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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化基础研究系统部署重在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尤其要对重点基础学科 ——— 物理给与更多倾斜.物理

基础课在理工科专业人才培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当前高校的非物理专业理工科的物理教学却存在

许多问题,有高校物理教学机制带来课时分配不当导致的教学效果不理想问题,也有因授者与受者均未明确物理教

学的定位而导致的授课方法不当等问题.在教学机制改变过程漫长的大环境下,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存在的问

题,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助力.以六盘水师范学院大学物理教学情况为例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及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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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教兴国战略下的物理地位

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提升国家科技实力,使

之建设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1].十九大召开后,我

国于2018年1月31日发布了首个科技创新领域的

“重量级”政策文件 ———《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

究的若干意见》.文件中对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作出了

部署,重点提到在部署中要对物理这门基础学科给

与更多的倾斜[1].并强调了推动生产力得依靠科学

技术,旨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而物理研究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学习物理的过程

就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的过程.

物理研究的是物质和能量的基本规律,是构成

各种现象的基础,同时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基

础.故物理基础课程对于非物理专业理工科人才的

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2].科学解决的是

理论问题,而技术解决的是实际问题.科学是发现自

然界中的事实及其规律并找到与之匹配的理论,技

术就是利用科学成果解决实际问题.前者是在探索

未知的领域,后者则是在已知的领域研究,二者并不

相同.物理则是在跟科学“打交道”,它所探究的都是

我们未知的自然界中的“神秘”,只有经过了这一步,

我们才能进行技术的应用,故物理对于科技的影响

不可小觑[3].与此同时,学习物理的过程有助于学生

确立正确的科学观念,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分

析问题的能力,激发科学精神,培养科学作风与创新

能力,为其专业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2].在当前我国

高校物理教育体制下,非物理专业理工科学生主要

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获取物理知识.

2 非物理专业的物理“教”与“学”现状

当今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需要的是“高技

术”人才,有“技术”即可.科学素养的培养并未引起

人们重视,尤其是对于物理原理的教学,大多数师生

只是把它当作一份应付的差事.在非物理专业的理

工科专业人才培养中尤其忽视物理教学,就我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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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物理教学情况而言,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2.1 不清楚教学定位 学习动力缺失

大学物理课程的开设并不是纯粹地讲授物理知

识,而是希望通过对物理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辨

证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从而养成严谨的科学

态度,提升科研兴趣与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

非物理专业的理工科学生大都将大学物理视为一门

与其专业无关的必修课,他们抱着完成任务,拿到学

分的态度去学习,并不了解学习物理的真正目的与

涵义.因此,在大学物理的教学过程中,不管是理论

课还是实践课,我校大多数学生没有认识到理工科

专业与物理学习间的关联点,更是忽视了物理学习

的“作用”,没有一个端正的学习态度,这就是学习动

力缺失的主要原因.

2.2 对高校学习模式的误解影响学习动力

当代大学生在高中阶段受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影

响,有些学生甚至形成了“大学就是不用学习的天

堂”的观念,一进入大学马上就放松了.对大学的学

习模式认知也不正确,认为“混混”就会过去,“老师

都是仁慈的”,“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高中阶段,

物理也是大多数学生“害怕”的学科,通过选择非物

理专业来逃避对物理的学习,自然对物理课产生抵

触心理,更无学习兴趣.加之我校学生入学前的基础

稍差,学习吃力与不自信也是影响学习动力的原因.

我校部分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如采矿工程、机械电

子、数学与应用数学等,也均反映不喜欢物理,并表

示高中时期物理成绩也较差,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学

习兴趣与动力.

2.3 被“忽视”下的保守单调的教学方法

在高校课程改革中,理工科的物理教学课时一

般是最先被缩减的,但与此同时,教学内容与要求并

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即教学课时安排与教学内容

容量不匹配[2].比如我校因2016级培养方案的修改

导致大学物理总学时从72学时缩减到64学时,课

时缩减,而教学内容并未因此删减,教师必须按照教

学大纲将所有内容讲授.因此只能通过增加每堂课

的授课内容来完成教学任务,但有部分学生反映听

课吃力,这就是大学物理教学最明显的填鸭式教学.

同时,为保证完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单调传统,不

敢创新,教材也没跟上科技的进步.我校大部分教师

的教学模式是“板书讲授知识 课堂应用(例题) 课

后作业”,导致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被动接受知识,在

课堂上没有自由思考的时间、空间而无法培养其创

新能力.教材的更新也单单是在教学内容的最后部

分引申科技前沿,作为小字部分供学生课后阅读,教

师在课堂上没有时间带领学生去展开学习讨论.

2.4 大学物理实验课的不合理安排

物理学习中,理论与实践 “相辅相成”.实践依

赖于理论知识的指导,反之,实践有助于理解理论知

识.开设大学物理实验就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所学

内容,验证所学知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与动手能力.因此大学物理实验课是高校物

理教学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我校实验课与理论

课安排在同一学期,由不同教师承担,加之实验课内

容与进度由教研室统一安排不可调整,从而导致实

验教学与理论教学进度不一致,产生理论还未学习,

已先开设实验的现象,部分学生反映实验过程中有

困难.另外,实验项目中设计性实验较少,大多是验

证性实验,导致学生掌握实验原理后,按实验步骤将

实验结果或现象做出来就结束实验.他们不知道为

什么要这样做,做了有什么用,甚至在实验过程中不

思考,碰到问题就向老师求助,只关心“how”,不在

意“why”.如此就与实验课的目的相违背,既不能及

时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也不能提升学生的科学素

养,培养基本的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因此,合理安

排实验课是保证学生对实践课产生兴趣的前提,实

践课的正常有效开展才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大学

物理理论课的兴趣.

3 改革与对策

针对第二点提到的高校物理教学存在的问题以

及其他并未阐述的小问题,结合我校的实际教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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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提出以下建议.

3.1 明确物理教学的定位

首先,授者应清楚物理学习的目的,并在课前告

知学生.可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前上一堂导入课,引

申物理与各学科间的关联,重点强调学习目的,必须

使受者认识到学习物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辨

证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获得一个严谨的科

学态度、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基本的科研能力.

其次,教师也应注意到不同学科与物理关联性

的不同(关联点与关联程度),前面提到物理教学内

容过多,而课时过少,在没有解决课时数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通过“因材施教”来解决这个问题.教师根

据各专业特点,合理安排教学重点.比如化学专业在

光谱、物质结构等方面关联性较大,那么教师就应据

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这部分内容的讲授课时.同时还

可针对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与延伸,在科技

前沿部分也可作适当安排.

3.2 教学方式方法的灵活转变

在物理教学大纲无法改变的大环境下,我们只

能通过改变教学方式、方法来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首先,教材内容应做到“与时俱进”与“联系生活”,

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创新探索的意

识.其次,必须清楚“教”“学”关系,教学并非机械

的,课堂上绝不能出现“填鸭式”教学.尤其是学生

对物理课的排斥心理,教师更应该从人文关怀的角

度去打破这个障碍.教师不应该给学生一种“高高在

上”的感觉,理应放下姿态,理解和尊重学生,给予

其人文关怀,加强师生间的交流[5].在我的大学物理

实验课中,发现部分学生“怕”老师,说话小心翼翼,

不敢与老师交流,我们理应打破这种氛围,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第三,根据教学内容的差异性合理利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积累与之相匹配的教学素材,提高

多媒体课件的质量[4].

3.3 加强实验教学

从我校实验课开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合理安排

实验课与理论课的教学进度是第一步.其次,实验内

容也应作适当调整.在物理教学的定位中提到,理论

教学内容应因不同专业与物理知识的关联点与关联

程度而有所侧重,那么实验课也应该进行同步调整,

不能将所有专业的学生“一锅煮”.不同专业的学生

需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按需“定制”实验课进

行锻炼.虽然这样做会大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但对

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高却是大有

益处.

4 结束语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必经之路,强化基础研究系统部署要求更多地重视

物理等重点基础学科.在各高校存在着不同的物理

教学问题,我们应该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去解

决.首先就是授者和受者在思想上取得共识,良好的

沟通与授前准备就是达到该目的的良好途径.其次,

就是授者在授的过程和手段上进行改革以达到目

的.这样,高校的物理教学才会取得实质性的发展,

培养出具有科学素养及科研精神的优秀人才,为加

强基础科学研究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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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onthePhysicsTeaching
ofScienceandEngineeringundertheBackground

ofStrengtheningBasicScientificResearch
———TakingLiupanshuiNormalUniversityas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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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cusdeployonStrengtheningBasicScientificResearchandattachimportancetothekeybasic

subject,physics,todeploythebasicresearchsystem.Physicalelementarycourseplaysanextremelyimportant

roleintalentcultivationinscienceandengineering.Butthereexistmanyproblemsaboutthephysicsteachingof

scienceandengineering,forinstance,unsatisfactoryteachingefficiencyresultedfrom unreasonableperiod

distributionunderthecircumstanceofphysicsteachinginuniversityandunreasonableteachingmethodsresulted

fromteachersandstudents′unclearobjectofphysicsteaching.Weshouldtakeactiontosolvetheseproblemsto

strengthenbasicscientificresearchunderthecircumstanceofslowlychangingofteachingsystemofuniversity.

TakeLiupanshuinormaluniversity′ssituationofphysicsteachingasexampletoanalyzeandputforwardsome

suggestionsand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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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NotesontheTeachingofParallel plate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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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isintendedtotakeastrictquantitativeanalysi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itsdrift

velocityofdirectionalmovement,itssizeofthecurrent,itsvoltageanddisplacementinthechargingprocessof

parallel platecapacitorwiththemethodofstatisticalaveragemethod;Atthesametime,thepaperaimstomake

abriefintroductionanddiscussionabouttheexpressionofcapacitorcapacitanceinthecaseofnon parallel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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