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收到初稿，!""" # &" # !’ 修回

杨振宁物理教学思想浅探!

解 世 雄
（广东嘉应学院 广东梅州 %&(")&）

!""& 年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设立 &"" 周年，全世

界物理学界都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庆贺这一盛事 *
自 &+%) 年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

来，全世界的华人视他们为英雄 *他们大大提高了华

人在物理学界的地位，乃至世界上的地位 *这一点正

如杨振宁所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

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
杨振宁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 *除

了他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

论而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外，他和米尔斯创立的

规范场理论被看作 !" 世纪与相对论、量子力学齐名

的三大里程碑之一 *此外，他对中美文化交流和中国

物理人才培养的贡献等方面，也是其他人无法比拟

的 *有幸研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出版的

《杨振宁文集》，爱不释手，作为一个物理教育研究

者，《文集》中深邃的教育思想，深深地吸引着我，一

种无形的力量催促我把散见于各篇文章中的观点归

纳整理成文，奉献给同行共享 *

& 物理学是现象的学科，是活的科学

怎样看待物理学，这是物理教学过程中必须解

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 杨振宁先生对此有他的独到的

见解，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将中国和美国的物理

教育进行比较：“物理学是一个多方面的学科，是一

个活的科学，不是一个死的科学，是一个新的学科，

是一个跟实验非常接近的学科，而不是整天在公式

内打滚的学科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有不少学

生，确实被引导到一个死的物理学，旧的物理学以及

跟实验完全没有关系的方向去了 *”“应当多对新的

东西，活的东西，与现象直接有关系的东西发生兴

趣 *这种趋向和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物理教学的精神

不一样 *我认为这种情况是急于需要改变的 *不客气

地说，中国过去几十年念物理养成了念死书的习惯 *
整个社会环境、家长的态度、报纸的宣传都一贯向这

个方向引导 *其结果是培养了许多非常努力、训练得

很好、知识非常扎实的学生，可是他们的知识是片面

的，而且是倾向于死的方向走 *”“我多次回到中国，

发现大学物理系中有所谓‘四大力学’，它把学生压

得透不过气来 *没有人否认四大力学是重要的，它是

物理学的骨干，可是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骷髅 *物理

学要有骨干，还要有血有肉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才是

活的物理学 *”“很多学生在学习中形成一种印象，以

为物理学就是一些演算 *演算是物理学的一部分，但

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 物理学最重要的部分是与现象

有关的 *绝大部分物理学是从现象中来的 *现象是物

理学的根源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小孩，常常训练

不够，可是他们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专门爱

新的东西，而且所想的新的东西往往是和实验及实

际现象比较接近的东西 * 我希望大家多注意新的东

西，活的东西，与现象关系密切的东西 *”
杨振宁先生的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物

理教学的时弊 *我以为产生重理论，轻实践，重前人

知识的积累，轻知识创新，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

因有：我国的文化传统长期不重视物理科学的研究

和教育，真正意义上的物理教育和研究在我国不过

百余年的时间，我们比西方至少落后 !"" 多年，多数

理论我们都是直接学习和引进结果，缺少本土的实

验和探索过程这一实践基础 * 而在我国 &"" 余年的

物理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历程中，长期经费投入不足，

庞大的物理教育体系，政府难以支付大量的实验仪

器和设备经费 *除少数学校实验条件较好以外，贫困

地区的学校物理实验仪器、设备少得可怜 * 再次，在

我们物理教育系统内部，晋升和劳动报酬方面，并没

有真正建立鼓励动手实验，鼓励创新的机制 *照本宣

科地进行理论推导，知识讲解对老师是最容易的，而

死记硬背对付考试对学生来说也是最容易的 *
物理教学路漫漫，杨振宁先生的观点为我们指

明了努力的方向 *我们物理教师要努力创造条件，把

物理学的本来面目告诉学生，加强他们的实验和动

手能力的培养，尽可能让学生在对物理实验和现象

的探索中感受活的物理学和新的物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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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习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专长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动手能力和实验精神的重视

程度不同 "杨振宁先生说：“美国是一个实业家的国

家，他们保持 #$ 世纪向西部开发的精神 " 向西部开

发的人不是理论家，是实际卷起袖子来坐着马车到

西部去干的人 "这个精神，在美国社会里，在 !% 世纪

的头 &% 年，影响深远，渐渐地现在有一些改变，不

过，从前的影响还在那里 " 由于这些影响，美国对于

实际干的人比较信赖，认为这些人才是社会的中坚

分子，所以美国大的实验室的所长，清一色都是实验

物理学家 "”“日本、中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

都是考试考得非常厉害，在这种情形下，会动手而不

会考试的青年人，常常变得困难很多，甚至不能上大

学 "”中国文化重视理论，重视前人的知识，科举作为

文官选拔制度，有上千年的的历史，而对学生的科学

教育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培养实验、动手能力和大胆

创新精神等观念建立得更晚 " 多年来，升学竞争激

烈，又助长了考试之风 "
#$’& 年，杨振宁先生到美国求学，觉得自己对

实验接触得太少，一定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写一篇

实验方面的论文 "他写到：“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

造一套 ’% 万电子伏特的加速器 "这在当时是相当大

的 "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 " 在他

的实验室的 #( 至 !% 个月的经验，对我后来的工作

有很好的影响 "因为通过这次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

的人在做什么事情 "我知道他们的困难，他们急一些

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 " 换言之，我领略

了他们的价值观 "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

我的动手能力是不行的 "”“在实验室内，看到了一些

同学，理论物理念得不太好，但是实验的本领特别

大 "当时给了我一些自卑感！有一位叫 )"*+,-./ 的

同学，他对实验室内发生的问题有一种直觉的感觉，

而知道自己用什么办法去解决 "”杨振宁先生结合自

己的学习经历，领悟到学生有不同的特长，成功者要

善于扬长避短 "
不同的遗传素质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人，能力和专长有很大的差异 "杨振宁先生认为：“一

个人的动手能力是一种天赋，因人迥异 "”他指出：

“美国所有大学教授都知道，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中，有些很有设计计算机程序的天赋 "他们做事非常

快，而且他们编写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能力是惊人

的 "”“有许多年轻人喜欢收集、分类和整理各种东

西 "我要强调的是这也是一种才能，不是每个人都能

做到的 "”“有人天生就是组织者，如果你是其中一员

的话，我希望你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因为大量科学知

识最终要系统化 "因此，你们那些喜欢对事物加以系

统化，有一定系统化感的人同样应该抓住这一点，因

为它会引导你走向非常有益和重要的新的发展方

向 "”“同样，有许多人喜欢解决问题 " 不是每个人都

喜欢解决问题，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解决问

题的能力 "但是解决问题非常近似于科学研究 "”
杨振宁先生的这些源于亲身实践的精辟的见

解，对于我们物理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

该建立这样一个观念：不能以考试分数论英雄，对于

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应该尽可能地给他们各种机会，

让他们展示天赋，并不断地加以培养和发展 "

0 要培养广泛的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

杨振宁先生在给学习物理的学生的多次谈话中

都强调不要把自己禁锢在狭窄的范畴内，要培养广

泛的兴趣 "“培养博览群书的习惯是很有益的（尽管

也许不是绝对必要）" !% 世纪的科学在各方面都取

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而且科学正以惊人的速度不

断开拓新的领域，所以没有什么人能什么都懂 "那么

在这种状态下，你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 你可以说，我

要倾全力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因为想要什么都懂是

不可能的，想要什么都懂必然是浪费时间 "但你也可

能持另一种不同的看法，说我要扩大知识面，有广泛

的兴趣 "我认为后者一般来说更容易成功 "“博士顾

名思义是要博，英文叫做 1-23-+ -4 567.-896:" 567.-8;
96: 指的是总的思想方向，一个人兴趣比较广，可以

应付整个学术界前沿方面的千变万化的新情况 " 从

亚洲地区训练出来的年轻人应该特别注意把兴趣放

得广一些 "”
中国传统的物理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存在不

少的问题，杨振宁先生多次指出：“我觉得一般讲起

来，从中国传统影响的地方训练出来的人，普遍的兴

趣会过于狭小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有许多人往往

变成胆子小，他们从训练阶段开始，就养成一种习

惯，即不敢发‘奇想’，觉得先哲已经这样，那样做过

了，我是那样的渺小，怎么能超过前人？”杨振宁先生

强调：“一个研究生最重要的是训练独立思考的能

力，而不是一个只会专门做一件事的人 "”“如果要使

每一个人学得都有自己的想法 " 怎么办呢？譬如物

理学，美国有一本杂志，头五页是报道各方面的最新

动态，我建议留学生每期都去看看 " 即使看不懂，也

要看看 "这种学习方法我叫它‘渗透法’"中国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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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是一种‘透彻法’!懂得透彻很重要，但是若

对不能透彻了解的东西，就抗拒，这不好 !渗透法学

习的好处，一是可以吸收更多的知识，二是对整个的

动态，有所掌握 !不是在小缝里，一点一点地学习 !”
广泛的兴趣，宽广的知识面，能够使学生对物理

学中新的东西有一定的敏感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则

保证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

面跑，这样才能真正学有所成 !我国的物理教育在培

养学生宽广的知识方面是很不够的，我们的物理教

材写得很深奥，很难懂，读了物理教科书，很难激发

创造欲望，常常会产生读不懂的苦恼 !正如杨振宁先

生前面所说，那不是活的物理学，而仅仅是物理学的

骨干 !绝大多数学生仅仅为应付考试而读书，他们没

有时间和精力去读活的物理学———杰出物理学家的

名著，也没有时间去读新的物理学———物理学的科

学期刊 !我们可以看到文科系的学生，高谈阔论地争

论问题，而物理系的本科学生，则常常在默默地解

题，这样的物理教学得改一改了 !

" 把握好科研方向与方 法 才 能 做 出 好 的

成果

无论是从事物理教学的教师，还是学习物理的

学生，科研都是自我提高和发挥创造天赋的有效途

径 !关于科研问题杨振宁先生有许多精辟的观点 !首
先，他认为选好方向是成功的关键：“大学中有很多

优秀的研究生，他们自己和老师都不能预测未来的

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却可能悬殊 !回
想一下，成功的同学在当时并不见得比不成功的优

秀许多，这其中一个基本的道理，即有人走对了路，

左右逢源，有人走错了路，再努力也不能有大成 !”而

要选好方向，“应该多对新的东西，活的东西，与现象

直接有关的东西感兴趣”，“在老的领域中有无数聪

明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什么理由你会比他们做得

更好呢？这好比淘金矿，当然以淘新金矿为好 !这不

是说在老金矿中一定淘不出东西，不过淘出东西的

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我赞成淘新金矿不赞成淘老金

矿 !”“比较容易研究的问题是新的东西 !因为它是新

的，还没有很多文章搞得眼花缭乱，这时进去，和实

验比较接近，就容易做出新的有意思的结果 !”
其次，他认为研究问题要从头做起 !“#$%$ 年我

和李政道要讨论 & 介子，讨论矢量介子的电磁相互

作用 !我们从头去做，做了一段时间，别人的文章虽

然很多，可是很多是不对的 !做了一年我们成了这方

面最大的专家 !温度场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如果有人

去做，我建议他从头去做，不一定看别人的文章 !做
了一段时间后再看 !如果一开始就跟着别人跑，可能

有些最大的问题你不去问了 !这好比新到一个城市 !
如果一开始就跟着别人跑，几次以后，可能还不认识

整个城市 ! 如果你自己摸索着走，情形可能就不同

了 !”
第三，要有自己的见解和品味 !杨振宁强调要做

出好的科研成果，不但要掌握物理学的真精神，而且

要有自己的品位：“学一个学科，不只是物理学，不但

要掌握住它们里面的知识、定理和公理，更要掌握住

这些知识、定理和公理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等到你觉

得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到一定程度时，你才是真正把

这些东西吸收进去了 !我想一个思考比较成熟的、念

得很好的学生，如果能够在一个早的时候接触到一

些风格比较适合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文章，并吸收了

它们的精神，这对他将来选择正确的问题和正确地

解决问题的方法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想学好

别人已经消化好了的知识，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要使研究工作真正成功，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把大

家当时已有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跟自己的品位结

合起来，从而冒出新的方向来，这才是研究工作最重

要的一点 !”
我们应该看到物理教师的科研具有广阔的天

地，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可能，选好方向，脚

踏实地地从具体问题做起，发挥自己的特长，坚持数

年必有所成 !

% 结语

以上我们把杨振宁先生关于物理教学和科研的

许多精辟的观点，整理成文，为了使读者能领略他的

风格，我大量直接引用原文 !杨振宁先生几十年如一

日，永不间断地学习、研究、教学，为人类的科学事业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 #$’( 年以来，他几十次回国，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物理科研，人才培育出谋划策 !
他到过许多重点大学给师生讲学，他渊博的知识，丰

富的经验，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以及他的爱国

心，都记录在他的报告中 !如果你是一个物理教师没

有读过杨振宁先生的文章，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赶快去读他的原文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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