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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类比教学法的起源、发展、类型和其在各

个学科中的应用，并用实例专门讨论了如何应用类比教学法在大学物理

教学中教授概念、规律等内容，以此供老师和学生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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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比教学法的起源 
类比教学法起源于类比（Anology），所谓类比就是两者不同

但相似的事物之间的比较。古希腊称之为相称（proportionality）。
类比的目的是通过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来认识与它相似的另一事
物。类比法已成为认知事物的一种强有力的辅助工具。它对解决
问题、发明创造，决策决定和未来预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专门研究认知的科学家对类比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他们认为类比可对人们的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帮
助。因此，在美国，类比曾被专门用在 SAT 测试中。SAT 的全
名是 Scholastic AptifudeTest. 它是一种始于 1926 年专门用于美国
大学生录取的标准测试。古希腊哲学家曾视类比为共享抽象
（Shared abstraction），其范围延伸到主意、形状、规律、哲理等
许多较为抽象领域。一部分人视类比为一种诱导模式，即从已知
的东西推导出未知的东西，这种诱导方式思维被广泛地应用在科
学、哲学等领域。 

类比法已经应用到各个领域。在语言领域里有时人们的想法
和向往通常是通过类比的隐喻方式间接地向外界传递出去。在文
学、诗歌、卡通片和喜剧表演中，类比的应用极为普遍，用它可
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人们带来欢乐；修饰和论证政治、理论、
哲学等观点等常常需要使用类比；在法律上，应用类比对那些悬
而未决的或模棱两可的事情可以达到满意的解决效果，然而，如
果对于明确的法律条文，类比是被禁止使用的，这是为了防止有
人会借此钻法律的空子，只有那些被法律允许的类比,称之为合
法类比,才被允许在法律中使用；在科学领域，类比的应用也非
常广泛，被公认为是获得灵感，主意和假识的一个重要手段，且
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功能，但必须指出的是，用类比仅仅是给出推
论而不是下结论。要得出其结论，必须要通过有关实验来验证。
类比不但能帮助科学家得出推论，其本身也可用于发现某些新事
物，例如，德布罗意通过对光本性认识类比提出了实物粒子具有
波粒二象性。现在类比已经从理论上的应用转到实践中的应用，
如类比耳朵即人工耳涡，就是科学家通过模仿耳朵在电子和机械
的基础上制成的。类比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可
以通过类比的思维来确定或删除某些信息。基因功能预测也可以
通过类比来实施。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类比在生物学领域的意思
一般是指两者事物的相似性而不是指它们之间有进化上的联系。
类比也可以用来分析解剖学中的功能性结构，例如昆虫脚对动物
脚。但解部学上类比结构和上述生物学领域中基因功能相似性一
样也是没有进化上的联系。其他领域如工程和计算机也常用类比
来描述一些特定的性状和现象。总之，类比的应用十分广泛，其
作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意识到。在教学领域里也不例外。下一节
就专门讨论类比在教学领域中的应用以及由此而诞生的一种新
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类比教学法。 

二、类比教学法的发展和其在教学上的应用 
将类比的手段用于教学自有纪录以来就存在。但起初仅限于

对儿童的概念教学，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创新，现已渐成为一种教
学体系，称之为类比教学法。它已用于教学所有年龄层次的人。
类比教学法有四种主要模式，分别是搭桥式类比（Brown and 
Clement,1989）、类比教学模式（Dupin and Johsua, 1989），用类比
教学模式（Teaching with nalogy TWA）（Glgnn，1991）和类比教
学 普 通 模 式 （ General model for analogy teaching (GMAT)

（Zeitoun,1984）。其中美国乔治亚大学的 Shawn Glynn 教授发展
的 TWA 模式较为流行。该模式细分为 6 个步骤：第一步给出所
要讲的话题，然后介绍该话题的一般性知识；第二步评估所要给
出的类比事例以确定学生对是否熟悉、是否能够认识到它和所要
讲的话题之间有联系，即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第三步找出类比案
例和所要讲的话题之间的相关性；第四步找出两者之间所有相似
性，并让学生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和理解；第五步找出相似性
中的不同性；第六步在上述比较的基础上推出结论。 

TWA 的模式特别适合教学科学概念，类比教学法的本质就
是把旧知识和新知识结合起来，通过引导语言或材料传播讲授新
知识，更具体地说就是将课本中的概念、原理、定理和公式与记
忆中的相似现象或结构等联系起来，推理出课本中未知的新的概
念等，从而使学生能够对这些未知的东西有一个更深入的认知和
掌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类比教学法的这些特点使其受到众
多老师的青睐和重视。归纳起来有下列四种主要原因： 

1、有利于教师构建生动事例，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从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学习的动因比较重要的就是好奇和自
信。当学生看到老师给他们展示一幅画、一个视频、动画或熟悉
的东西时，或者听到老师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时，学生的注意力会
顿时集中起来，以及会急于想了解画的背景、内容或故事的结果，
或老师展示的目的是什么，由此会按老师的一步一步的引导聚精
会神地进入所要学的内容，而无任何泛意。这使老师的灌输式教
学化为学生的主动性学习。 

2、有助于老师对抽象概念的教学以及学生对其深入理解。
类比教学法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它能将难理解的问题变成通俗
易懂问题、混淆的概念变成清晰的概念，难记忆的知识变成易记
忆的知识。 

3、有助于学生发展求异思维能力和深化对授课内容的掌握。
类比事例能使学生产生好奇，发起联想和加深思维。学生可通过
事例对老师甚至对自己发问，以对其中的所有奥秘和疑问求得正
确的答案。 

4、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学生可通过老师给出的类
比事例而能举一反三，给出他们自己的类比事例，从而更进一步
地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 

当然，老师选用的类比事例一定要为学生所熟悉和感兴趣。
做到这一点，老师必须要对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兴趣有一定的了
解。 

用于类比教学的类比类型有很多种，但如下的 14 种类型最
为常见： 

1、同义和反义，如冷和热。 
2、部分和整体，如桌腿和桌子。 
3、原因和影响，如电商的增加和店面的减少。 
4、事情和功能，如不能使用暴力和法律。 
5、事物和特征，如牛顿科学家和力学。 
6、事物和背景，如田野和农物。 
7、事物和类型，如英雄人物和拍成的电影。 
8、分类和亚分类，如形态和三角型。 
9、物体和归别，如火车和运输工具。 
10、不同的级别，如凉风和寒风。 
11、事实和看法，如 水和很热。 
12、步骤和过程,如改稿和写作。 
13、问题和答案,如生病和治疗。 
14、符号和意义,如红十字和慈善机构。 
在这 14 种类型中，有的使用频率较高，有的则较低。到底

用什么类型，用多少类型，大多取决于老师的偏爱、课本中的话
题、学生的知识面和学生的兴趣。但无论选用哪种类型，所选用
的类比事例一定要为学生所熟悉。否则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难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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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起来，有时学生还会因此产生抵触情绪。所以，类比教学法进
行教学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它需要被不断地探索和研
究，以找出一条符合自己实情的路。 

大学物理是老师和学生公认的一门难懂的课程。我在教学大
学物理时，对不同的內容采用不同类型的类比教学法。具体举例
如下。 

1、引入新概念时用类比内容、情境和事例进行铺垫，此法
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对新概念的接受和理解。 

例如，在介绍动量概念时，如果先问一个问题：哪一个落体
会伤到人，是石头还是树叶。学生的兴趣会被立刻地激发出来，
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石头，因为石头比树叶重得多，而且下
落速度快得多。这时，老师引入动量概念并给出其表达式 ，学
生会很容易明白石头的动量大而树叶的动量小，动量是描述物体
运动状态的物理量，是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 

2、采用知识点的类比设问，可以使新的结论轻松松松地呈
现出来。 

例如，在讲到质点转动效应时，学生已经知道了力是质点运

动及运动状态发生变化的动因，动量是描述质点平动的物理量、

是和平动相联系的守恒量，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等于质点所受的

合外力,其数学表达式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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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点的角动量定理的微分形式），质点

对固定点的角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等于质点所受的合外力对同

一个固定点的力矩。此时水到渠成即得出力矩的定义及质点的角

动量定理，质点所受的力矩是质点绕点转动的动因，从而帮助于

学生对结论的理解和掌握。这里采用类比的方法提出问题，为新

的结论做出了很好的铺垫。 

3、用之前学过的旧知识和将要学的新知识作为类比能带来
双倍的效果，使学生既能够温习和巩固知识，又能够理解和掌握
新知识，并且领会到类比思维方法的重要作用。 

例如，在讲授库仑定律时，让学生比较牛顿引力定律及库仑
定律表达式，并引入物理学家扬振宁于 1978 年 7 月 6 日在上海
物理学会演讲的一段话：“我曾经把库仑的文章拿来看了一看，
发现他写出的那个公式同实验的误差达到 30%以上，估计他写这
个公式，一部分是猜出来的。猜测的道理是因为他已知道牛顿的
公式。之所以要和大家讲这一点，是因为所有物理和数学最前沿
的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力量要花在猜想上。在别的方面可能也
是这样，则不过我不太熟悉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乱猜，猜
必须建筑在过去的一些知识上面。你过去的知识愈正确、愈广泛，
那么猜到正确答案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一段关于由引力定律类
比出库仑定律的一段话，能很好地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去学习
和领悟思维方法。同时，通过具体计算，让学生了解万有引力和
静电力之间差异，了解引力场和静电场。通过对引力和电力之间
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比较，学生不仅了解静电场的特征，同时又温
习了牛顿引力场的特征。 

4、用类比的方法提出新的理论假设，有助于学生了解新理
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加深对新理论精髓的理解、进一步拓展了学
生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学习科学家大胆创新的精神。 

例如，在讨论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时，回顾人类对光本性
的认识历程，而自然地意设到人们对实物粒子的认识是否也具有
片面性呢？由此顺风顺水、环环相扣、循循善诱引导出德布罗意
的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假设。 

5、在知识板块的学习构建中，类比法的应用有利于学生对

所学知识触类旁通。 
例如，从质点运动遵循的规律中，采用类比法，可以直接写

出刚体定轴转动所遵循的规律。还有从静电学包括真空中的静电
场、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解质的性质和规律中，采用类比法，容
易得出静磁场包括真空中的静磁场、静磁场中磁介质的性质和规
律。所有这些类比法的应用有助于学生知识点的迁移、帮助学生
学习过程中活学活用、融会贯通。 

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引入类比教学法能
明显地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新知识，提高他们的学习解题能力以
及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话题都
可以引入类比教学法或所有的事例都可以用作类比教学法中的
类比事例。若类比事例引入不当，则可能取得相反效果。学生可
能会由此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这对老师的后续教学增加难度。因
此使用类比教学法一定要慎重。注意类比事例与所要教学的内容
相匹配，要了解学生对类比事例的熟悉程度和理解程度，另外也
要注意引入的方式。一般说来常见的引入方式有下列几种，直接
类比法、因果类比法、对称类比法和拟人类比法，针对特定的物
理话题还可以继续分为对概念的类比，规律建立时的类比、演示
实验类比和探究实验活动类比等引入方式。了解什么样的引入方
式是最恰当的、学生所熟悉的的类比事例，以及什么样的类比事
例是学生最为最喜欢的，对提高大学物理教学质量至关重要。要
做到这些，老师必须要在课前作一番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发挥出类比教学法的优势，使其在大学物理教学中产生更好
的效果。 

结束语 
高校的教学质量是衡量优劣的一项关键指标，因此每个学校

尤其是高校都在注重改进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类比教学法
在实践中已被证明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显著的帮助，它可以使学
生温故知新，对新知识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记忆能力、
并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及提升老师的教学效果；另一方
面采用类比教学法也省时省力，是一种经济实效的教学方法。正
因为如此，现已被广泛地用于各门学科的教学中，然而如何更有
效地运用类比教学法使其发挥出更好的作用对我们来说仍是一
个挑战。这是因为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可以引入
类比教学法或者类比教学法可以被简单地直接地采用到教学当
中去，我们因此需要通过反复研究、实践找出对我们课程最合适
的类比教学法、类比类型以及类比教学法引入方式。一般说来在
众多的类比教学法当中，Glynn 的 TWA 模式可能对大学物理教
学更加合适，因为它相对来说较注重类比事例和所要教学的内容
的相关联系，它能从这些相关联系中解释新教学的内容即新知
识，学生能从这种模式中温习巩固旧知识、又可理解和掌握新知
识，这对提升学生的学习物理兴趣和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达到
了一箭双雕的效果。因此，建议老师如有可能应尽量采用 TWA
模式教学大学物理。最后愿本文能够起到一种抛砖引玉作用，使
我们的教学水平和质量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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