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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课还可以这么上! 

武夷山

《科普研究》杂志2006年第2期发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林磊的文章，他介绍说，

为了引起缺乏物理学背景的本科生迅速对物理课发生兴趣，他指定学生们阅读物理学科普著作，然后在课堂

上讨论，发现效果很好。［1］现在，又有美国教授尝试用故事片来辅助物理课教学了。 

考斯特斯. 埃弗提米欧（Costas Efthimiou）是任职于中弗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他在希腊获得学士学位，在

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有一年，他给几百名非物理专业的本科生讲大课，效果很差，他也非常沮丧。于

是，他向校方提出，必须允许他作新的教学试验，否则他再也不教非物理专业的学生了。校方同意了。 

他的新探索是，让学生们在课前去租一些与物理学沾边的故事片录像带来看，在每部片子中挑选3个物理学起

作用的场景，并写文章讨论这些场景是否现实，是否符合物理学原理。在课堂上，要把学生选择的场景重放

一遍，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大家讨论。整门课讲下来，需要看10部片子。他发现，这些贪玩的大学生，你让他

们买书，他们不舍得花钱；让他们租录像带（每盘租金4.5美元），他们兴高采烈。 

埃弗提米欧教授发现，有些片子尽管拍得很糟，但是对于他的物理课倒很有帮助。比如，他对《世界末日》

这部片子很看不上眼。片中，明星布鲁斯. 威利斯扮演了拯救地球的英雄。眼看一颗小行星要撞击地球，这位

英雄想方设法将小行星炸成了两半，两个碎片偏离了小行星原来的轨道，于是避免了一场大祸。埃弗提米欧

与同学们利用了动量守恒原理与能量守恒原理进行了相当复杂的计算，没曾想，即使将小行星炸成两半，两

个碎片照样会撞到地球上，而且，两个撞击点相距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于是，让崇拜影星威利斯，从而爱

屋及乌地喜欢这部影片的人跌破了眼镜。 

还有一些片子，埃弗提米欧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例如，利用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从理论上说可以构造

出人工重力。利用《太空奥德赛：2001》的场景，估计出片中飞船的半径，假定飞船乘客都待在飞船的边

缘，埃弗提米欧和学生们计算出，高速旋状的飞船产生的人工重力的加速度接近一个G（自然界的重力加速

度就是一个G）。埃弗提米欧感叹道：著名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科幻小说《太空奥德赛》的作者，电影改

编自这部小说）与著名电影导演库布里克携手，真是珠联璧合啊，连这么个细节都不露破绽。不过, 这部片子

对话很少，学生不爱看。 

可用的片种很多，科幻片就不用说了，动作片亦可（比如《生死时速2》。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埃弗提米欧发

现，伪科学色彩浓厚的片子，如《第六感》和《白噪声》（也有人译作《灵异透视》），辅助教学的效果是

相当好的。这说明，在勇于创新、善于动脑的人那里，完全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当采访埃弗提米欧的英国著名科普杂志《新科学家》的记者问，作为物理学家，埃弗提米欧认为哪部电影最

好？哪部电影最次？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根据科普大师卡尔. 萨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超时空接触》是第一

流的，而《地心末日》则糟糕透顶，因为该片的几乎每一分钟都改写了物理学定律。 

用这种方式上课，学生当然兴趣盎然，收获也很大。不过，还是有人在抱怨。他们说，即使物理老师不布置

作业，他们反正也是要租录像带来看的，所以，一听说看录像带是课程的一部分，他们就欢呼雀跃。可是，

带着任务来看录像带，毕竟不那么轻松了。于是，他们兴奋并抱怨着。 



属于正规教育的物理课都可以这么上，那么，属于非正规教育的科普则更有翻转腾挪的空间。关键是打破框

框，勇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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