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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多年的中外合作办学经验,以及物理基础课程教学实施情况,综合学生对课程的评价和课程体系

的评价结果,提出了在整个教学工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采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一些思考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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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合作的培养模式,是中国与发达国家教育

资源互补,促进国际合作交流的一种有效的方

式[1,2].高等教育中已经有相当多院校开展这种办

学模式.在培养过程中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已
经有很多案例报道[3].对于本科培养而言,常采用

2+2,3+1等培养模式,即学生在前两年或前三年

完成基础课程的学习,同时也会完成基础专业课程

学习,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在外方学校完

成修学.在这期间有些课程会有外方教师直接授课.
而基础课程的授课基本上是国内教师完成.在基础

课程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设置上依然是和本校其

他专业学生一致.通过多届学生培养的情况来看,这
种基础课程教学的方式存在一些问题,同时基础课

程对后续所学的专业课程支撑力度也显得有些乏

力.因为基础课程知识对专业课程知识的支撑本身

就是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往往要根据各个专业的

特点在内容精准对接上做大量协调和培养方案的修

订.所以教学过程中会进行培养方案的修订.然而中

外合作办学,这种情况就更为复杂,我们前面讲授的

知识是否对后面课程有支撑作用? 支撑的力度是否

满足专业的需求?

以上这些问题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

提出我们实践的具体对策.目前重庆邮电大学(“中
方”)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下简称

“美方”)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下简称“该项

目”)开展了合作办学.前面已经对该专业学生的课

程体系建设做了详细的讨论和思考[4].本文笔者连

续多年担任该专业“大学物理”的主讲教师,现在以

该项目中软件工程专业为实践对象,探讨“大学物

理”这门课程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利用互联网如

何进行改革.

1 课程的培养方案不断修订

结合国际学院学生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美方

学校的数理基础课程,特别是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

纲.包括课程的课时数,各个知识点的课时安排,重
点、难点的详细分布,以及使用的教材的对比分析.
通过与我校现行的课程大纲对比并同时进行适当的

修订,适当弱化课程中的理论知识和公式推导过程

的学习,强化课程知识与工程相结合,突出工科专业

大学物理教学的特点.更好服务于将开设的专业基

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保持与美方学校负责教学的主

管和授课教师进行直接对接.我们将外方高校中该

专业的数理基础类课程教学大纲进行分对比,对所

讲授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以大学物理课程为例,外
方的该门授课计划如表1所示.在美方大学物理教

学大纲可以看出大学物理(上)的内容(表1中用 *
符号表示)有大部分不太适合中国的大学生,因为

在高中阶段这部分内容已经做了详细的讲解.而且

这些内容对软件工程专业学生而言要求也不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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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所以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上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目前美方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学生使用的教

材为Serway和Jewett编写《PhysicsforScientists
andEngineers》(第9版).这本教材主要以工科背

景为主,和目前国内使用的教材有差异.逐步引入外

方原版教材作为学生的参考书.让学生清楚中西方

教育中工科大学基础课程的差异.作为教师应该明

白这种差异的优势和劣势在什么地方.在课程讲授

中取长补短,并不断修订教学内容,形成适合于3+
1联合培养模式下的物理课程新大纲.

表1 外方大学物理(上)、(下)授课计划

PHY140(大学物理上)

WeekBeginning Chapter
Aug29 *Lecture1:Physics,Lecture21Dmotion,a=constant 1,2
Sept5 *Lectures3&41Dmotiona=constant&numericalsolution 2
Sept12 Lecture5:a=F/M,calculusandvectors 3
Sept19 Motionin2Da=F/M 4
Sept26 Motionin2D,a=F/M 5
Oct3 *Newton’sLaw(a=F/M),Applications 6
Oct10 ExamonTuesday(justbeforebreak),EnergyandWork 7
Oct17 Conservationofenergy,Power 8
Oct24 Momentumandcollisions 9
Oct31 Rotations 10
Nov7 Angularmomentum 11
Nov14 *Gravitation 13
Nov21 *GravitationandThanksgiving 13
Nov28 Relativity 39
Dec5 Review

PHY150(大学物理下)

WeekBeginning Chapter
24-Jan Wavemotion 16
26-Jan Electricfields 23
31-Jan Electricfields 23
02-Feb Electricfield/Gauss’law 23/24
07-Feb Gauss’Law 24
09-Feb Gauss’Law 24
13-Feb Electricpotential 25
14-Feb Electricpotential 25
21-Feb Capacitance 26
23-Feb Capacitance 26
28-Feb exam1
02-Mar Currentandresitance 27
07-Mar Currentandresitance 27
09-Mar DCcircuits 28
21-Mar DCcircuits 28
23-Mar DCcircuits/Magneticfields 28/29
04-Apr SourcesofMagneticfields 30
06-Apr SourcesofMagneticfields 30
18-Apr Faraday’sLaw 31
20-Apr Faraday’sLaw 31
25-Apr Inductance 32
27-Apr Inductance 32
02-May review
04-May ACcircuits 33
09-May AC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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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教学方式探索与改进

我们通过对该项目其他专业大学物理主讲教师

讲课情况的询问,了解到目前国际学院物理课程的

大部分任课教师仍采用传统教育方式,即课堂上教

师讲授为主,学生听课做笔记.但有部分学生积极性

差,自控能力不强,上课存在开小差、玩手机的现象.
如何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讲台上,吸引到PPT上

面,这个问题一直是教师们试图想解决的问题.这种

现象在其他高校教学中同样存在[5].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利用“雨课堂”和学习通等软件进行翻转

课堂教学.“雨课堂”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结

合了线上和线下教学的优点.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

分发挥“雨课堂”的优点,做到对课前、课中以及课

后的各个环节学习情况监测.对教学整个周期的数

据进行采集,从课前预习、课堂活跃程度以及课后作

业等多方面,完成科学完整的数据,方便对学生情况

的精准把握.通过“雨课堂”的数据采集为过程考核

提供科学的依据.做到考核成绩有理有据.
为了丰富“雨课堂”课堂知识点的测试,我们已

经着手购买了人教社出版的《大学物理标准题库》.
通过创新的教学手段实施,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

动参与意识,提高课堂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并将

实施效果进行横向对比,时时调整教学模式.采用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不断进行

实践.围绕提高课堂学习积极性,减小学生在学习数

理基础课程学习上的压力等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索.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将课程教学不断改革和升

级.

3 课程考核方式的对接

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不断建

立[6],大学物理这类基础课程的评价如何有效的建

立也值得深入探索.物理基础课程考核形式单一,对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不大.当前采用成绩的计算

方法是平时考勤和作业占20%、半期成绩占30%、

期末成绩占50%.其中考试成绩占比为80%,这样

考核方式依然是以考试为主导,以考试督促学生学

习为目的,学生为了考试获得较好的成绩,存在考试

前大量刷题的现象,这种学习方法对理解物理问题

非常不好.我们对考试获得比较好成绩的学生进行

后续跟踪询问,有大部分学生在考完后很快就忘记

所学的知识.
现在软件工程(中软)专业,如果按照美方阿尔

巴尼分校对本校学生应该开设编号140和150两门

物理基础课程,与中方课程相对应分别是“大学物

理”(上)和“大学物理”(下).因为大学物理属于低

年级基础课程,所以全由中方教师承担.美方该课程

的成绩给定方式和中方该课程成绩给定方式有差

异.美方140和150课程总成绩中小测试占20%,问

题回答占30%,课后作业占5%,课堂表现占5%,期

末考试占40%.通过对比可见美方教育更多是学习

过程中的考核,我们现行的考核方式仍然没有摆脱

应试教育的模式,学生平时不学习,考前搞突击的学

习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从而导致课堂上学生积

极性不高,用心听课的学生人数不多,有部分学生经

常缺课.所以应该从源头上进行改革探索,形成一套

以学习过程考核为主、期末考试为辅助的考核模式.

改革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过程参与度,美方强调的

学习过程中去考核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因此在

中方开设的基础课程中应该与美方对应课程保持相

同的考核方式,培养学生对这种考核方式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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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管理

者和引导者[6].

6 结论

对大学物理以专业为导向进行教学改革.将相

近专业编排组班.根据专业培养目标,修改授课计

划,加入专业拓展内容.改革大学物理教学内容体

系,体现课程内容的专业应用性.改革教学方法和手

段,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建设与专业结合、
包含丰富的物理人文故事的网上 MOOC资源,培
养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以提高大学物

理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为出发点,以培养出高质

量、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为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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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searchontheIntegrationofProfession
andScientificHumanisticQualityTraining

———TeachingPracticeofPhysicsBasedonOnlineandOfflineHybrid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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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Science,Jiangs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Zhengjiang,Jiangsu 212003)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newera,wehavemadefivepracticalexplorationsinPhysicsteaching
taking"excellentcourse"asthestandard:1,Accordingtothemajorcategoriesofstudents,combineclassesand
teach;2,Fordifferentprofessionalcategories,developdifferentoutlinesandteachingplans;3,ImproveMOOC
teachingresources,andintroduceprofessionalapplicationlectures;4,Addthecharacteristicpartofphysical
humanitiestrainingteachingsoastocultivatestudents'humanitiesliteracy.5.Innovateacademicevaluationand
assessmentmethods,strengthenthemanagementofstudents'learningprocess,andencouragestudentstostudy
autonomouslyusingteachin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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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ingConstructionofPhysicsCategoryCourseSystem
underChinese foreignCooperativeRunningSchoolsMode

LuoXiaobing LiYanhong YanYanci PanNana LiJian LiDengfeng LiuJun
(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SchoolofScience,Chongqing 610064)

Abstact:BasedontheexperienceofChinese foreigncooperationprojectformanyyears,andtheteaching
experienceofphysics,weputsforwardsomeproblemsinthepaperduringthewholeteachingbystudents'evaluation
aboutthiscourse.Aseriesofsolutionstotheseproblemsareadopted,andsomethinkingandcopingstrategiesare

putforwardaboutphysicscoursesystem.
Keywords:coursecollaboration;physics;coursesystem;Chinese foreign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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