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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硕士专业教学计划中“大学物理专题研究”课程的教材。
“大学物理专题研究”是“课程与教学论·物理”全日制硕士专业、教育硕士专业的学位必修课。
本书基于大学物理学研究的课程目标，主要研究普通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结构和方法以及现代物理学
的量子理论、相对论的物理意义、熵的统计解释等一些新概念、新理论和新的实验现象。
本书将有助于提升硕士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大学物理学理论素养；有助于提升新一轮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中物理教师专业理论素养。

　　本书可以作为“课程与教学论·物理”硕士专业、物理教育硕士和物理教育本科专业的物理教育
研究课程方面的教科书，也可以供中学物理教师和从事物理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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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们知道，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定量科学，所以，在观察与实验方法的基础
上，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演绎探讨，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思维提炼和升华，从而建立物理学的理论体
系。
科学理论思维贯穿于物理学研究的始终，科学思维的具体方法则随着物理学的发展而日趋丰富。
系统地了解物理学研究方法，具体地认识物理学理论是怎样概括总结出来的，对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有着启发和帮助的作用。
本章系统地介绍了物理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研究的对象和物理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讨论了物理学
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节 物理学方法论概述虽然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最低级的运动形式，但是其研究途径却是一种
高度复杂的实践与思维过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物理学的广泛应用，物理学已经形成许多新的分支，由此随之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研
究方法。
一、方法与方法论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对方法这一概念有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和理解。
“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词“μεγα”（沿着、顺着的意思）和（“道路”的意思），它的字面意
义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运动。
（一）方法所谓方法，就是为了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从实践或理论上所采取的手段的总和。
方法起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人类通过方法这种工具与客观发生关系，所以，方法是属于主观范畴的。
例如，日月运行，昼夜交替，这些存在的本身是无方法可言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它们就要涉及方法
。
而且，不同的人去解决同一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测一圆周的长，可以用绳子沿圆周绕一圈然后测绳长；也可以用小滚轮沿圆周滚一周，用滚动
的圈数乘以小滚轮的周长；还可以测出它的直径用计算的方法求出周长等。
众所周知，美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费米想亲自测定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于是他将一把事先准备好的纸片抛向空中，然后根据自己离开爆炸中心的距离和纸片被冲击波吹过的
距离，迅速推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计算结果竟然和仪器测量结果相差无计。
当然，要是他缺乏有关专业知识，就难以进行这样的计算。
这也说明，目标相同，方法可以不同。
只要潜心研究，就能找到简单而合理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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