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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年巾帼论物理

编者按! !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我刊从 $%%" 年开始，每年第 " 期都刊登反映女物理工作者事迹与风貌的文

章’ 今年恰逢“世界物理年”，我刊特别邀请几位在物理学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女性撰写她们的体会和感想，旨在鼓励更多

的女性进入物理学这个领域，并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国女物理工作者’

“ 物理”为我的人生注入活力

严! 燕! 来(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 上海! $%%$#%）

(!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0 1234’ 564’ 7/

! ! 为什么我会选择“ 物理”专业，为什么选择“ 物

理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坦言：家庭的影响

是第一推动力’ 在我看来，我的父母之般配、之学识、

之默契、之美满可以百万里挑一计’ 他们早年是燕京

化学系的同班同学，89"9 年毕业时父亲是全校毕业

生中惟一的金钥匙得主，而母亲是化学系仅有的五

名毕业生中惟一的女性⋯⋯’ 在我长大的日子里，他

们终日读书、教书、研究、探索，成为院士、教授伉俪，

令我自然而然选择科学，然而我和我弟弟都没学化

学，而是改学物理，就有几分阴差阳错了，但是今天

在我职业生涯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庆幸我的选择，我

确信，选择“物理”让我的人生更丰富！

令人振奋的是，今年从巴黎吹来暖冬里的春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 世界物理年”正式

启动———吉（鸡）祥之年属于我们物理工作者！“世

界物理年”伊始，我愉快地接受《物理》杂志约稿，谈

谈我心目中的“物理”，以及“物理”如何不断地为我

的生命注入活力’

8! “物理”的精髓是不断探索

“物理”教人格物致知，客观规律至高无上；“物

理”教人求真务实，不断探索’
我是“文革”开始的那一年跨出大学校门的，经

历了十年动乱之后，乘着科学（ 大会）的春风，幸运

地被调至上海交通大学（ 以下简称交大）正在组建

中的应用物理系，成为当时紧缺的物理基础课教师，

从此开始我的“大学物理教师”生涯’
$% 世纪 :% 年代中期，作为已有 $% 年教龄的物

理教师，我通过英语 );< 考试等后，得到纽约州立

大学石溪分校的交换学者基金资助，来到杨振宁所

在的物理系和材料系进修，跨出国门为我的人生添

上多彩的一笔’ 更幸运的是，第二年由于材料系的一

个教授位置空缺，我意外地被纽约州聘为客座教授，

有幸经历了那里教学的全过程’ 受聘后我除了继续

进行表面能谱研究外，必须主讲一门课程，于是我斗

胆主讲了一门现代物理测试手段和应用的课程，为

了弥补我语言上的不足，特意聘请了三位美国研究

生做我的助教（<=），学期结束时学生对任课教师的

评定中给我打分为 = > ，说我每一讲的薄膜片上都

有丰富的内容，并且原理剖析清楚，大部分学生在以

后是否还会选修我的其他课程一栏中打勾，这样我

的教学在美国不仅没有砸锅而且顺利闯关了！

89:: 年回国后我先后出席了“ 中、日、美物理

教育研讨会”的第二届、第三届系列研讨会，美国物

理学会 ? 物理教师协会（==;<）联合举办的 899$，

899@，$%%8，$%%# 年的年会，成了美国物理教育界同

行，特别是美国物理教师协会女性工作委员会的老

朋友，应邀在 ==;< 会上作过四次报告［8］’ 我先后走

访过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华盛顿大学、密西根

大学、耶鲁大学、迈阿密州立大学和栾斯里尔高等工

学院等高等学校以及几所中学，还实地参加过一些

短期的教学活动，例如受华盛顿大学 A,--,+/ B7C5DE
*F33 教授（女）的邀请，在她主持的试验教学中做了

两周教师培训项目的辅导教师，在 GHI<HJ 的一所

中学做讲座等’ 此外，我在 899" 年上海交通大学和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纪念姊妹学校十周年的互访中，

以及 $%%$ 年韩国召开的国际物理教育研讨会上，都

作过“中华古科技瑰宝中的物理”专题报告［$］，受到

与会者格外的欢迎’
物理的精神是科学的精神，她教会我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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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思考，追根溯源! 或许是因为物理教师职业的缘

故，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年华在重大政治

变革中度过，我对于东、西方教育比较，特别是对中、

美物理教育的比较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
我怀着莫大的热情参加上述教学活动，其间的

所见所闻与本人多年在国内教学的感受相交织、相

碰撞，激发起对比中、美物理教育的一些思考［"］，究

竟中、美物理教育的基本区别是什么？如何在我们

自己的教学土壤上成功地嫁接、培育出适合我国国

情的物理教改成果？我曾“ 创作”出一张“ 哑铃”图

（见图 #）［$］，试图把东、西方物理教育的区别表达出

来：各组“哑铃”的右铃为我（中国）之所长，而左铃

则为彼（美国）之所长，并且我之所长几乎正是彼之

所短，而我之所短则正是彼之所长! 在布局上，右半

圆周的各“ 哑铃”项直接与教学现状分析的科学性

及合理性有关，而左半圆周的各“哑铃”项则与教学

管理和运筹上的比较有关!

图 #% 中、美物理教育比较“哑铃”图

这张“哑铃图”最早在 #&&# 年无锡召开的物理教

育研讨会上引起反响，之后在我们物理教研室达成共

识，形成“扬长补短”的教改思路! #&&" 年，我们上海

交大大学物理教学改革荣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一

等奖时，“扬长补短，逐步优化”［’］得到各级领导和物

理教育界同行的一致认同，即扬‘演绎强、基础厚’之

长，补‘归纳差、创造弱’之短，应验杨振宁教授的话：

“中、美双方教育传统的长短是互补的，若能将两者结

合起来，在教育上将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 ”

至今，“扬长补短”的教改思路始终伴随着我，

指引我们创意、立项并完成了教育部的教改项目，为

大学物理精品课程建设做出贡献!

(% “物理”充满对自然基本规律的探

讨，物理育人，深邃隽永

物理是可以育人的，我觉得物理充满对自然基

本规律的探讨，本身生动精彩，美不胜收，令人回味

无穷，在《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课程教学中特别容

易表达出物理学的这种神韵!
学生反映：“《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重新燃起了

对物理这门基础学科的兴趣”，“大开眼界、受益匪

浅”，“《拓展与应用》是自进入大学以来最令我满意

的一门课程，能从更高、更宽广的视野来了解物理学

的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成就、发展历程和现实应用! ”

《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课程能够得到学生一

致欢迎，是经过一段艰苦历程的，首先应当归功于十

年前启动的教育部“ 面向 (# 世纪教改”项目［)］! 当

时在邓小平倡导的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改革背景下，在交大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确立了“扬长补短、全面优化”改革思路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 + 个专题系列讲座的方案，将大学物理

向“物理近代发展”与“高新技术应用”作双向拓展!
该项目由交大牵头组成的南片六校项目组（同济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大学、浙

江大学）合作完成，由我主持和主编，经过数年努

力，《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立体化教材（包括教材、

电子教案、动画课件、视频录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
我临近退休仍然执意开出《大学物理拓展与应

用》系列讲座［&］，是因为我确信这门课有助于学生

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自然观、科技观、人生观! 让他们

通过宇宙、天体、熵等大规律的认知，感受历史上大

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感受他们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与

直觉，让学生对自然界多一份敬畏，对规律多一份探

究精神，对自己多一份谦虚和自信! 同时，老交大一

向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对传感器、同步辐射、激光、

超导、纳米乃至古科技等从物理原理层面上的讨论

应当能够有助于学生提高工程意识，提高研究能力，

学会如何应用物理基本原理解决高新技术等各种实

际问题!
今天看来，《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课程向“近代

发展”和“高新技术应用”的双向拓展［#-，##］，切中 (#
世纪工程师培养的要害，不仅传授物理知识，更是物

理育人的理想载体! 我于去年夏天走访了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0），那里物理教学的首席教授高度评价我

们的《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讲座，他说：“如果这些

材料翻译成英文，他会强烈推荐 ./0 开出相应的课

程，让学生感受物理学的美感和应用，《大学物理拓展

与应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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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理”无处不在，盘古论今，慧眼

独识

我的学生说：“有幸听到了西汉古铜镜之谜、古

代编钟、鱼洗这几个讲座，我可以大胆地说，其他学

校的学生或者交大没有听过讲座的学生怎么也不会

有我们这种成就感’ 我忍不住要佩服我们的祖先，佩

服他们的智慧，佩服他们的制造工艺’ 或许我们的祖

国还不够强盛，科技也不如人家，但是我们一定能够

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

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更对不起那些沉睡两千多年

后觉醒的编钟！”这决不是一个学生听了“ 中华古科

技瑰宝中的物理”专题讲座后的感慨，这个讲座在

几届交大试点教学的学生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 年 ( 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以交大联读班学

生为主的济济一堂之热烈听讲的场面曾使我激动不

已；$%%# 年 )$ 月，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学生在整

整 $ 小时讲座后，出现全体学生长时间使劲鼓掌的

场面，梯形教室门口站立的学生无一中途离去，讲座

后又连连发问，讨论良久！

如此盛景是有生以来对我授课的最高回报，也

是对我们交大几位老教授十五年磨一剑的教学研究

成果的绝对肯定［)$—)#］’ 我国古代的科技遗产中，有

相当比例在历史上已经失传，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

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和冲动，要从教学研究的角度

把他们部分地找回来，介绍给年轻的学生’“ 古科技

中的物理”是绝好的“ 补短”题材，让学生接受发

散、归纳的创造思辨训练和科学研究方法训练’ 讲座

均从神奇现象出发，沿着研究工作的层层深入而逐

步揭开奥 秘，清 晰 透 彻 地 解 释 了 何 以 铜 镜 能“ 透

光”、鱼洗会喷水、编钟发双音、铜钟可变音等神奇

现象的物理机理，并让学生从中感受我们炎黄祖先

在古科技中超前时代的原创成就’

#! “物理”的天空让我心底泛起一片

湛蓝

在我心目中，“ 物理”带给我一片湛蓝色的晴

空，她是那样宁静、纯洁、高尚⋯⋯

学生在《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课程感受中写

道：“这学期来，每个单周的周五，成了我最盼望的

时间，因为这天上午一二节，有严老师的大学物理拓

展与应用讲座’ 真是爽极了’ 严老师从教几十年，有

无数的学术积淀，当她用沉稳的语调和精确的语言

把一条条理论耐心地娓娓道来时，给我们的感觉只

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如沐春风，如沐春风啊！这是我

第一次遇上水平这么高的讲课’ ”；“严老师还有她

精彩的讲座，将和美丽的交大一起，永远留在我的记

忆中，一生一世”’
我的感受和学生一样，在《 大学物理拓展与应

用》系列讲座备课和授课的过程中，我上网、翻阅中

外参考书，边学习、边消化、边备课，每每读到点睛之

笔，幡然悟出原委；每每查到精彩原图，宛如亲临其

境；每每想出新的讲述办法，立刻融入教案，内心的

感受，如浴清泉，沁人心肺，尽享天成！当看到学生

目不转睛、鸦雀无声听讲以及课程结束时由衷的长

时间掌声，我确信自己在做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内心

充满喜悦，心底泛起一片湛蓝⋯⋯

&! 结束语

至于常被问及的为什么作为女性也会选择物

理？我会反问：为什么不呢 ？！五六十年代是男女

不分的年代，说实话，我们当时压根儿没想到女生学

物理与男生有什么不同！难道在以商品竞争为特征

的今天，物理专业乃至“科学人才”非男性莫属？

“物理”让我享受人生，“物理”为我的人生注入

活力！

参 考 文 献
［ ) ］ *+, * -’ ./0 1/23 .0+4/，)55$，"%："#)
［ $ ］ *+, * -’ 1/23643 6, 7,460,8 9/6,030 9/6:0 ; <0==3’ 1>?400@A

6,B ?C D,80>,+86?,+= 9?,C0>0,40 ?, 1/23643 E@F4+86?, 6, 9F=8F>+=
9?,80G8（ D91E9），H?>0+，$%%)’ ()

［ " ］ 严燕来’ 国际物理教育通讯，)55"，))：)
［ # ］ 严燕来’ 物理教学研究与探索’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55(’ $)&
［ & ］ 孔令达，严燕来等’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55#（$）：)
［ ( ］ 严燕来等’《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教材的编写与实践，面

向 $) 世纪高等理工科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成果’《挑战 探索 实践》第三集，$%%)
［ I ］ 严燕来，叶庆好主编’ 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面向 $) 世纪课

程教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J ］ 严燕来，柴康敏主编’ 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多媒体电子教案

与素材库（光盘 $ 片）’ 北京：高等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
［ 5 ］ 严燕来’《大学物理拓展与应用》打造大学物理精品课程’

上海交大报，$%%# 年 ( 月 )# 日

［)%］ 严燕来’ 物理与工程，$%%" 年论文集，#
［))］ 陈泽民’ 大学物理，$%%"，$$（I）：#"
［)%］ 严燕来，梁华翰，孔令达等’ 大学物理，)55(，)&（$）：#"（获

《大学物理》优秀论文一等奖）

［))］ 严燕来，孔令达，梁华翰等’ 大学物理，$%%)，$%（)%）："#
［)$］ 严燕来，孔令达，柴康敏等’ 大学物理，$%%#，$"（$）：&"

·!"#·

物理年巾帼论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