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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学物理重修课程存在的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气氛沉闷、主动参与性差以及出勤率和及格率

不高等问题,基于“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和“雨课堂”,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督促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进

行课程的学习,实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与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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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校从2018年春季学期开始单独开设了大学

物理课程的重修班,重修课分为大学物理(1)和大

学物理(2),学时分别是32和28学时,是正常班学

时的一半.每一个重修班大约有来自不同年级、不同

专业的110名学生,每个学期开设有6~7个重修

班,每年涉及约1400名学生,一般安排在周末或晚

上上课,单独进行结课考试.针对重修课的特殊性和

存在的问题,我们采取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混

合式教学结合了在线教学和课堂教学的特点,拓展

了教与学的时间和空间,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动性,有利于获得更好的教与学的效果[1,2].

2 重修课程存在的问题

由于是重修课程,学生重新进行又一次的学习,

所以教学时数少于正常班教学时数,但重修考试的

标准仍按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课程重点内容、考试

难度、题量均不减少.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

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课程考核,这对任课

教师提出了比正常班教学更高的要求.重修课也绝

不是对教材的简单重复讲述,教师必须根据重修学

生的特点精心设计、梳理、组织重修课程的内容,从

而引导学生去归纳、总结、掌握所学的知识.所以,大

学物理重修课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

法,以促进教与学.
重修班的学生比其他学生的上课任务多,有的

学生还不止一门课重修,所以有很多学生经常不来

上重修课、不做作业或不能按时上交作业,最后导致

重修成绩不理想,目前统计的整体重修学生不及格

率在30% 左右,这将影响到他们后续课程的学习和

毕业.重修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相对较差,而且

几次考试不过有了畏惧感和逃避感,总觉得这门课

不好学、学不会.同时,大学物理这门公共课也没有

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积极性

不高.重修课堂气氛比较沉闷,学生主动参与性差,

课堂出勤率和结课及格率都不是很高.同时,重修学

生的平时成绩一般只包含了课堂考勤和课下作业,

涵盖的内容较少,缺少学习过程性评价,没有把学生

的学习情况更好地反映到学生的平时成绩中.所以,

重修课需要有一个能够吸引学生去主动学习和能够

评价整个学习过程的教学模式.

3 提高重修课程教学质量的对策

为了解决在重修班上课时遇到的诸多问题,我

们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采用“网络教学综合平

台”和“雨课堂”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进行线上和线

下混合式教学.从传统的以教师的“教”为主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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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的“学”为主,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

习转变,让学生自由掌控学习的节奏,以更好地去理

解、思考、掌握所学物理课程的内容.首先,在线上,

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教学综合平台”中教师上传的

资源进行自主学习.主要发布到平台上的资源有:课

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程通知、教学资源

(课程导学、教学课件、动画演示视频、习题及讲解

等)、问题讨论及小测试等.其次,在课堂上,利用“雨

课堂”这一教学工具,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推送题目,

在限时内学生通过手机接收和回答问题,实现与全

体学生互动应答式的教与学.这种在课堂上的问题

讨论能有效地吸引每一位同学参与课堂互动,而且

还能收到实时的信息反馈.
混合式教学针对重修学生的特点,因人施教,以

“学”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与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混合式教学

把信息技术与教学相融合,特点是不受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学生通过电脑或手机随时都可以完成线上

课程的学习.平台上为学生提供的学习资源能够更

好地引导和督促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并对其学习成

果实时进行检测.
通过混合式教学也可以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进

行评价,形成真实有效的平时成绩.学生登录、参与

答题、讨论测试、提交作业等数据信息都可以作为过

程化考核的依据,同时,任课教师也从中及时全面地

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从而可以更有效地调整教学.

4 混合式教学过程的实践

混合式教学过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
整体构架如图1所示.

图1 混合式教学过程整体构架

  在课前,教师以每一次课为一个教学单元,把

对应的知识点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把相关资源发布

到教学平台上,同时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方便学生

进行课前预习.教师通过“课程导学”引导学生如何

有效地学习课程内容,而“预习资料”中包括课程内

容的主要知识点、视频动画,演示实验等.同时,对新

内容的学习需要具备的知识可以做成“在线测试”

的形式,如选取一些选择题、判断题等简单类型的题

目,通过测试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以便更好地

进行课堂教学.学生在做课前预习时可以在线上“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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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进行讨论提问,通过互相交流,促进对学习内

容的了解.另外,收集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容易理

解的知识以“拓展资料”的形式传递给学生,例如可

以是一些生活中的实例或者是前沿科学知识的报

道、物理学史、相关电子书、视频资料等.图2是上传

到平台的预习课件和与所讲内容相关的演示动画,

学生可以直接点击或下载下来观看.

图2 上传到平台上的文件示例

  在课中,即传统的课堂上,主要是教师通过板

书和课件的形式讲解课程内容,对内容进行归纳总

结,同时对布置的学习任务进行提问,检查学生预习

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针对共性的问题给予课堂讲

解、讨论、互动交流.同时,通过“雨课堂”进行推送

答题,在限定的时间内学生完成作答,及时对所学内

容的掌握情况进行检测及反馈.图3是在一节课上

学生参与答题情况的统计结果,有10位学生未出

勤,20位学生没有参加课堂上的答题,出勤率接近

90%,但答题完成率不高.

图3 学生参与课堂答题情况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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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课后,学生在线上复习已学过的内容,加深

理解并完成相应的在线测试、答疑讨论等.可以按课

程内容模块进行线上测试,通过成绩的反馈更好地

实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促
进学生的学习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测试按教学

模块(力、热、电、磁、光、近代物理)进行编制.图4是

学生参与的一次习题测试的统计结果,还可以进一

步查看每一位学生具体的答题得分情况.这次课后

习题测试完成率是70%,大多数学生的成绩能达到

及格以上.

图4 学生参与课后习题测试的统计结果

  学生通过习题测试更好地掌握了课程知识点

的内容,存在的疑问可以在“答疑讨论”区提出,老
师和其他同学可以参与解答和讨论.图5是与学生

线上进行答疑的情况.

下面的比例式是怎么化的呀

解:

两球相距很远,可视为孤立导体,互不影响,球上电荷均

匀分布.设两球半径分别为r1和r2,导线连接后的电荷分别为

q1 和q2,而q1+q2 =2q,则两球电势分别为

V1 = q1
4πε0r1  V2 = q2

4πε0r2
两球相连后电势相等,V1 =V2,则有

q1
r1 =q2

r2 =q1+q2
r1+r2 = 2q

r1+r2

评论(1)     赞(1)

(a)

4.等比性质:

在一个比例等式中,前两项之和与后两项之和的比例与

原比例相等.

例:已知a,b,c,d∈C,且有b≠0,d≠0,如果a
b = c

d
,则

有a+c
b+d= a

b .

(b)

图5 与学生线上答疑

  在整个混合式教学过程中,教师适时统计学生

在线学习的数据,如各项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回答问

题或参与讨论、提问次数等.可以通过对学生学习数

据的结果反馈,指导教师更好地进行教学改进.采用

混合式教学得出的数据显示,96人的班级,出勤率

达到90%左右,70%以上的学生能参与完成课堂和

线上的测试,最后课程成绩的及格率约为80%,综
合来看,各项数据比传统教学有所提高,但还没达到

更好的效果,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和改进.

5 结束语

针对重修班的特点,混合式教学结合了网络教

学和课堂教学的优点,利用网络优势,学生通过电脑

或手机进行线上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

自由掌控学习的节奏,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和学习的

能力,增加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开发学生学习潜

力,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
(下转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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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onLaserDiffractionTeaching
Instrumenti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

ZhaoPeigang LiDongping JiangYongqing
(PhysicsExperimentTeachingCenter,OceanUniversityofChina,Qingdao,Shandong 266003)

Abstract:Theinaccuracyinvolvedinmeasuringtheintensitydistributionoflightinducedbyslitdiffraction

haslongbeenachallengeforPhysicsexperimentsinuniversityteachingcourses.Inthisstudy,wecombinea

singlechipcontrollerwithamagneticsteppingmotortodriveanopticalprobeforthelaserdiffractometermodule

ofourundergraduateexperimentalphysicscourse.Afterupgradingandfollowingasimplecalibratingprocedure

forthecircuit,thissingle-chipguidedlightintensitydetectorshowsgreatpromisetoimprovemeasurement

precisioninthisandrelatedapplications.

Keywords:collegephysicsexperiment;opticalphotometer;MCU;lightstr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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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3页)
学生通过线上学习和课堂互动,增强了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课堂学习的参与度和专注

力,加强了对课程内容的思考和理解.在这样教学的

督促下,出勤率和及格率在一定程度上均得以提高,
但仍有部分学生不参与教学活动,成绩较差,所以此

项工作需要循序渐进,在之后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会

进一步积累经验、完善教学模式,以达到更好的教与

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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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onMixedTeachinginUniversityPhysicsRetakeCourse
MuLijuan ChenWeili NiuJinyan DuYongsheng Liu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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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solvetheproblemsoflow enthusiasm,inactiveclassroom atmosphere,lackingofactive

participation,poorattendanceandlowpassrateinretakecourseofcollegephysics.Weadoptonlineandoffline

mixedteachingmodebasedonnetworkteachingcomprehensiveplatformandrainclassroomandurgestudentsto

learnbefore,duringandafterclass.Toacertainextent,thepracticeshowsthatthis modelimprovesthe

effectivenessofteachingand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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