

相变理论 ! ∏二极相变理论≈ ) 在可能时介

绍超导的 ∏ 2 ∏方程

在热力学教学中 介绍 ∏二极相变理论很

重要 因为 ∏二级相变理论基础仍然是热力学

特征函数所描述的极值问题 ∏所引入的序参

量是典型的热力学参量 用该参量描述超导或超流

态是宏观波函数 将 ∏二极相变理论用于这两

个典型的多体问题所表现的宏观量子效应 就引入

了这两个学科的唯象理论 可以说 如果把传统热力

学称为经典/ 热力学0 那么 ∏二极相变引入的

热力学可称为/ 量子热力学0 由此可见 ∏二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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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在热力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笔者不同意在热力学教学中引入与热力学物理

思维几乎无关的/ 实际问题0 听说某校讲液滴形成

内容时 在课堂上引入大量当地气象资料 以培养学

生科研能力 其效果令人怀疑 如果采用这种办法改

革教材 必把教材搞成一身/ 浮肉0 臃肿不堪 学生

学习以后哪里能解决物理学科的前沿问题 这样改

革不是/ 得0而是/ 失0 得到一些与物理学关系不大

的/ 实际问题0 失去的却是物理学特有的思维 !教学

与实验方法

在5前言6一文的启发下 我粗略谈了热力学课

程改革的/ 得0 我相信 学生如果掌握这些内容 一

定有助于培养其掌握前沿学科的素质 缩小攀登前

沿科学的距离 物理系教授主干课程的教师 特别是

知名大学的主干教师 必须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骨干

因为这类教师有亲身探索未知的经历 在课堂上才

能表现出对建立学科的研究精神和活跃的物理思

维 大家还记得 年李政道教授在北京科学会堂

讲授粒子物理与统计物理的情景 在课堂中一下将

听讲者带进了科学的前沿阵地 他在课堂上介绍他

对物理未知课题的研究精神 年后我们还清晰地

记在脑海中 李先生的课就是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从

事教育工作的典范

在热力学课程建设中 有/ 得0必有/ 失0 那么现

今热力学那些内容可以/ 失0去呢 在下一节我想发

表一点意见

 热力学课程建设可/ 失0的内容

上节提到 热力学课程建立的物理思维很重要

特别工程派热力学理论建立途径 学生不易听懂 这

一点在教学中必须交代清楚 但是我认为 在建立该

物理体系时那些特有的物理与数学论证 应属于普

通物理内容 在理论物理中不必重复 因为我们不能

指望通过我们授课能培养出建立新学科世界级一流

学者 况且这些物理的论证方法在近代物理研究中

应用不普遍 又如我们不必仿公理派那样从热力学

第零定律数学上论证温度函数的存在 建立第一定

律过程中牵涉到的热质说已成为历史 第二定律两

种说法的等价性反证法 卡诺定理和克劳修斯不等

式证明过程都可以从略 如此等等 因为热力学课程

的基本任务是让学生掌握处理多体系统的唯象理

论 而该学科建立的特殊方法已成为历史 如果我们

在教学中还舍不得/ 失0去这些内容 而近代学科发

展很快 我们的包袱就会愈背愈重 而且会干扰我们

教学的主要目标

另外 化学热力学在物理学研究领域用的机会

很少 也该删除 以保证近代物理内容的引入

以上是个人不成熟意见 只能表达我响应5物

理6编辑部号召参与5物理教育6栏目讨论的热情 所

发表内容一定问题很多 欢迎指正 日后我也争取一

些时间 对一些具体问题作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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