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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物理教学而言，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中心的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传授物
理知识、掌握实验技能的过程中，渗透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今天，如果学生不能掌握学习的方法，对所学物理概念与规律，即
使能背出一千个题目的正确答案，也不能成为适应未来社会的技术人才。
因此，我们说“授之以鱼，只能济人一时；而授之以渔，则可使人受用终生”。
这也是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物理）（基础版）及与之配套的（物理教学参考》（基础版）编
写的基本指导思想，渗透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也是这两套书的基本特征。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配套教学用书《物理教学参考》（基础版），自2002年出版以来，受
到国内广大中等职业学校物理老师的广泛好评。
但随着中等职业教育形势的变化，社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掌握
必要的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更需要他们成为智能型、复合型、具有创新能力
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劳动者。
因此，伴随着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物理》（基础版）的修订，与之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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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与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物理》（基础版）下册（第二版）（邵长泰等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
    本书按主教材的章节顺序编排，每章的内容由教材分析与教法建议，物理学史与物理学家，科学·
技术·社会，重点、难点解析，实验指导，物理科学方法，解题指导和教学案例八部分组成。
全书分上、下两册，本书为下册，给出了本书及《物理》（基础版）下册（第二版）教材的练习参考
答案。
    本书可供中等职业学校的师生使用，也可供高考自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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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分析、解释布朗运动的原因　　①布朗运动不是由外界因素影响产生的，所谓外界因素的
影响，是指存在温度差、压强差、液体振动等等。
　　分层次地提问学生：若液体两端有温度差，液体是怎样传递热量的？
液体中的悬浮颗粒将做定向移动，还是无规则运动？
温度差这样的外界因素能产生布朗运动吗？
　　归纳总结学生回答，液体存在着温度差时，液体依靠对流传递热量，这样悬浮颗粒将随液体有定
向移动，但对不同颗粒，布朗运动的情况不相同，因此液体的温度差不可能产生布朗运动，又如液体
的压强差或振动等都只能使液体具有定向运动，悬浮在液体中的小颗粒的定向移动不是布朗运动，因
此，推理得出外界因素的影响不是产生布朗运动的原因，只能是液体内部造成的。
　　②布朗运动是悬浮在液体中的固体微粒受到液体各个方向液体分子撞击作用不乎衡造成的。
　　显微镜下看到的是固体的微小悬浮颗粒，液体分子是看不到的，因为液体分子太小。
但液体中许许多多做无规则运动的分子不断地撞击固体微粒，当微粒足够小时，它受到来自各个方向
的液体分子的撞击作用是不平衡的，如教科书上的插图所示。
　　在某一瞬间，固体微粒在某个方向受到撞击作用强，它就沿着这个方向运动，在下一瞬间，微粒
在另一方向受到的撞击作用强，它又向着另一个方向运动.任一时刻固体微粒所受的撞击在某一方向上
占优势只能是偶然的，这样就引起了微粒的无规则的布朗运动。
　　悬浮在液体中的微粒越小，在某一瞬间跟它相撞击的分子数越少，撞击作用的不平衡性就表现得
越明显，因此，布朗运动越明显，悬浮在液体中的微粒越大，在某一瞬间跟它相撞击的分子越多，撞
击作用的不平衡性就表现得越不明显，以致可以认为撞击作用互相平衡，因此布朗运动不明显，甚至
观察不到。
　　液体温度越高，分子做无规则运动越激烈，撞击固体微粒的作用就越激烈，而且撞击次数也增多
，造成布朗运动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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