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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凯华先生八十华诞专题

编者按暋暋赵凯华先生是我国物理学教育界的杰出代表.几十年来,他勤勤恳恳地活跃在物理教育战线,教书育

人,著书立说,推动物理学教育改革,为我国物理学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赵凯华先生在物理学教材建设方面成就

卓著.他撰写的《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别开生面,一改传统教材沉闷、呆板之故习;他与合作者所著的5卷本巨著

《新概念物理教程》系统、新颖,启我国普通物理学教材求新求变之新风;他与人合作撰写的3卷《新概念高中物理

学读本》,为我国的中学物理教育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教材.除此之外,赵先生以其沉稳刚毅之精神和包容大度

之风格,积极参与中国物理学会的工作,为中国物理学界至少做成了5件大事:其一,作为中国物理学会主要领导

人之一,与周光召等学会领导人一起使得中国物理学会重回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IUPAP);其二,执掌物理

学会教学委员会多年,积极开展中外物理教育交流,使我国成为国际物理学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国之一;其三,三
度带领我国少年英才勇闯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奏响我国青少年参加物理奥赛连年告捷的前三声;其四,

创办并主编《大学物理》杂志近30年,筑我国大学物理教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其五,继王竹溪先生之后,主持中国物

理学会名词委员会工作二十余年,续我国物理学名词规范化之历史传统.赵先生的这些建树和功绩,将为我国物理

学工作者永久铭记.
赵凯华先生多年担任《物理》杂志的副主编,为本刊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适逢赵凯华先生八十华诞,本

刊特约请赵先生的老师和学生撰写了一组祝贺文章,表彰赵先生为我国物理学教学和人才培养所作出的功绩和他

献身物理教育事业的高贵品德.在此我们敬祝赵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老当益壮,再立新功.

由凯华联想到的一些事情

沈克琦昄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暋北京暋100871)

昄暋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已退休

暋暋1946年,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由昆明复员

回到北平.凯华考入北大物理系,我到物理系任助

教.至今我们相知已60余年,共同经历了不少风风

雨雨.在他80寿辰将临之际,联想到一些事情.

1暋从凯华16岁上大学想起的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16岁上大学并非罕见.
多数孩子是虚年龄7岁上小学,但制度上对上学年

龄并无限制.报考大学,既无年龄限制,也不限于高

中毕业,允许以同等学力报考.不少凯华那样生性聪

慧的少年就脱颖而出了.我认为这种制度上的灵活

性,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有利于青少年的智力开

发.那时大学的教学制度也比较灵活,除必修课外,
学生还可以选修全校任何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学
生可以转学、转系,每年暑期有转学考试,每学年末

可以申请转系.这为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

习情况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创造了条件.李荫远、朱
光亚、李政道就是先后由四川大学、中央大学、浙江

大学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杨振宁报考大学时,报
的是化学系.备考时自学高中物理,觉得对物理更有

兴趣,入学后就改入物理系.语言学家朱德熙是在读

完物理系一年级后转入中文系的,他曾对我说,这一

年数理课程对他的语言研究很有帮助.西南联大时

转系、转学相当普遍,事实证明这对人才培养十分有

利.遗憾的是,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后,教学制度

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硬性规定.如根据苏联教育专家

的建议,规定入小学必须满7周岁,因而许多孩子的

智力发展被延误.又如,大学教育按严格的教学计划

进行,苏联专家说“教学计划是法律暠,因此按一个模

子塑造学生.还以“按计划培养暠为理由,取消了自由

转学、转系制度.我想这些对因材施教和学生的自由

发展都极为不利.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已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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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还放得不够.近30年来,教育界注意了青

少年智力的早期开发.但有些措施是揠苗助长,大量

灌输知识,不是顺其自然,剥夺了孩子自由发展的时

间,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效果适得其反.我觉得教

育改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减少死规定,增加灵活

性,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教师适当指

导,绝不包办代替,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

2暋从凯华留苏想起的

凯华于1953年被选拔为留苏研究生,在俄专学

习一年后入莫斯科大学研究院,1958年获数理科学

副博士学位,随后即回北大任教.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按“一边倒暠的路线进行

教改,全面学习苏联.物理系的教学计划是仿照苏联

的教学计划制定的.计划中有“物理学史暠这门课,我
们从未开过,因此派出时给凯华定的学习方向是“物
理学史暠.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有些可笑,可当时的指

导思想就是“照搬暠.不少老师曾对苏联教学计划提

出疑问:“为什么这样安排? 不理解暠.教育部负责人

答复是,“搬过来再说暠.凯华抵苏联后发现,苏联只

有一本《物理学史》,不宜定作研究方向.他建议除学

习物理学史外,以等离子体理论作为科研方向,由等

离子体动理学理论奠基人之一的 A.A.弗拉索夫教

授指导.学校领导同意他的建议,纠正了当初的草率

决定.莫斯科大学有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物理学家,凯
华在莫斯科大学打下了扎实的理论物理基础,完成

了毕业论文.该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与理论物理

杂志》上.他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在几十年教学实践

和教材建设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留学暠在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发展中曾发挥重要

作用.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很晚,1916年才有5名物

理学本科生在北大毕业.20年代,其他高等学校才陆续

设置物理本科,一批欧美名校博士归国,成为奠基人,如
胡刚复(1918)、颜任光(1920)、饶毓泰(1922)、李书华

(1922)、查谦(1923)、叶企孙(1924)、吴有训(1927)、萨本

栋(1928)、王守竞(1929)、周培源(1929)等,括号内数字

为归国年份.在这些前辈的领导下,我国的课程设置、教
学制度等与欧美大学是接轨的.优秀毕业生经选拔、推
荐可直接去欧美名校深造,学成后回国服务.在上世纪

40年代,我国有些大学的的教学水平已接近国外水平,
这些前辈功不可没.当然,由于条件所限,我们的科研水

平远低于国外,研究生培养也仅限于硕士,与世界一流

大学的差距仍甚大.抗战期间,大学内迁,弦歌不辍,出

国深造也未完全中断.抗战胜利后大批学子出国留学.
物理学方面,黄昆、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等都

是在1945—1948期间出国的.1949以后,实行“一边倒暠
的国策,与欧美的联系完全中断.1951年开始向苏联和

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与国外的联系有所改变.但苏联

和东欧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加上不是自由竞争报

考,留学计划又定得较死,毕业后就回国,不能继续深

造,使自己变得更成熟一些再回来,留学的效果不如从

前.中苏交恶后,这点联系也断了.改革开放后,教学制

度和留学政策大变,大批优秀留学生涌现,只要政策措

施得当,预计他们将成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的中坚力量.

3暋有关教材建设的一些联想

凯华回国后不久,就担任普通物理教研室副主

任,直至1966年.他和丛树桐主任、李椿副主任一起

继承了虞福春教授、黄昆教授的传统,保证了北大普

通物理学教学的质量.在1960年“教育革命暠风暴

中,教学秩序遭到彻底的破坏.学生上讲台,高喊“资
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暠;学生

编教材,说“学生没有学过没有关系,他们没有框框,
可以编得更好暠;批牛顿,批麦克斯韦,批爱因斯坦,
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他们的理论不可能没有资产阶

级的烙印暠;开展学术批判,说“现在对资产阶级思想

的批判已深入到学术领域暠,等等,乌烟瘴气,乱作一

团.在这种形势下,普通物理教研室领导的头脑是清

醒的,在无法阻挡的情况下,在学生“编书暠过程中给

予帮助和指导,使他们能有所收获.1961年初,在“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暠八字方针指导下,北京市委大

学部吴子牧率领调查组深入普通物理教研室总结经

验教训,在学校教育与基础课教学的任务和特点以

及如何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方面提高了认

识,这对以后教材建设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大有好处.
凯华回国后至1966年,由于教学任务一直很

重,放下了等离子体理论研究,我曾感到遗憾,但他

对基础课教学和教材建设的贡献足以弥补这一缺

憾.改革开放后他曾指导过等离子体理论的硕士生,
开过等离子体理论课,最近又在编写《等离子体物

理》,我预祝他的书早日出版,发挥他在这一领域的

潜能.
十年动乱后,凯华继续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并

且在教材建设上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20多年来,
他以扎实的物理学功底,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勇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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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改革精神,与他人合作或单独编写了一系列优

秀教材,总字数逾400万字.最早出版的是《电磁学》
(与陈熙谋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1986)及《光
学》(与钟锡华合编,北大出版社,1984),于1988年

获全国第一届优秀教材评选优秀奖.
在此基础上,凯华又突破过去教材编写传统体

系的框架,按照基础教学现代化的要求,编写了一套

共5卷的《新概念物理教程》,首先出版的《力学》(与
罗蔚茵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获1997年国家

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此后又陆续出版了《热学》
(与罗蔚茵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量子物

理》(与罗蔚茵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电磁

学》(与陈熙谋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和《光
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等分册,《新概念物理》
教改项目获1998年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09年又与罗蔚茵、陈熙谋、王笑君等合作出版了与

之配套的 《新概念物理题解》(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上册为力学、电磁学部分,下册为热学、量子

物理和光学部分.这是一套适合我国物理专业使用

的、富有新意的普通物理学教材,对其他专业学生也

是值得一读的参考书.
上世纪初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由此现代

物理学的各个领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晶体管、集成

电路、微波、激光等领域的成就引发了技术大革命,
改变了世界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面貌.在这种形

势下,基础物理教学需要现代化.普通物理学是低年

级学生学习的基础课程,经典物理学的概念原理仍

为教学的重点,但现代物理学发展引起的物理概念

的更新应该进入基础物理教学,而且要以低年级学

生能接受的方式进入.这就是凯华所说的,用普通物

理的风格讲好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联系的新概

念,避免很深的数学,突出物理本质,树立鲜明的物

理图像.他对此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尝试,这是难能可

贵的、成功的尝试.另外凯华提出,要适当地为物理

学前沿和交叉学科打开窗口和安装接口,认为这对

开阔学生的眼界,启迪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主动精神都有好处.我也很赞成这些想法和

做法.我觉得这不仅是增加点知识,而是从提高学生

科学素质的角度出发的.在这方面不能要求过高,点
到为止,对学生有所启发就行.至于这些改变是否会

加重学生负担,这涉及到如何正确使用教材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课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不要照本宣科.教材上的内容,有些是要重点讲授

的,有些只要求学生有所了解即可,有些是提供给学

生课外阅读的,可不作要求.从这个角度讲,把它当

作主要参考书似乎更合乎实际.作为一个大学生,在
学习一门课程时,不应该抱着一本书学习,应该适当

地翻阅其他书籍,包括国外使用的教材.我记得,

1941年王竹溪先生教我们热学(三年级课)时,是按

照他自己的体系教的,没有指定的教材.图书馆里有

多种 参 考 书,编 著 者 有 Roberts,Planck,Saha &
Srivastava,Fermi,Guggenheim 等.学生手中一般只

有一种,是高班同学转让的.王竹溪先生考虑到这种

情况,上课时在每一节题目后注上几种参考书相应

内容的页码(如 R35、P48、G42等),以便学生查阅.
王先生这种认真敬业的精神令我们深为感动.另外,
教材应该百花齐放,各有特点,相映成辉,使读者得

以博采众长.这是我们的期望.

4暋关于《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

凯华除了普通物理教学外,还曾开设一门新课

“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暠,并于1991年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出版了同名的教材,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第三

届优秀教材一等奖.2008年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又出

了第二版.这门课和这本书受到我国物理学界的广

泛欢迎.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件事.
那时,有些学生学完4门理论物理课(理论力

学、热力学及统计物理、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后,一
方面十分欣赏理论的系统与美妙,另一方面又产生

片面性,进入专门化学习阶段后轻视专门化课程中

的理论,认为推演不够严密,理论不够系统.其实在

科学、技术前沿和实际问题中充满尚未解决的问题,
理论不成熟,没有定论,是较为普遍的情况.总结经

验规律,提出初步的理论解释是科学发展必经之路.
不能企求已有的系统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必须通

过理论上的创新和科学实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
是多数物理学家面临的任务.那时我认为教学计划

中毕业论文这一教学环节可能有助于学生建立这种

认识和提高这种能力.凯华首创的“定性与半定量物

理学暠这门课使我大为欣喜,我认为这是一条更为可

行、更有效的途径,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科研能

力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本书将改变人们只会严

格的逻辑推理而不会进行定性和半定量式物理思维

的状况,对所有科学技术工作者都会有益,值得在教

育界、科技界推广,以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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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暋关于中学物理教材

凯华不仅在高等学校的基础物理教材上做出卓

越贡献,他同时还关注中学物理教学.他和张维善教

授合编的《新概念高中物理读本》共三册,分别于

2006、2008、2007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共约84
万字.这套教材物理知识系统全面,概念和原理的阐

述既严格又生动,突出思想方法的引导,图文并茂,
与目前市场已有教材相比,具有特色,值得推荐.对
于学有余力的高中生尤为适合.

对中学教材的要求与对大学教材的有很大差

别:第一,不能要求中学生阅读国外教材,应该为他

们提供优秀的中文教材;第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

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程度差别很大,中学生同龄人

数逾2000万,成年后进入社会从事的工作千差万

别,对他们文化程度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中
学教育阶段(包括普通教育、中等技术教育、职业教

育等)的教育应充分考虑多样性,切忌一刀切,按一

个模子培养.每个学生的天赋不同,要顺其自然,调

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给予自由发挥的空间,使他们

都能成为具有必要知识基础、积极向上的合格的公

民,这个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全社会长期、尽心的努

力才能达到.所以教材也应富于多样性,给教师和学

生留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的余地.领导上对各

种教材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不要压制,不要统

一.当然教材不能有科学性错误,要说理清楚,有启

发性,按不同层次处理好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基础知

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介绍的关系,一定不要落入

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的陷阱.
我想,如果有关部门、中学老师和中学学生家长都能

这样看待中学教育,这套教材在提高中学生的科学

文化素质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不选为教科

书,也作为参考书,使一部分学习优秀的学生的科学

素质通过自学得到提高,那多好啊!
以上各个问题看似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凯华,我

才有了种种联想,于是记录成文,就教方家.在凯华

八十寿辰即将到来之际,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希
望他用自己的智慧继续为中国的物理教育事业做出

更大贡献!

贺赵凯华先生八秩大寿联

欣闻赵凯华先生年届八秩高寿,先生之亲朋故旧多有诗词文章以贺.则贤福薄,绝

少有与先生谋面的机缘,只能自远处景仰先生风范.然中华大地上吾辈后进凡略识物

理者,几人不曾得先生著作之教益? 近年则贤初尝教学科研之艰辛,始略能领悟先生

文章精辟处,更觉先生才德之可敬.值此为先生贺寿之际,则贤不揣鄙陋,撰一联,以申

仰慕之诚.

德厚能载物, 八十年修身律己惟严, 此公足为天下典范
才高遂明理, 一甲子执教诲人不倦, 斯老实乃众生师表

———晚后进 曹则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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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凯华先生八十华诞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