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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民族地区地方院校生源特点,结合认知学习理论,提出构建一种大学物理教学内容系统化、教学方

法多样化和教学手段多元化相融合的立体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将物理知识结构化、系统化,引导学生搭建整体 - 局

部-整体的知识结构;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优化,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理解、运用物理知识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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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大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

础课,既是知识型课程,又是方法论课程,更是一门

素质教育课程,对培养和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的科

学素养、思维方法和研究能力均有重要的作用.民族

地区地方院校的生源部分来自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

城乡或较偏远的农牧区,受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制

约,学生在中学阶段所接受的物理教育多局限于课

堂听课和课后作业的抽象理论学习,他们普遍缺乏

物理实践活动类课程,如科技活动、实验活动、参观

活动等,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感性认识严重匮乏.进入

高校后,多数理工科学生所掌握的物理图景等感性

材料依然偏少,加之部分学生在物理知识内化过程

中存在或多或少的语言认知障碍,对抽象的物理概

念和物理规律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
传统的注入式教育,由于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普

遍缺乏探究性的学习环境也迫使学生逐渐丧失积极

思考的动力,养成了机械地记忆结论性知识的习惯,

造成部分学生对物理学认识的不深入,体会不到在

物理知识探索中所能获得的乐趣,表现为学生的学

习缺乏主动性、独立性.随着理工科大学生的课程门

类不断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也不断增加,教师因受教

学学时所限,课堂教学上出现了“重内容讲解、轻思

想方法传授”的趋势,学生鲜于提出深刻的问题,进

一步导致对物理问题分析、综合的能力弱化,不能很

好地将知识系统化、结构化.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陈佳洱院士曾大声疾呼面

向21世纪高等教育,急待重建我国的工科物理教

育[1].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2],要求高校在教学规模扩大

的同时,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全面素质和创新能

力的人才,对于基础层次相对薄弱的地方院校和学

生群体来说,开展创新教育是相当困难的,正如赵凯

华先生在“中美大学生科学素质现状与对策研究”

研讨会上曾指出,“基础教育阶段,更重要的是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好的教学,不是学

生没有问题可问,而是会启发学生提出更深层次的

问题.”民族地区地方院校的理工科专业物理教学

改革面临着相似问题,对于内地院校的成功教学改

革模式和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学特色经验,民族地区

院校的物理教学改革不能盲目照搬,而是需要实事

求是地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先进教学理念

和教学经验,在夯实基础知识的同时,着重加强学生

基本能力的训练,要以坚实的物理基础知识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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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学生各项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意识的提高.这就

要求教学改革在基础知识的教学中要有进一步的改

良,在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知识

转化为学生的能力[3].
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探索构建民族地区大学物

理教学的一种模式,尝试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物

理知识整体性、结构性教学不足的问题;学生物理图

景缺乏,感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学生的思维惰性和自

主学习能力弱的问题.

2 教学改革模式的构想

按照现代认知结构理论[4],并借鉴物理教学

论[5]、物理学习论[6]和物理思维论[7]的学术观点,

针对民族地区地方院校的物理教学境况,提出了一

种大学物理教学模式的设想,如图1所示.
在图1的三维度教学模型中,第一维度x 代表

“教学内容”,第二维度y代表“教学方法”,第三维

度z代表“教学手段”,点S表示某个教学活动.在教

学过程中,点S可以是一个教学环节,也可以是某个

教学单元,对于同一坐标x,其对应的y坐标和z 坐

标可以有多个,三者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教学

紧紧围绕着这3个维度来进行,教师根据学习层次

累积的性质设计教学,让三者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

从而构筑有效的教学模式.

图1 三维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的具体构想思路是,在教学内容

上系统化,引导学生建立整体 局部 整体的知识结

构;在教学方法上多样化,强调创新性与适宜性相结

合,通过问题导入、物理情境创设、演示法、类比教学

等,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物

理学习能力和素养;在教学手段上多元化,将现代教

育技术充分运用到物理教学活动中,利用APP云教

学平台,开展线上与线下、课上与课下教学,拓展教

学空间和时间的尺度,培养学生感性认识 理性认

识、形象思维 抽象思维互相转换的能力.

3 教学模式的实践

3.1 教学内容系统化 引导学生建立整体 局部 整

体的知识结构

3.1.1 教学内容模块化,搭建知识结构

物理学是一门系统科学,由物理概念、物理规

律、物理实验、物理思想、物理方法等几个基本要素

构成,概念、规律、实验、思想和方法之间是相互联系

的,这种相互联系就形成了结构.教师通过深挖教材

建设教学内容小模块,再如同搭积木一样形成教学

单元块 章节知识模块 课程知识结构体系,让学生

“近可见树干枝叶,远可观森林全貌”,帮助和引导学

生在头脑中建立系统的整体知识结构.
课程知识结构体系的建设要符合基本教学规

律,将学生认知能力的阶段性、渐进性和层次性与物

理学知识的逻辑特征结合起来,合理地编织各知识

点的纵横位置.这有助于将物理学静态的理论结构

和动态的发展生成结构有机结合,使大学物理课程

变“难”为“易”,变“沉闷”为“生动”,培养学生弹性

的物理学认知结构.这样构筑的知识结构体系有助

于学生认识物理知识之间的联系,加深理解物理知

识的深刻内涵从而产生丰富的联想,强化对知识的

记忆及对知识的应用.

3.1.2 增强教学内容的专业针对性,提高学生学

习的内驱动力

工科专业对数学、物理等学科基础知识的灵活

应用能力要求较高,而民族地区的地方院校部分学

生因中学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学习过程中心

理上常有挫败感,自然对工科物理课程缺乏学习的

兴趣.另外,由于课时所限,教师忙于完成传统教学

内容的讲授,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没有很好地融入

到教学中,物理学科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衔接不够,物

理理论在工程上的应用介绍偏少,导致学生产生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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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观念,认为大学物理课程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完全是被动地接受物理课程的

学习.
要解决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有必要搭建

起物理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的知识桥梁,以物理现

象为基础,将物理学与现代工程技术相结合,加大与

工科专业课程相关知识衔接点的讲解,并且结合西

藏的特殊地理特点和学生所学的专业,开设相应的

内容接口.如,在讲授科里奥利力时,让学生观察、分

析流经西藏林芝市的尼洋河的河道右岸为什么被河

水冲刷的更严重一些.通过此类教学内容的融入,让

学生体会用物理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把学生

的“要我们学”变成“我们要学”,以此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1.3 课堂内外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

物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而课堂教学时间有限,

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授全部内

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就尤为重要.教学过程

中,可以有意识地布置部分章节作为学生的自学内

容,针对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安排学生开展课

堂讨论或课下交流.学生在阅读教材过程中,根据教

材编者的思路,抓住基本内容的重点部分,把感知内

容同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结合起来,找出新

旧知识的差异和矛盾,从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

后通过思维的加工,寻找到问题的答案.
在教学实践中,指导教师会发现部分学生查阅

资料、撰写论文的能力欠佳,为此,可以有意加强学

生科学语言表述的训练,要求学生多结合自己的专

业特点,在相关的章节内容学完之后,自选题目,撰

写一篇小论文,作为评定物理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课

后,多数学生的学习体会是加深了对物理概念、定律

的理解,同时也在其中学会了如何合理地组织材料,

如何用科学语言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等.

3.2 教学方法多样化

3.2.1 问题导入式教学

问题导入式教学是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师生

互动的一个很好选择.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结合教学

内容提出设计好的问题,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种将知识融于解决问题的过程贯穿在物理课堂教

学中,有助于学生达到获取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譬

如,对于“电场强度”“电势”概念的引入,教师首先

通过设问的方式,让学生思考为何要引入“电场强

度”和“电势”这两个重要物理概念,然后从知识结

构上给学生阐明电场强度是研究静电场的“力”的

性质,电势是研究静电场的“能量”的性质,那么两

者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然后继续向学生发问,能否

用图像去直观形象描绘呢? 由此引入了“电场

线”“等势面”的概念.实践表明,在教学中对物理概

念、定律等通过问题导入的方式引入新内容的教学,

是行之有效的.

3.2.2 物理情境法教学

物理知识是抽象的,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用科学语言严谨表述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

物理情境的创设必不可少.教师通过创设与他们的

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特定物理情境,让学生在真实情

境中学习物理知识,有利于提升认知能力,进一步提

高和稳定学习的态度和兴趣,形成良性学习循环.
如走钢丝的表演者为什么手里拿长杆? 足球比

赛中香蕉球是如何踢出来的? 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快

速旋转时为何要把肢体向内收拢? 一些魔术表演中

蕴含的物理奥秘是什么? 等等.通过创设学生所熟

悉的这些物理情境,引导学生去发现、探究问题,一

方面培养学生发现物理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

他们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观察、思考,并和其

他知识联系起来,找出新方法和新途径.

3.2.3 演示法教学

利用演示法教学,给学生呈现一个具体、形象的

物理世界,引导学生突破语言障碍,将日常语言上升

为物理语言,让学生学会运用科学准确的语言描述

感知到的物理现象、物理过程和物理图景,在理解物

理概念、掌握物理规律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教学实践证明,物理教学活动

中,一些典型的物理现象演示、物理机理的动画模

拟,结合教师的生动讲解,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

和听觉官能,留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分析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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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促进学生积极思维,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
当然,课堂教学方法是多样的,在此不再赘述,

原则是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采用适宜的教学

方法,重视创新性与适宜性的统一.

3.3 教学手段多元化 构建立体式教学

在有限的课时制约下,要保证教学改革能按照

预设的模式顺利开展和实施,教学手段的多元化是

基本保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起云教学平台,犹

如给传统教学装上了翅膀,让线上与线下教学、课上

与课下交流不再过多受到时空限制,拓展了课程教

学的空间和时间.任课教师利用APP搭建的网络教

学资源移动平台,可以充分利用教学视频演示,把一

些教学难点和一些抽象的概念、定律生动形象地表

现出来,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如驻波的教学,通

过教师的讲解导出驻波的波动方程并绘出波形图,

再通过理论分析,引导学生进行抽象思维,将建立起

来的物理图像与视频资料所展示的形象直观的动态

画面进行比较,来检验学生自己建立起来的驻波物

理图像是否正确,既加深了对概念的深入理解,也锻

炼了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云教学平台打破了传统教育的课堂授课模式,

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网上教育无法实施即时有效的沟

通和交流的局限,把系统化学习 + 个性化自主学习

的多元化学习方式结合起来,通过教师组织、引导学

生学习,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利用线上

平台所提供的教学评价与考核功能,利于教师了解

学习者的主体特征与学习发展,为学习者提供个性

化的帮助,这对民族地区的工科物理教学改革会是

一个有益的尝试.

4 结束语

在新媒介环境和新工科背景下,需要教育工作

者尤其是一线教师潜心细致地从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教学手段等方面入手,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树立

现代教育意识,在教学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努力把握好民族地区教育的特殊规律与高等教育的

普遍规律,以进一步探索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教学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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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TeachingMode
ofUniversityPhysicsinEthnicRegions

LIWeihu LIYang CIRenqucuo DAWagesang ZHAOXingqian
(PublicTeachingDepartment,TibetAgricultureandAnimalHusbandryUniversity,Nyingchi,Tibet 860000)

Abstract: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studentsinloc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ethnicareas,

combiningwithcognitivelearningtheory,athree-dimensionalteachingmodelof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is
proposed,whichintegratesthesystematizationofteachingcontent,thediversificationofteachingmethodsandthe
diversificationofteachingmeans.Structureandsystematizephysicsknowledgeinteaching,andguidestudents
tobuildthewhole-partial-wholeknowledgestructure.Throughtheoptimizationofteachingmethodsandteaching
means,students′perceptualunderstandingisenriched,andstudents′abilitytounderstand,analyzeandsolve
problemswithphysicalknowledgeiscultivated.

Keywords:ethnicregions;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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