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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对于公共基础

必修课———大学物理的课程建设,应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切实提高课堂效率.本文笔者应用超星泛雅平台和学

习通APP提供的教学技术,改变“满堂灌”的传统课堂,将课堂学习、移动学习和网络学习有机结合.在课堂教学中,

笔者主要应用了学习通的课堂签到、选人、主题讨论和课堂测验等功能.以“理想气体的温度和分子平均平动动能的

关系”为案例,本文介绍了课堂测验的设计目的、题目设计、测验结果及测验数据分析.最后,笔者给出了课堂应用

学习通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也适用于其他课堂教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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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关于本科教育的2018年工作会议和系

列指导性文件[1,2],以及国家级2019年优质在线课

程和一流本科课程的申报条件,都表明了一种信息:

本科教育即将进入新时期,新的现代信息技术深度

融入课程教学,将推动“课堂革命”.“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在2020年初突然发生,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和

在线课程的建设被迫提前走上历史舞台.疫情之后,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必将成为高校教学的主流方

式.
笔者在2018年和2019年的课堂教学中,借助

超星的“一平三端”,改变“满堂灌”的传统课堂,开
展了大学物理的课堂教学改革的探索.在本文,笔者

给出大学物理的新时代建设定位,应用超星学习通

的课堂案例及其使用建议,提供给同行作为教学参

考.

1 大学物理课程的新时代建设定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的2018年“建设中

国金课”报告[3]和教高〔2019〕8号文[2],都给出了金

课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两性一度”标准,

并写入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对地方普

通高校来说,线上金课拼不过名校名师,线上线下混

合式金课的实施有难度.作为地方普通高校的公共

基础课,大学物理课程如何进行“金课”建设?

1.1 大学物理的课程特点

大学物理是理工科院校的一门公共基础必修

课.与专业课程相比,其课程内容抽象,理论性强,不
易与实际问题相联系;其理论的逻辑性强,题目训练

是其必须的学习方法.像案例点评、研讨辩论、项目

探究等教学方式,笔者认为并不适合这门课程的教

学.
在地方普通高校,学生的物理基础差强人意,自

学能力、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不是很好.像生讲

生评、以练代讲等教学方式,笔者认为也不适合地方

普通高校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由于师生比低,大多数地方普通高校的大学物

理课程采取大班授课,班级人数往往超过100人.翻
转课堂的生讲生评、教师导演学生串演、边做边评、

生问生答等形式,无法保证学生的充分参与,也就不

能保证好的教学效果.这样的翻转课堂模式也不适

合进行大班授课.
在地方普通高校,学生学习物理的态度不是很

理想.图1是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笔者所教两

个班级学生的“大学物理课外学习时间”的调查结

果(本文数据均来自这两个班级).选项C和D的比

例之和,两个班分别只有9.8%和14.5%.对于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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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时的大学物理课,这个结果表明,学生对这门公

共课的重视程度不高,课外的投入时间不多.像这类

公共基础课程,要求学生在课外用太多的时间,也不

现实.因此,笔者认为,对公共基础课来说,抓“课堂

效率”是最经济也最受学生欢迎的做法.

图1 大学物理课外学习时间调查

1.2 大学物理课程的新时代建设定位

鉴于以上的分析,笔者给出地方普通高校的大

学物理课程建设的经济有效且具有可行性的做法.
金课建设当以“线下金课”为主要建设目标,课程教

学当以“深度融入新的现代信息技术”推动“课堂革

命”为主要建设内容,课程改革当以“课堂教学”为

主阵地,提高课堂效率当为教师们的努力方向.

2 借助超星“学习通” 推动大学物理“课堂革命”

的探索

完成教学目标是课程设计的基本准则.教学手

段和方法的选用要为高效完成教学目标服务,不能

“为用而用”,不能过于“花哨热闹”,不能“华而不

实”.笔者认为,选用实用的现代教学手段,把教师

“教”为中心转为以学生“学”为中心,让学生把头抬

起来,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才能提高课堂的学习效

率.
2.1 学习通的课堂应用

借助超星电脑端的“泛雅平台”和移动设备端

的“学习通”提供的教学技术,笔者将课堂学习、移

动学习和网络学习有机结合.泛雅平台上传了课程

的基本信息、课堂教案、课程视频、题库等.超星学习

通的功能很多,笔者的课堂教学主要使用了课堂签

到、选人、主题讨论、投票、课堂测验以及投屏等功

能.使用签到和课后作业等功能,可以节约教师在点

名、作业批改等方面的时间.借助学习通的选人、主

题讨论、课堂测验等功能,增加了课堂学习的活跃度

和参与度,实现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的实

时了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使得课程的教学模

式逐渐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
其中,笔者应用最多的是课堂测验.大学物理课

程的学习,必须有题目训练.通过题目训练,可以发

现学生的知识漏洞,而及时纠错是提高学习效率的

一种好方法.为了避免学生猜和蒙答案,督促学生思

考,笔者设计的课堂测验多是多项选择题.

2.2 学习通的课堂案例

教学内容:理想气体的温度和分子平均平动动

能的关系.
教学目标:

(1)理想气体的温度公式的理解及其应用.
(2)方均根速率的引入.
(3)了解热力学第三定律.
教学过程:教师首先复习压强公式和理想气体

状态方程,让学生自行推导温度公式;然后教师讲解

温度公式的意义;接着课堂测验4道题;最后教师总

结.
课堂测验及数据分析:

(1)图2为测验1及其统计结果.
本题的设计目的是考查学生对温度的微观意

义、统计意义和宏观意义的理解,正确率较高,说明

学生对温度的意义基本掌握,教学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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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课堂测验1的统计

  (2)图3为测验2及其统计结果.
本题考查学生对描述气体分子特征的各物理量

及其表达式的理解.其中热力学温度和摄氏温度的

区别,是学生容易忽视的问题.图3中选项A和D都

是为之设计的错误选项,两个班的错误率都较高,和

教师的预期一致.

图3 课堂测验2的统计

  (3)图4为测验3及其统计结果.
测验3主要考查学生对统计平均值的理解、温

度公式的适用范围以及分子运动能和宏观机械能的

区别.这些都是学生常见的知识漏洞,学生的正确率

不高,与教师的预期一致.在分析此题的选项D时,

在强调温度公式的适用范围的同时,还引入了热力

学第三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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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课堂测验3的统计

  (4)图5为测验4及其统计结果.
本题考查学生对平均平动动能的理解以及能否

区别气体分子质量和气体摩尔质量,同时也是一道

拔高题.通过温度公式和平均平动动能的定义式,让
学生自行推导出方均根速率的公式,由此完成了本

节课的剩余内容.编写这样的题目,既是为了检验已

讲内容的掌握程度,又能引入新的内容,具有挑战

度,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探究能力.测验结果令人满

意,说明这两个班学生的学习能力不错.从选项D可

以看出,气体的摩尔质量和气体分子质量的区别,部
分学生还没有掌握.

图5 课堂测验4的统计

  课堂测验的功能:课堂测验的学习通统计结果

见图2~ 图5.教师在学习通上可以即时看到各个

选项的答题结果.测验结束后,通过投屏功能,将结

果投屏到教室屏幕.教师和学生一起分析错误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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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堂纠错,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2.3 问卷调查

课程结束后,笔者对两个班进行了“学习通的课

堂应用”的问卷调查,两个班共收到有效问卷212份

(总人数263人,参与率为81%).问卷调查是通过学

习通的问卷功能实现.统计结果见表1~ 表3,调查

分析如下.
(1)在表1中,两个班的学生选择D和E两个选

项的比例之和分别为80.1%和86.3%,说明这种教

学方式得到了学生的肯定,接受度很高.
表1 问卷调查结果1

题型/题干 选项
1班(110份) 2班(102份)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单选题)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老师

采用过这样的教学方式.课堂讲解后课

堂测验,然后分析测验题目.对于这种

教学方式,您的态度是:

A.非常不喜欢 3 2.7 2 2.0

B.不喜欢 3 2.7 3 2.9

C.不确定 16 14.5 9 8.8

D.喜欢 64 58.3 56 54.9

E.非常喜欢 24 21.8 32 31.4

  (2)在表2中,两个班选择选项G的比例高达

73.6%和79.4%.“章节教案的课后复习”是笔者的

期末复习教案,对学生复习有帮助,受欢迎在预料之

中.表2的调查结果还可以看出,比较受学生喜爱的

学习通功能还有“课堂签到”“课堂测验”和“作业功

能”.
表2 问卷调查结果2

题型/题干 选项
1班(110份) 2班(102份)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多选题)您喜爱的
超星 学 习 通 功 能 有
哪些?

A.课堂签到 57 51.8 49 48.0

B.课堂测验 47 42.7 53 52.0

C.课堂选人 32 29.1 20 19.6

D.主题讨论 40 36.4 44 43.1

E.作业功能 56 50.9 46 45.1
F.线上平台对于学生学习行为的统计
课堂功能

33 30.0 29 28.4

G.章节教案的课后复习 81 73.6 81 79.4

  (3)在表3中,选项D和E之和,两个班分别为

53.6% 和68.6%;而选项 A和B之和,分别只有

10% 和5.9%;保持中立的选项C,两个班的比例分

别为36.4% 和25.5%.这些数据表明,笔者所教班

级的大多数学生认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表3 问卷调查结果3

题型/题干 选项
1班(110份) 2班(102份)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单选题)对于这
门课程,如果您有选
择的 自 由,在 未 来,
您会选择:

A.坚决回到纯线下的学习方式 3 2.7 1 1.0

B.更愿回到纯线下的学习方式 8 7.3 5 4.9

C.线上和线下都可以 40 36.4 26 25.5
D.更愿继续基于学习通线上线下混合
式的学习方式

46 41.8 52 51.0

E.坚决继续基于学习通线上线下混合
式的学习方式

13 11.8 18 17.6

—31—

2020年第9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2.4 学习通的课堂使用建议

根据笔者使用学习通的经验,给出几条建议.
(1)第一次绪论课指导学生安装“学习通”和介

绍使用方法,非常有必要.
(2)第一次绪论课给出学习通的各项成绩评定

标准,也非常重要.把签到、课堂测验、课后作业等重

要教学环节的权重设置提高,将有助于课程教学目

标的达成.
(3)每节课使用学习通的功能不要太频繁.笔

者一般使用3次,选在课程开始、课程中间或课程结

束时进行.每次课堂测验的题目个数一般为3~6
个,学生每次做题时间介于5~10min之间.

(4)学习通成绩的评定原则是鼓励学生“参

与”.笔者将课堂活动积分“达到班级平均积分”设

置为课堂活动成绩“满分”,作业设置为“重复做3次

取最高分”.这种设置是为保护学生做题的积极性和

真实性,尽量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5)利用学习通统计的方便,每次课都可使用

课堂签到.督促学生“进课堂”是公共基础课教师的

责任,也是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一种手段.

3 结束语

借助先进的教学手段,打造智慧课堂,使得教学

模式逐渐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这是“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金课建设的核心内容.应

用新的教学手段实现了师生间的实时沟通,加强了

课堂互动,也得到了大多数学生们的肯定.但是,按

照“金课”标准和“一流课程”的要求,笔者的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提高.比如课堂主

题讨论的问题聚焦、课程思政的实施以及统计数据

的利用等等.智慧课堂的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改进,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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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theClassroomRevolutionofUniversityPhysics
withtheHelpofChaoxingLearningExpertAPP

XuHo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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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constructfirst classundergraduateeducation,therevolutionofeducationmustbedeepenedand

thecombinationofeducationand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gymustbepromotedstrongly.Theconstructionof

universityphysics,apublicfundamentalrequiredcourse,shouldmainlyfocusonin classteachingandpractically

improvetheefficiencyintheclassroom.TheauthorusedtheteachingtechnologyprovidedbyChaoxingFanya

platformandLearningAPPtochangethetraditionalclasswhereteacherssharedtheirknowledgeallthetimeand

combinein classteaching,mobilelearningandonlinelearningtogethereffectively.Takingintoconsiderationthe

characteristicofcollegephysicsclass,theauthorappliedthefunctionofChaoxing Learning APPincluding

registration,picking,discussionandexamination.Withthecasethecorrelationbetweenthetemperatureandthe

molecularaveragekineticenergyofidealgas,theauthorintroducedthepurpose,exercise,resultandanalysisofthe

designofthein classexamination.Finally,theauthorprovidedsomesuggestionsabouttheapplicationofChaoxing

LearningAPPintheclasswhichissuitableforotherin classteachingtools.

Keywords: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reform;ChaoxingLearning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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