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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类比法，科学活动中“伟大的引路人”。运用类比法，加深概念理解，区分两类事物

的差异、克服理解障碍，突出新知识的“新”，发展联想思维，实现学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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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是指在新事物同已知事物间具有类似方面

作比较，找出它们的相似点或相同点，然后以此为依

据，把其中某—对象的有关知识或结论推移到另一

对象中去。类比法是人们所熟知几种逻辑推理中最

富有创造性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新的事物。它是

人们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去认识新事物，即把新事

物与熟悉的事物加以比较，当发现新事物的某些属

性跟熟悉的某事物的某些属性或相似，用类比的方

法，推测它们的另外某些属性也相同或相似。科学史

上很多重大发现、发明，往往发端于类比，类比被誉

为科学活动中“伟大的引路人”，尽管类比不能代替

论证，但是它首先推动了假说的产生，它还可以为理

解新知识、概念和规律提供依托。因此，作为一种“从

特殊推到特殊的科学方法”，类比法在物理教学中有

着广泛的运用。

一 运用“类比法”，加深概念理解

在物理教学中，有意识地、恰当地将本质属性不

同而共同属性相似的物理概念加以类比，可以帮助

学生分清概念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加深理解，类比记

忆，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如在学习静电场一节内容中，“电场”概念可用

力学中所学重力场与之类比：地球周围存在着重力

场，地球上所有物体都处于重力场中，都受到了地球

的作用———重力。同样，电荷的周围存在着电场，电

场对处于其中的电荷有电场力的作用（如：点电荷间

的库仑力的作用），再由物体在重力场中具有了与地

球位置有关的重力势能，引导学生总结出，检验电荷

在电场中也应具有与场源电荷位置有关的电势能。

又如：场强.和电势/这两个描述电场的物理

量，.、/与检验电荷0有无关系呢？牛顿第二定律12
3 4 5，当物体受到的合外力为零时，物体产生的加速

度也为零，但物体的质量却为一定值；再有，欧姆定

律中62/ 4 7，若电阻不接入电路中，/、7均为零，但电

阻6也一定。究其原因，.、/、1、6它们都是事物本身

的物质属性，与其他因素无关。这种简单的类比，使

学生顿悟；.、/是描述电场本身性质的物理量，电场

是客观存在的，与检验电荷无关，而定义式：.23 4 0、

/2! 4 0只是定义.、/和计算.、/大小的。

二 运用“类比法”，能更好地区分两类事

物的差异

采用“类比”的方法学习物理知识，能更好地抓

住“事物”的本质属性，找到两类事物的差异，从而避

免混淆。

如在讲电场力做功的特点时，根据电场力做功

820/，与重力做功829:;两式的相似性进行类比，

重力做功与竖直高度差有关，与路径无关；电场力做

功与电势差有关，与路径无关，两者具有相似性，又

有不同点，这样既加深了对电场力做功特点的理解，

又巩固了重力做功的概念。

又如讲解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间的关系时，可

与动能定理进行类比。动能定理可理解为外力做正

功，动能增加，外力做负功，即充当阻力，动能减少。

讲解重力做功与重力势能的关系时，因为重力很特

殊，方向始终向下，重物落下时，重力总是充当动力，

而重力势能.<29:;与物体的相对位置有关，一般以

地面为零势面，物体落下时，相对高度要减少，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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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线 磁感线

为了形象描述电场的强弱和方向而引入的假想曲线 为了形象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而引入的假想曲线

疏密表示电场强弱 疏密表示磁场强弱

每一点的切线方向表示该点场强方向 每一点的切线方向表示该点磁场方向

任何两条电场线不相交 任何两条磁感线不相交

电场线从正电荷出发，终止于负电荷或无限远处 磁体外部的磁感线是从!极到"极；磁体内部的磁感线是从"极到!极

电场线是不闭合的曲线 磁感线是封闭的曲线

力势能减少。反之，物体上升时，重力势能则增加。在

让学生理解时：“外力———正功”对应“重力———正

功”、“动能增加”对应“重力势能减少”，这样一类比，

学生就容易记住两个“事物”间的区别，不易混淆，同

时还能加深对“重力势能”的理解。

三 运用“类比法”，克服理解中的障碍，

突出新知识的新

采用“类比法”引导学生理解未知的知识，利用

学生熟悉的知识解释新知识，可降低学习新知识的

难度，将新知识融于旧知识中，经过比较，找准差异，

突出新知识的“新”，克服理解中的障碍。

在学习“磁场线”一节时，利用前面已学过的“电

场线”进行类比教学。它们都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又

实际存在的物质，可利用下列表格将电场线与磁感

线类比，得出磁感线的概念和性质。

这样一来，学生就会克服学习“磁场线”一节中

的陌生感，对比“电力线”，抓住二者的相同处与不同

之处进行比较，从而降低理解磁场线的含义的难度。

再如：在学习电流时，利用水流中的水的运动作

为模型。水流的压力、不同的水位与形成电流的电压

相类似，而单位时间内流过的水量则与单位时间内

的电荷量相类似。同时应强调指出，要产生电流，导

体中须有电荷存在，这正如水管中必须有水才能产

生水流一样。又如从电场是一种物质，推理说明磁场

也是一种物质。这样，学生就能建立起关于所学现象

的比较具体的表象。

四 用“类比法”，有助于发展学生的联想

思维、推理能力

运用类比法，引导学生发展联想思维，提高推理

能力，使学过的知识形成一条线，一个网络，并系统

化。

如在讲解分子势能、电势能时，让同学们联想已

经学过的势能，在教学中注意强调它们的共性而重

点比较它们的异性，都是“势能”，分子势能与分子间

相对位置有关，电势能与电场力做功有关系，这样学

完知识后学生对势能概念更加理解，从而使“重力势

能”———“分子势能”———“电势”形成一条知识链，重

力势能是最基础、最先必须掌握的，每当用到一次势

能，头脑中就会有—系列的联想，并且都是在重力势

能的基础上进行联想，同时推理到“电势能”。又如对

“场”概念的认识，我们学过的有力场、电场、磁场，电

场、磁场都是通过电荷、电流在其中受力表现出特

性，电场强度#$% & ’($% & )*，理 解(时 ，可 以 这 样 类

比：电场中点电荷要受电场的作用，同样磁场中一段

电流也要受磁场的作用力，“电荷———一段电流”，即

“’———*)，#反映电场强 度 ，类 比 联 想($% & )*，从 上

面可以看出在知识形成系统化的时候，只要记住了

最基本的，就能类比联想出一系列规律。

五 运用“类比法”，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

系，实现学科整合

类比不但可以在物理知识系统内部进行，还可

以将许多物理知识与其他知识如数学知识、化学知

识、哲学知识、生活常识等进行类比，常能起到点化

疑难、开拓思路的作用。

如讲解饱和汽，学生往往认为达到饱和状态时，

液体不再蒸发。这可与生物学中“根对水的吸收”类

比：当根细胞内的细胞液的浓度与土壤溶液的浓度

相等时，相同时间内进出细胞膜的水分子数相等，为

一动态平衡。学生可从类比中得出结论：密闭在容器

中的液体达到饱和汽状态时，单位时间内液体蒸发

产生的汽分子数和回到液体内的汽分子数相等，也

是一个动态平衡。故宏观上液体分子总数不再减少，

汽分子数不再增加。又如，学生在化学这门学科中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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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性，不要过早地发表意见，可以在当堂课

的最后以平等的口吻介绍自己的观点。如果教师与

学习者、及学习者相互之间展开了自由的交锋，共同

探究与解决案例中所出现的问题，学习者由此收获

的将是沉甸甸的、全面发展的“果实”。

总之，关于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课学什么

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实用知识的价

值高于基础理论知识；“意义建构”高于死记硬背；能

力形成高于被动认知。

细学习了物质的内部结构，知道了物质不灭定律，类

比就可以知道电荷守恒定律。根据哲学中事物是和

谐的、统一的、普遍联系的，类比知道能量守恒定律。

这样类此，可以使学生领略“类比”这一重要的

认识问题的科学方法，既加强了各学科间的横向联

系，加强了学科整合又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既降

低了某些物理新知识的教学难度，又增强了学生学

好物理的信心。

但由于类比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有时结论并

不可靠，特别是以现象作为类比的根据时。而这正是

学生常犯的错误。故物理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仔细分

析、比较，透过现象抓住与所研究的问题相对应的特

征，选择恰当的类比对象，提高其结论的可靠程度，

自觉地、正确地掌握和应用类比方法。如讨论电势能

增减问题。不少同学在分析正负电荷在电场中运动，

电势能的增减问题时，不自觉地作了如下的类比：因

为：重力势能———电势能、高度———电势、高度降低

（升高）———重力势能减少（增加），所以应有：电势降

低（升高）———电势能减少（增加）。显然，错误在于类

比的根据不恰当。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如下的引导：

问：重力对物体做功和电场力对电荷做功的特

点是什么？

答：与路径无关。

问：功与能量有什么关系？

答：功是能量转化的量度。

问：仅仅考虑势能的变化，它由什么决定？

答：由做功决定。

至此，已找到了功与势能变化的关系，即类比的

根据。

问：重力对物体做正（负）功，重力势能怎样变

化？

答：重力势能减少（增大）。

问：那么，电场力对电荷做正（负）功，电势能又

该怎样变化？

答案就自然出来了。再通过举例说明，绝大部分

学生不再受正负电荷这一因素的干扰，不仅轻松地

掌握了这一内容，且对如何应用类比有了较深的印

象。

“类比法”的应用，不仅能帮助教师轻松的教学，

也能使学生克服学习过程中的障碍，让学过的知识

形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只掌握其中最根本的，就

能联想到其它相关的事物，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

之，采用类比法教学，引导学生根据物理概念和实验

现象比较异同，从而抓住事物的本质、突出矛盾的特

殊性，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培养了学生分析比较和

概括的能力，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展

学生思维、加强学科整合、提高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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