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8 卷

V o
l

.

1 8

第 1 期

N O
.

1

西 昌农业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J ou m吐 of 儿ch 叨9 A gri
e ul t u r al C o ll e

ge

2 0 0 4 年 3 月

M a r
.

2 (K辫

两个物理问题的教学心得

欧可宗
(西昌学院 四川西昌 6 1 50 13 )

摘 要
:

本丈择要叙述直流 电路定律和干 涉衍封这两 个问题的教法
。

对第一个 问题主要突出教学中如何侧整就简
,

明快清晰
,

捉出 以统一的法则贯穿直流 电路诸 定律
,

使学生学得活
,

记得牢 ; 对第二个 问题
,

则力求淦清学生对干 步

和衍射这两 个物理棍念的一些模栩认识
,

使学生明 白干 步和衍封并不 能截然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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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欧姆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的教

学 [`〕( 2 )

现行多数物理教材在讲授直流电路时
,

要分别

讲授全电路欧姆定律
、

一段含源电路欧姆定律和基

尔霍夫定律
。

对于这些定律
,

在推导出来之后
,

一般

作如下叙述
:

全电路欧姆定律
:

电路中的电流 ,二

鬓
.

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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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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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势
。
的方向与电流一致的取正值

,

相反的取负

值
。

一段含源电路欧姆定律
:
由A点到B点的电势增

量为 aU
一
Û

= 艺
8 十艺 IR

.

式中的
e
的方向与由A到B 的

方向一致时取正值
,

与 由A 到B的方 向相反时取负

值 ;I 的方向与由A到B的方向一致时 IR取负值
,

与由

A到B的方向相反时 IR取正值
。

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
复杂电路回路中各电动势

的代数和等于各电阻上的电压降
,

即艺
8 = 艺 IR

。

式

中
8和 I的方向与任选的绕行方向一致时

, s 和 IR取正

值
,

相反时取负值
。

可以看 出
,

相应于每一个定律
,

都有一套符号

法则
,

这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

不少学生往往把正负

号记错而导致计算错误
。

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如

何帮助学生摆脱这些因规则的烦琐而遇到的麻烦

呢 ? 爱因斯坦在论述物理学理论的创立时强调了三

条原则
,

即一致性
、

简单性
、

统一性
。

他的这些论断

非常深刻而中肯
,

对 于如何解答上述问题很有启

发
。

实际上这三个定律都是从电势增量的概念人手

而推导出来的
,

如果我们能够抛开上述三定律的符

号规则而突出电势的增加和减少
,

直接对电势增量

的正负定出规则
,

统一用电势增量的办法来解决全

电路的电流间题 ; 解决一段电路两点间的电势差间

题 ;解决复杂电路的电流问题
,

岂不是趋简避繁吗 ?

通过教学实践
,

证明这种教法简单明了
,

学生易于理

解
,

易于掌握
,

不必为众多的符号法则而困扰
。

具体

讲述的办法是
:

一
、

讲清电源从负极到正极是非静电力作功
,

电

势会产生跃升
,

电势增量为正
,

电流经过电阻时电场

力作功
,

电势降落
,

电势增量为负
。

说明这一电势增

量正负的规则可以在涉及到 电势变化的电路中使

用
。

二
、

说明沿回路绕行一周
,

电势变化为零
,

即回

路中各段的电势增量的代数和为零
。

三
、

说明一段电路中从 A到B的电势增量可以写

为场
一
认

,

它即为两点间的电势差 U â
。

由一
、

二两条规则完全可以解决全电路欧姆定

律和基尔霍夫第二定律要解决的回路电流问题
,

若

再加上第三条规则还可以解决一段含源电路欧姆定

律要解决的两点间的电势差问题
,

即一段含源电路

中A丑间的电势差 U助二场
一
Û

,

而要计算所谓眺
一

U
人 ,

实际就是计算由A到 B 的电势增量
,

我们只要按

第一条所说的电势增量规则去进行计算就行了
。

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上述所列三条具体怎样应

用
,

在举例后
,

学生对解决回路的电流问题和两点间

的电势差问题大多可以做到得心应手
,

经过他们自

己理解后的简明扼要的统一的规则会在他们头脑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
,

因而学生掌握牢固
,

历久不忘
。

比

起死记硬背三个公式
、

三种法则来
,

效果好多了
。

2 关于干涉和衍射概念的教学 [2〕[3〕〔4〕

在讲授光学中的干涉和衍射现象时
,

不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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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认为干涉和衍射是完全不 同的两码事
,

其实无

论是干涉出现的条纹还是衍射 出现的条纹
,

其实质

都是光波的迭勿口
,

在教学中应强调这一点
。

我们知道
,

最基本 的干涉现象是双缝干涉
。

在

双缝干涉中
,

通过一条缝的光与通过另一条缝的光

在屏幕上
.

迭加
,

出现明暗相间的条纹
,

我们说这是

干涉条纹
。

我们也知道最基本的衍射现象是单缝衍

射
。

在单缝衍射中
,

通过单缝的光在屏幕上出现明

暗相间的条纹我们说这是衍射条纹
。

既然两种条纹都是光波迭加而成
,

为什么不统

一称作干涉条纹呢 ? 为什么把前者称为干涉而把后

者称为衍射呢 ? 教学中还需要把这个问题对学生进

一步说清楚
。

就干涉和衍射二词来讲
,

干涉指几种因数互相

影响
,

形成相长相消的现象
。

自然而然
,

光波迭加互

相影响形成 明暗相间的条纹是可 以称作干涉条纹

的
,

我们把通过双缝 的光波迭加互相影响算是干

涉
,

而把 同样有光波迭加的通过单缝的光的互相影

响不称作干涉而称作衍射又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 这

里不妨先从字面上来看看衍射的意义
, “

衍
”

从字面

来看是展布开来的意思
,

由此看来衍射强调的是光

波通过狭缝的传播不按直线进行
。

平面波传到单缝

前
,

若按几何光学的看法
,

应径直向前传播
,

在屏上

形成清晰的影像
,

但由于光的波动性
,

在通过狭缝

时它不仅向前
,

同时也 向两侧传播
,

光的能量 向四

周展布开来
。

由此看来
,

干涉是光的特性之一
,

衍射

也是光的特性之一
。

干涉和衍射分别指出了光波性

质的两个方面
。

对于有限个波源的迭加
,

我们强调

其干涉性质
,

取名干涉 ;对于连续分布的光源的迭

加
,

我们强调其展布绕射性质
,

取名衍射
。

事实上大多数显示光的波动性实验 中都既有

衍射现象又有干涉现象
。

以双缝实验为例
,

投射到双

缝上的光是平行的平面光波
,

我们可以把每一条缝

看作一个发射子波的光源
,

向一个较宽的角度内发

光
,

这实际上就是衍射现象
。

因为若光波通过双缝后

不产生衍射
,

则通过双缝后的光仍应为平行光
,

根本

不会相遇而迭加
,

又何谈产生干涉条纹呢
。

再看单缝

实验
,

光通过狭缝后
,

向两侧展布
,

这就是衍射现象
,

但要考察明暗条纹的分布如何
,

这就离不开相邻光

源的干涉了
。

把单缝看成连续分布的光源
,

将它分割

成无数个光源
,

考察它们的干涉情况
,

得到光在屏上

各处的光强分布
,

这是我们探讨单缝衍射时采用的

办法
。

光栅也是如此
,

光通过它时既有衍射现象又有

干涉现象
,

书上一般称为光栅的衍射不过是习惯说

法
,

强调其衍射性质而已
。

同样 x 光通过晶体形成亮

斑
,

一般也称为x 光的衍射而不称为X 光的干涉
,

这

同样是一种习惯称谓
,

除此之外
,

并没有多少道理
。

总之
,

光在各种情况下由于相互迭加而出现的

相长相消现象都可以称为光的干涉
。

而需要强调光

的展布绕射性质时
,

则往往称为光的衍射
。

在讲授了

一些干涉和衍射现象后
,

给学生提出干涉和衍射有

何联系和差异的问题
,

让学生去认真思考
,

然后再给

学生作上述的分析
,

对于学生掌握干涉和衍射的概

念
,

理解干涉和衍射的实质是非常有益的
。

参考文献
:

( 1〕程守沫
,

江之永
.

普通物理 学〔M 〕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1 9 8 .2

〔幻四 川 大学等
.

大学物理学〔M 〕
.

四 川 大学出版社
,

19 95
.

(3 )王伟等
.

物理学 (M 〕
.

贵州科技出版社
,

19 %
.

(4 )邓飞 帆
,

茜尾感岭等
.

普通物理提难问答〔M 〕
.

湖南科学技

术 出版社
,
1 9 8 .4

T h e E x P e r i e n c e in T e a c h i n g T w o P h y s i c a l

Q u e s t i o n s

O U Ke 一 Z o n g

( iX
e ha n g Ins it ut et ,

为
e h a n g Si e haun 6 1 50 1 3 )

A bst acr
t : 1飞1

5 P a P e r d e s e
ir be d th e a u th o r ’ 5 t e a e h in g i n th e la w of th e id cre il

~
n t or u t e an d ht e q u e s

it
o n of

i
n te rfe re

n e 。,
an d d i任ar e t i

o n
.

OF
r th e if sr t q u e s t io n ,

m a k e s t u d。 , n t s s t u dy e as y
.

OF
r ht e s e e o n d q u e s t ion

,

h e

h e

dw e ll

m ak
e s

an d dj ffr
a e t io n , a n d ht e

er t al io n s hi P

K e y w o r ds
:
皿

e e t ir e

oP t e n t i al ; U
n
i t

e d

b e
wt

e e n
i
n t e fer er

n e e
an d

5
on th

e

画
t e d ulr

e g o v e m in g e ac h la w of id r
ec t e

uerr
nt ourt

e t o

m u dell i ng
e o n e

eP t e
l
e ar fo r s t u d e

nt
s

i
n u n

de sr tan d ing i
n et 血 er n e e

d iffr
a e t i

o n
·

R ul e ; I n t e

fer er
n e e ; D is t in e t io n ; D i ffe er n t

(责任编 样
: 吴建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