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与化学实验教学思维创新

卢　宏　王　娣　李永莉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著　　者：卢　宏　王　娣　李永莉 

责任编辑：郭　威　桑一萍                               

封面设计：海星传媒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昌信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25                                        字数：26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124-9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物理与化学实验教学思维创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理与化学实验教学思维创新 / 卢宏 , 王娣 , 李永

莉著 .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2017.7 

　　ISBN 978-7-206-14124-9

 

　　Ⅰ . ①物… Ⅱ . ①卢… ②王… ③李… Ⅲ . ①物理化

学－化学实验－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Ⅳ . ① O6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3329 号



前　　言

物理与化学实验是学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学生的化学知识、

技能的掌握、能力的增强、科学态度、道德修养乃至其他非智力心理品质的

提高，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

教育研究部门和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都在孜孜不倦地钻研、探讨

教育的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教育的发展并不平衡。两年多以前我们曾

在几个不同地区的县乡城镇学校做过一些调查，在化学教学中能 100% 地做

出全部演示实验的学校只占 10%，能全部完成课本中规定学生实验的学校只

占 18%，其中有 77% 的教师认为他们学校的实验设备短缺、管理水平低下，

以致严重或极严重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物理、化学教学要注重过程，就必须揉合科学方法构建优化的过程设

计。使之在教学过程中，层层分析，步步推演，充分暴露设计过程中的思维

过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参与过程设计，并让学生在错误中吸取经验

教训，在成功中分享喜悦与快乐，在设计中学习，在学习中设计。这样的学

习，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过程设计的思路与方法，从

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学习。在一个中等学校里化学教学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

教师水平和实验设备条件两个方面。其中后者属物质条件，固然应由教育主

管部门和学校负责积极筹措。但作为化学教师，要有一个从思想深处提高认

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动力，从必须做好教书育人的期望出发，为充分

发挥实验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而努力克服困难、创造条件。



物理与化学教师不仅应该从理论上懂得实验在中等学校教学中的重要

作用而筹措好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熟练地掌握实验所

需的操作技术和方法，以及具有选择恰当实验类型、配合课内外教学活动，

以提高教学质量的能力。对于演示实验来说，无论是目的性、科学性、鲜明

性还是操作规范程度都应该达到无可指摘的地步，还要懂得学生的学习心

理，能巧妙地启发和引导学生对实验全过程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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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分子运动论

微观研究又分为分子运动论与统计力学。分子运动论以物质由分子构

成这一基本假设为出发点，把力学运动定律应用于每一分子，考虑分子间

的相互作用，即所谓碰撞或散射的机构，以研究输运过程，像导热、内摩

擦、扩散等问题。它的一些基本假设或规律还可以用来分析金属中电子的运

动或载流子的扩散问题等。从发展历史上看，气体分子运动论是统计力学的

前身。

分子运动论简介分子运动论的基本假设有如下几点：任何物质均

由大量分子组成。实验表明，每摩尔物质所包含的分子数都相同，均为

6.023×l029 个，即阿伏加德罗常数。气体的模型是一群持续不断做无规运动

的弹性小球。所谓无规运动，是指分子向任一方向运动的可能性一样大。分

子间距离大于分子本身的尺寸，分子除碰撞外相互间无其他作用，因而在两

次碰撞间做直线运动。只有在分子相互碰撞或与四壁碰撞时才改变方向，且

碰撞为弹性的，无动能的损失。

由这些基本假设，不但可以定性地分析许多现象，而且可以推算出定

量的结果。

可以利用平均自由程的概念来讨论输运现象。所谓输运现象，包括内

摩擦、热传导和扩散。由于气体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宏观上的差异，所以才形

成输运现象。例如，定向流动速度的差别造成内摩擦；温度的差异造成热传

导；某种分子密度的不同造成该种分子的扩散。从分子运动的角度来看，各

处宏观上的差异对应着各处分子集体行为的不同，如温度较高处对应该处分

子平均动能较大，密度大处则对应单位体积内分子数目多一些，等等。由于

分子的无规则运动，必然会形成一种“搅拌”或者说“参合”的作用，而使

差别缩小，趋向均一化。三种输运现象分别相当于由分子的运动输运了动量



物理与化学实验教学思维创新WL

4

（内摩擦）、能量（热传导）和质量（扩散），其结果是使各部分之间的定向运动

速度、温度和密度的差别缩小。

统计力学与分子运动论不同。分子运动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输运过程，

是一种非平衡过程；而统计力学则与热力学相当，主要是关于物质的平衡性

质的理论。在统计力学中，对于微观个体的运动规律要做一般的假定，假设

它们是遵守经典力学规律的，或是遵守量子力学规律的。但与分子运动论不

同，统计力学对于每个微观个体（如一个分子）的运动，如具体的碰撞机构

问题，并不给予考虑，统计力学只是用统计方法处理包含大量个体的集体的

行为。它的典型问题，在于寻找如何把已知的给定能量分配在个体上的规律

（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找到这样的“分布规律”，才有可能把统计力学的

结果与热力学的结果联系起来。

统计力学较为抽象，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它的方法。为了对比，

我们取计算气体压强为例。根据气体分子运动论计算气体压强的方法，是根

据碰撞容器壁上的粒子动量的改变总和来求得的。换言之，分子运动论是从

“力”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的。

第二节  相空间

一、简介

系统的相空间（phase space）通常具有极大的维数，其中每一点代表

了包括系统所有细节的整个物理态（系统每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坐标）。

作为一个巨大维数的空间，它上面的每个点代表我们考虑的系统全部

可能的态。

二、按方程方法

我们如何按照相空间来摹想哈密顿方程呢？首先，我们要记住相空间

的单独的点 Q 实际代表什么。它代表所有位置坐标 x1，x2，…和所有动量坐

标 p1，p2，…的一种特别的值。也就是说，Q 表示我们整个物理系统，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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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它的所有单独粒子的特定的运动状态。当我们知道它们现在的值时，哈

密顿方程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坐标的变化率是多少，亦即它控制所有单独的粒

子如何移动。

翻译成相空间语言，该方程告诉我们，如果给定单独的点 Q 在相空间

的现在位置的话，它将会如何移动。为了描述我们整个系统随时间的变化，

我们在相空间的每一点都有一个小箭头，更准确地讲，一个矢量，它告诉我

们 Q 移动的方式。

这整体箭头的排列构成了所谓的矢量场。哈密顿方程就这样地在相空

间中定义了一个矢量场。

三、决定论

我们看看如何按照相空间来解释物理的决定论。对于时间 t=0 的初始数

据，我们有了一组指明所有位置和动量坐标的特定值，也就是说，我们在相

空间特别选定了一点 Q。为了找出此系统随时间的变化，我们就跟着箭头走

好了，这样，不管一个系统如何复杂，该系统随时间的整个演化在相空间中

仅仅被描述成一点沿着它所遭遇到的特定的箭头移动。

“长”的箭头表明 Q 移动得快，而“短”的箭头表明 Q 的运动停滞。只

要看看 Q 以这种方式随着箭头在时间 t 移动到何处，即能知道我们物理系统

在该时刻的状态。很清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过程。Q 移动的方式由哈密顿

矢量场所完全决定。

四、系统演化

哈密顿方程的形式允许我们以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一般方式去“摹想”

经典系统的演化。想象一个多维“空间”，每一维对应于一个坐标 x1，x2，…

p1，p2，…（数学空间的维数，通常比 3 大得多），此空间称之为相空间。对

于 n 个无约束的粒子，相空间就有 6n 维（每个粒子有三个位置坐标和三个

动量坐标）。读者或许会担心，甚至只要有一个单独粒子，其维数就是他或

她通常所能摹想的二倍！不必为此沮丧！尽管六维的确是能比明了画出的

更多的维数，但是即使我们真的把它画出也无太多用处。仅仅就一满屋子的

气体，其相空间的维数大约就有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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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准确地摹想这么大的空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既然这样，秘诀是甚

至对于一个粒子的相空间都不企图去这样做。只要想想某种含糊的三维（或

者甚至就只有二维）的区域，再看看图就可以了。

五、可计算性

关于可计算性又如何呢？如果我们从相空间中的一个可计算的点（亦即

从一个其位置和动量坐标都为可计算数的点）出发，并且等待可计算的时间

t，那么一定会终结于从 t 和初始数据计算得出的某一点吗？答案肯定是依

赖于哈密顿函数 H 的选择。实际上，在 H 中会出现一些物理常数，诸如牛

顿的引力常数或光速——这些量的准确值视单位的选定而被决定，但其他

的量可以是纯粹数字。并且，如果人们希望得到肯定答案的话，则必须保证

这些常数是可计算的数。如果假定是这种情形，那我的猜想是，答案会是肯

定的。这仅仅是一个猜测。然而，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希望以后能进一

步考察之。

另一方面，由于类似于我在讨论有关撞球世界时简要提出的理由，对

我来说，这似乎不完全是相关的问题。为了使一个相空间的点是不可计算的

断言有意义，它要求无限精确的坐标，亦即它的所有小数位（一个由有限小

数描述的数总是可以计算的）。一个数的小数展开的有限段不能告诉我们任

何关于这个数整个展开的可计算性。但是，所有物理测量的精度都是有限

的，只能给出有限位小数点的信息。在进行物理测量时，这是否使“可计算

数”的整个概念化成泡影”？

的确，一个以任何有用的方式利用某些物理定律中（假想的）不可计算

因素的仪器不应依赖于无限精确的测量。也许我在这里有些过分苛刻了。假

定我们有一台物理仪器，为了已知的理论原因，模拟某种有趣的非算法的数

学过程。如果此仪器的行为总可以被精密地确定的话，则它的行为就会给一

系列数学上有趣的没有算法的是非问题以正确答案。任何给定的算法都会到

某个阶段失效。而在那个阶段，该仪器会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该仪器也

许的确能把某些物理常数测量到越来越高的精度。而为了研究一系列越来越

深入的问题，这是需要的。然而，在该仪器的有限的精度阶段，至少直到我

们对这系列问题找到一个改善的算法之前，我们得到某些新的东西。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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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某些使用改善了的算法也不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就必须乞求更高的

精度。

六、精度

尽管如此，不断提高物理常数的精度看来仍是一个棘手和不尽人意的

信息编码的方法。以一种分立（或“数字”）形式得到信息则好得多。如果考

察越来越多的分立单元，也可重复考察分立单元的固定集合，使得所需的

无限的信息散开在越来越长的时间间隔里，因此能够回答越来越深入的问

题。（我们可以将这些分立单元想象成由许多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有“开”和

“关”两种状态。）为此看来我们需要某种仪器，它能够（可区别地）接纳分立

态，并在系统按照动力学定律演化后，又能再次接纳一个分立态集合中的一

个态。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则我们可以不必在任意高的精度上考察每一台

仪器。

七、行为

那么，哈密顿系统的行为确实如此吗？某种行为的稳定性是必须的，

这样才能清晰地确定我们的仪器实际上处于何种分立态。一旦它处于某状

态，我们就要它停在那里（至少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并且不能从此状态滑到

另一状态。不但如此，如果该系统不是很准确地到达这些状态，我们不要让

这种不准确性累积起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不准确性随时间越变越小。我们

现在设想的仪器必须由粒子（或其他子元件）所构成。需要以连续参数来描

述粒子，而每一个可区别的“分立”态覆盖连续参数的某个范围。（例如，让

粒子停留在两个盒子中的一个便是一种表达分立双态的方法。为了指明该粒

子确实是在某一个盒子中，我们必须断定其位置坐标在某个范围之内。）用

相空间的语言讲，这表明我们的每一个“分立”的态必须对应于相空间的一

个“区域”，同一区域的相空间点就对应于我们仪器的这些可选择的同一态。

现在假定仪器在开始时的态对应于它的相空间中的某一个范围 R0。我

们想象 R0 随着时间沿着哈密顿矢量场被拖动，到时刻 t 该区域变成 Rt。在

画图时，我们同时想象对应于同一选择的所有可能的态的时间演化。关于稳

定性的问题（在我们感兴趣的意义上讲）是，当 t 增加时区域 Rt 是否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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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域性的，或者它是否会向相空间散开去。如果这样的区域在时间推进时仍

是定域性的，我们对此系统就有了稳定性的量度。在相空间中相互靠近的点

（这样它们对应于相互类似的系统的细致的物理态）将继续靠得很近，给定的

态的不准确性不随时间而放大。任何不正常的弥散都会导致系统行为的等效

的非预测性。

八、定律

我们对于哈密顿系统可以一般地说什么呢？相空间的区域究竟是否随

时间散开呢？似乎对于一个如此广泛的问题，很少有什么可说的。然而，人

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定理，它要归功于杰出的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刘维

尔（1809～1882）。该定律讲，相空间中的任何区域的体积在任何哈密顿演

化下必须保持常数。（当然，由于我们的相空间是高维的，所以“体积”必须

是在相应高维意义上来说的。）这样，每一个 R1 的体积必须和原先的 R0 的

体积一样。初看起来，这给了我们的稳定性问题以肯定的答案。在相空间体

积的这层意义上，我们区域的尺度不能变大，好像我们的区域在相空间中不

会散开似的。

然而，这是使人误解的。我们在深思熟虑之后就会感到，很可能情况

刚好与此相反！我想表示人们一般预料到的那种行为。我们可以将初始区

域 R0 想象成一个小的、“合理的”，亦即较圆的而不是细长的形状。这表明

属于 R0 的态在某种方面不必赋予不合情理的精确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区域 R1 开始变形并拉长——初看起来有点像变形虫，然后伸长到相空

间中很远的地方，并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纠缠得乱七八糟。体积的确是保持不

变，但这个同样小的体积会变得非常细，再发散到相空间的巨大区域中去。

这和将一小滴墨水放到一大盆水中的情形有点类似。虽然墨水物质的实际体

积不变，它最终被稀释到整个容器的容积中去。区域 Rt 在相空间中的行为

与此很类似。它可能不在全部相空间中散开（那是称之为“爱哥狄克”的极

端情况），但很可能散开到比原先大得极多的区域去。

九、其中麻烦

麻烦在于保持体积并不意味就保持形状：小区域会被变形，这种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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