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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全国多省份陆续进行高考改革,在学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过程中,高中选科制度衍生出了在

心理、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成为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基于以上出现的新情况,设计了关于

物理衔接的调查问卷,以中央民族大学物理专业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大学物理与高中物理衔接在教师方面

的影响因素,并辅以大学生学习动机的调查问卷,进一步探索了如何提升物理衔接的教学效果,并结合教育心理学

关于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的研究理论,从教师的角度提出了大中衔接过程中的实施建议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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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是一门基础性学科,是研究物质运动最一

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科学,也是越来越多高校

招生的必考科目.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考试招生制度进行

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部署,从此“新高考”教育改

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帷幕[1].2017年版高中物理

课程标准也做出了变化,更加注重物理学科的本质,

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和课程的基础性、选
择性及时代性;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多样化教学方

式;以过程评价为重,不仅满足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

需要,也满足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需求[2].
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各地高中物理选考和学

习内容的不同导致学生进入大学后物理学习状况出

现明显差异,高中和大学物理学习衔接出现困难[3],

敦促物理教师在教学中提出有效的学段衔接策略.
为使大学阶段的物理教育与经历“新高考”的学生

更加贴合,需要关注如何使用更高效的措施来促进

高中与大学物理教育衔接.

1 文献综述

国外早在1987年就把眼光投向了大中物理教

育衔 接.D.F.Holeomb 等 人 研 究 完 成 的 《New
ApproachestoIntroductory》中明确指出为使中学

和大学物理有效结合,要考虑方案是否能反映近代

物理的内容和物理学科的特点等问题[4].大多学者

意识到学生高中物理的知识水平对大学基础物理教

程理解的重要性[5,6],在课程设置以及具体的学习

实施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可行措施,并提到了新生角

色转换的重要性[7],美国发展心理学的领域也较早

地发现了在高中与大学过渡过程中或许会出现的问

题.国内在新高考改革后,赵晓峰较早地初步探讨了

如何建立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立体化培养体系[8].
近年研究者多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入

手,提出了课程绪论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丰富教学方

式以及重视其他学科配合的观点,并摸索出探究式

教学、问题教学、启发式教学、“知识树”教学等利于

衔接的教学方式[9~11].本研究以理工科大一学生为

研究对象,立足物理教学基本因素,结合学习动机,

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如何促进大中物理教育衔接,并
尝试提出教师教学策略.

2 研究设计与实施

2.1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查力图回归教学主体,重点调查学生的

真实感受和心理根源.调查分为物理教学情况调查

问卷和物理学习动机调查问卷.物理教学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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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设计如表1所示,具体赋分参照李克特量表的

赋分方式.
表1 物理教学情况调查问卷设计概况

变量 题目数量

专业选择 4

教师因素 12

学生因素 15

课程内容 5

考查方式 2

  物理学习动机调查问卷是为了全面了解物理

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态度等信息,进而准确地考

察学习动机在大学物理学习中的特点和影响,问卷

设计如表2所示.
表2 物理学习动机调查问卷设计概况

变量 题目数量

内部学习动机

自我效能感 4

期望-价值 3

目标定向 3

自我决定 2

归因 4

外部学习动机
附属驱动力 5

自我提高 2

2.2 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次调查研究选取的对象是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

物理专业大一的学生,问卷采取不记名填写方式,共发

放114份问卷,问卷完成率100%,没有无效问卷.
2.3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信度检验采用了cronbach系数和折

半信度两种方法.在cronbach系数检验中整个问卷

信度为0.854,Spearman Brown折半信度系数值

为0.827,大于0.8,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质量高,可用

于进一步分析.效度的分析中KMO值为0.690,大
于0.6,意味着数据具有效度.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

率为71.153%,大于50%,意味着研究项的信息量

可以有效提取.综上所述,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具有

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3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3.1 学生自身因素的阶段性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除部分无动机被迫学习物理

的学习者以外,学习者进行物理学习活动时,自我效

能感的占比最大,认知动机得分与之极为接近,之后

是依附动机引发的学习动机.这意味着大部分物理

学习者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的依附动机逐渐降低,学
习动机大部分是来自于自我效能感等内部动机.

表3 专业选择

动机类型 选项 选项得分

依附动机
 选择物理专业是受到了教
师的影响

2.5529

认知动机
 选择物理专业是因为对物
理专业感兴趣

2.8596

自我效能感
 选择物理专业是因为自身
在物理方面有良好基础

2.8859

无动机
 本专业是盲目填报或从其
他专业调剂过来的

3.1410

  对于高中物理课程的学习,没有找到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法这一原因占比40.35%,是学生们对物

理不感兴趣的首要原因.在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中,

课程太难是学生们对物理不感兴趣的首要原因.对

比两学段学生的课堂表现,很多学生在大学课堂上

不像高中时会积极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在完成课

后作业的态度方面的差别也较为明显.大学物理和

高中物理在学习方法方面对学生的要求有明显差

异,只有7.02% 的学生认为可以完全用高中的方法

学习大学物理课程.

3.2 高中教师与大学教师情况比较

两个学段之间的顺利过渡离不开高中教师的铺

垫和大学教师有意识地对知识进行联接,在“高中阶

段教师是否会提到大学物理知识”这一问题中,符

合的比例占50.88%,在大学第一节物理课上,教师

会讲明高中物理与大学物理课程联系的比例更是达

到了56.14%,可以看出两个阶段的教师都在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顺利过渡.
在 遇 到 与 高 中 物 理 相 关 的 知 识 时,只 有 约

41.23% 的教师会帮助学生们进行回顾.由表4可

知,高中和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频率、课堂教学

方式以及课后监督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尤其是在是否多次重复讲述同一个知识点帮助学生

进行复习这一项,分数差达到了0.974,从课上提问

频率的结论可看出大部分学生都认为教师高频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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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助于课堂学习.此外,高中教师多采用以教师为

主的教学方式,大学教师多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

方式,并少于关注课后作业的检查.
表4 高中与大学教师课上与课下对比情况

选项 分数

 19.高中老师课上提问的频率很高,有助于
我集中精力学习

3.3509

 20.大学老师课上提问的频率较低,我课上
的学习效率有所下降

3.1580

 21.高中老师总会总结出知识点,并采用以
老师为主的教学方式

3.8070

 22.大学老师总会让我们自己总结出知识
点,并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

3.3600

 23.高中老师会多次重复讲述同一个知识点
帮助大家进行复习

3.9831

 24.大学老师会多次重复讲述同一个知识点
帮助大家进行复习

3.0091

 25.高中老师会时常监督作业的完成情况 3.4473

 26.大学老师会时常监督作业的完成情况 3.0174

3.3 考查方式分析

多样化的考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教师教

学,在调查中也发现62.28% 的学生希望适当采用

多种考查方式.针对实际情况来看,适当增加考试频

率会使学生更加注重平时的复习,但大部分学生不

认为增加考试频率对自己帮助更大,推测是有部分

的感情因素.

4 分析与研究结论

针对学生自身进行分析,可发现在专业选择阶

段物理学习者受内部动机影响更大.大部分物理学

习者未感受到高中物理与大学物理的紧密连接,从

侧面反映了当今高中物理与大学物理的衔接存在着

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高中与大学两个阶段的最大

变化表现在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和学习方式的变

化,高中作业完成率明显比大学高.
针对教师情况的分析,可发现很多大学物理教

师在后续的物理课程中,对高中物理相关知识缺少

联系与讲解.高中与大学物理教师最大的区别出现

在课堂教学方式以及课后作业的监督情况,高中教

师多采用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方式,课后作业会时常

监督;大学教师多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授课方式,不会

经常进行作业的监督.相对来说大学教师大部分也

不会就一个知识点进行多次复习.
针对考查方式的分析,可发现希望考查方式多

样化的学生占大多数,但只有小部分的学生支持增

加考试频率.
在辅助问卷中还发现:大学物理学习者进行课

前自主学习,受内部学习动机影响的程度远高于受

外部学习动机影响的程度.受内部学习动机影响,大
部分大学物理学习者在课上学习阶段放弃了自主学

习,选择跟随教师思路的学习方法.有近半大学物理

学习者认为自己不能完成好教师布置的任务,说明

面对难度较高的物理知识体系,大学物理学习者自

我效能感普遍较弱.在总结自身物理学习情况时,绝
大部分大学物理学习者使用了内部归因(努力、能力

等),外部归因较少(教师因素等).

5 教师教学衔接策略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注意考察和了解不同的

教学阶段、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只有掌握了各自

的特点,采用针对性的方式进行教学,再对不同的问

题采取对应的措施,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5.1 激发物理学习者的外部学习动机

大学物理教师应激发物理学习者的外部学习动

机,引导物理学习者明确学习动机,为激发学习动

机、提高学习效率打下基础.
首先,教师在教授物理知识的同时可通过展示

物理对提升思维能力、科学素养的强大作用,以及在

社会科技和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引导学习者认识物

理的多种价值.其次,建立和完善物理学习的反馈机

制,教师对物理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评价和反馈对于

学习者而言具有多重影响;既能让学习者及时认识

到自己学习过程中的疏漏和不足,及早找到解决问

题的正确方法,也可以传达教师的关怀和肯定,帮助

树立学习自信.
5.2 激发物理学习者的内部学习动机

首先,教师应帮助学生制订合理的学习目标,明
确、合理的学习目标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其次,教师要根据物理学科的学习特点、阶段性的知

识难度以及学习者因时而变的学习心态和能力,适
当安排教学进度,保证学习者在明确、合理的学习目

标引导下,不断激发出正向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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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再次,教师应引导学习者进行正确归因;对于学

习成绩有待提升的学习者,教师要引导其避免天赋、

智商等不可控内因,而将原因归于自身努力不足等

可控的内因,降低他们学习的自卑心理,提高学习信

心;对于学习成绩良好的学习者,要引导其将原因归

于努力等可控的内因和试题难度等不可控的内因,

避免骄傲自满的情绪,对自身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能

力有正确、客观的认识.
5.3 丰富学业考察方式

可适当增加考试频率和采用多样化的考查方

式,大学一门课程的考试频率一般为一学期两次,这
就容易造成学生忽略平时的学习,适当增加考试频

率能使物理学习者分配更多的精力到平时的学习

中.对于一些适当的课程内容采用撰写论文、制作模

型等方式进行考察,若一味注重考试成绩,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部分学生在实验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也
会影响物理学习者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总之,大学物理课程难度较高,教学进度、学习

方法等与高中有明显不同,要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激发物理学习者的内外部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目标,

学生可以在教师科学的引导下少走弯路,实现高中

到大学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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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urrentSituationofPhysics
EducationConnectionandTeachers′Strategies

ZouHanyue ZhuMin
(Collegeofsciences,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 100081)

Abstract:Inrecentyears,reformsof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havebeencarriedoutthroughoutChina,

Forstudents,thecurrentcourse-selectionsysteminnational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reformhasproduceda

seriesofproblemsintheprocessoftransitionfromhighschooltocollegeintermsofpsychology,learning

methodsandlearningcontent,whichhavealsobecomeproblemsthatteachersmustface.Basedonthesenew

problems,twoquestionnairesontheconnectionofhighschoolandcollegehasbeendesigned.Freshmenwho

majorinphysicsinMinzuUniversityofChinaareresearchobjects.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connection

betweencollegephysicsandhighschoolphysicsweredeeplyexplored,supplementedbythequestionnaireonthe

motivationofcollegestudents.Howtoimprovetheteachingeffectofphysicalconnectionhasalsobeenfurther

explored.Basedonthecombinationoftheresearchtheoriesofinternalpsychologyandexternalmotivationin

educationalpsychology,suggestionsandstrategiesforteacherswereputforward.

Keywords:physicseducation;connection;new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learning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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