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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假朋友 
      

主题 

热这一概念在物理教科书中是这样引入和运用的： 

“如果我们需要热水，我们必须给水提供热。例如，把水放在电热板上，或

将浸入式电热器插入水中。水吸收热后热能增加。” 

“提供给物体的热能 Q 可以通过物体内能 U 的变化来量度。在下面的实验

中，热能 Q通过摩擦产生。这热能导致物体的温度升高。” 

 

负担 

这里，我主要不是来讨论热这一概念的。我所关心的是上面这些话的作者所

表现出来的不诚实。我们把讨论稍作一些展开。 

在物理学中，有些主题比较难懂，有些比较容易理解。如果我们运用好的模

型，那么相应的主题是很容易理解和解释的。例如，电的理论：“把电荷想象为

在电线和电灯中流动的实物……”。 

如果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模型（这里没有“象你所知道的某些方面”），那么相

应的主题是比较复杂难懂的。例如，量子物理学中所涉及的现象（电子的波粒二

象性）或相对论中所涉及的现象（时和空的综合）。如果对某一现象没有合适的

模型，我们就没有向学生解释的方法：“我将要告诉你们的是奇怪的几乎难以相

信的现象。你们从来没有看到或感受到这种现象。然而，这并不矛盾！你们必须

熟悉这种现象。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 

还有第三种表述：这些表述看上去容易理解，但实际并不如此。原来人们将

其复杂性向学生隐瞒了。人们故意让他们得出错误的结论，但仍显示出清晰和正

确的样子，因为人们只字不提其错误。 

我们前面所引用的内容就是这样的表述： 

●“水吸收热后热能增加。” 

●“提供给物体的热能 Q可以通过物体内能 U的变化来量度。” 

显然，学生会这样来理解这些表述：水吸收热后，热就储存在水中；给水所

提供的热是可以量度出来的。 

然而，这些表述的作者们和教这些知识的老师们都认为这些表述不是这样理

解的。他们并不只是改变了一下给水所提供的热的名称。这样，说热容就变得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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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义了。 

然而，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这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学生们是根据我们的语言所包含的语义来解释书面或口头表述的：由 A 所释放

出来的东西在释放前储存在 A中，之后就不是了；被 B所吸收的东西在吸收前

并不在 B中，它是后来储存在 B中的。 

这样的表述（还有其他更多的例子）是物理学（和化学）成为学校中最被学

生讨厌的学科的原因之一。 

在物理学中，热力学显得特别差。 

我做过一个调查。我曾经问 20 名将要成为教师的学生：在物理学中，你们

感到最容易学好的分支学科是什么？并要求他们按 1到5的分数给这些分支学科

打分（1=很容易学好，5=很难学好）。调查结果是： 

力学                     1.5 

电磁学                   2.7 

振动与波                 2.8 

热力学                   4.2 

现代物理学               3.8 

当然，在生活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坏的事用最好的词来告诉人们，

并希望收到信息的人不会去核对其真实性，只是简单的复述。我们希望，物理学

应该远离这样的情况。 

 

历史 

对这一特殊情况所发生的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在文献[1]至文献[5]中讨论过

了。我主要想说的是，我们想把所知道的告诉给大家，却容易被大家所误解。显

然，我们都有这种倾向。 

在研究中，我们总是被物理学中的一些问题所困扰，我们简直无法详细讨论

每一个细节，因为有些问题已经巧妙地被隐藏起来了。 

最后是一个猜疑。在中学或大学实验室中所做的实验（我指量热实验。在这

些实验中，我们测定水的比热容，或其他材料的比热容）表明（甚至证明），说

热包含在物体中是合理的：给一个物体加 xkJ的热，然后测定它的温度变化。如

果想让这物体回到原来的状态，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相等数量的 xkJ的热从

这个物体中抽出来。为什么说“物体中含有 xkJ的热”是错的？为什么说“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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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体的温度变化计算出物体所含热的量值”也是错的？得出这一结论的人都

认为，所引用的这些表述（即“物体中所增加的不是热而是热能或内能”）仅仅

是一种表述习惯。然而，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当给液体和固体加入

熵时，它们的体积不会或几乎不会改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表述中的错误

就很难被识别。如果给气体加入熵，这一错误就会被识别。但是，对气体的比热

容的测量没有被列入物理课程计划中。 

 

建议 

首先，我们给出两个一般性的建议： 

●对于学生：当你不能理解某一内容时，先承认它。 

●对于教师：不要用好听的话语来掩盖困难。 

对于热容，我们有更具体的建议： 

●清晰地给以解释。对此唯一能做到的途径是对气体进行研究。但是，也许

这只能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实施。 

●不要引入 Q 这个量。热这一名称是一个假朋友。如果没有它，所有内容

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它是物理量中第二只害群之马。另一只害群之马是功。谢天

谢地，这只害群之马已经被踢出一些中学物理教材或课程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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