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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磁学是物理学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静电场、恒定磁场的性质,电磁场对物质的作用,电磁场的

内在联系和运动变化规律等内容.结合吉林师范大学的教学实践,对电磁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成绩评价

体系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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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历史悠久的学科,历经

几个世纪的风雨与磨炼,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和保障.广义的电磁学包含电学和磁学,

狭义的电磁学是一门探究电性与磁性交互关系的一

门学科,是研究电磁现象的规律和应用的学科,是进

一步学习电动力学、电工学、电子技术和量子力学等

课程的基础[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了解

电磁场运动变化规律,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和

创新精神,同时也可以为学生将来从事中学物理教

学提供丰富的知识、思想和方法.传统的电磁学课程

教学存在以下几个痛点问题:

一是课程结构体系僵化,课程内容脱离生活实

际,与科学前沿领域联系不够紧密;

二是课堂教学过程中,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教师

在课堂上讲解,学生被动接受,忽略学生自我价值的

塑造,育人功能不完善;

三是课程的评价方式单一,主要考查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忽视对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

实际能力的考核.
针对以上痛点问题,推动本门课程的教学改革

与创新势在必行.本课程教学团队以“学生中心,产

出导向、持续改进”为创新理念,重塑教学内容、优

化教学设计,注重提高课程的两性一度.

1 教学内容改革与创新

1.1 课程基本情况介绍

我校物理学专业本科生电磁学课程在大一下学

期开设,总学时72学时.采用的教材是国家级特色

专业教材系列肖利编著的《电磁学》第一版[2].主要

由电学和磁学两大部分组成,电学部分主要介绍静

电场和稳恒电流的基本性质和规律;磁学部分主要

讨论稳恒磁场和变化的电磁场.电磁学课程内容比

较庞杂,物理概念抽象,往往会使初学者产生畏惧情

绪.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既能够掌握电

磁学的物理思想和方法,又可以为他们今后的教学

和科研积累丰富的知识和能力,是电磁学创新设计

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因此,结合师范类专业学生实

际情况,我们从整体上优化课程内容,重组课程结

构,构建以科学素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3].

1.2 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内容

华罗庚曾经说过“难也是如此,面对悬崖峭壁,

一百年也看不出一条缝来,但用斧凿,能进一寸进一

寸,得进一尺进一尺,不断积累,飞跃必来,突破随

之”.可见每一个科学问题的突破都是科学工作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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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无数的努力获得的,作为新一代的教师,把学生培

养成国家未来的科学栋梁是我们电磁学课程所要追

寻的整体目标,具体它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

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我们

要培养学生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电磁学课

程教学过程中主要以静电场、稳恒磁场以及电磁感

应的基本定律为核心,以物理现象的发现和物理规

律的建立为主题,同时融思想政治教育于教学中,注

重挖掘典型定理、定律建立的过程进行深入探讨,讲

述一些著名科学家是如何利用科学思维探究物理问

题的,注重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1,4].深入挖掘本课

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

入教学实践的整个过程中,注重传播科学精神和大

国工匠精神,做到润物细无声,真正做到育知和育德

的有机融合.

1.3 理论知识与实验研究紧密结合

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电磁学课程中

的很多理论、概念和物理规律都是通过实验发现和

验证的.正如奥斯特所说“归根到底所有的科学进展

都是从实验开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让学生们充

分认识到实验研究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仅

仅是出于我们课堂教学所需,它更加关乎我们国家

未来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在电磁学课程教学过程

中需要注重加强实验内容的教学,设计与电磁学理

论教学相关的物理实验,将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完

美结合[5].我校将电磁学实验设置为物理学专业的

专业必修基础课程,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教学实践,将

电磁学实验划分为预备性实验、基础性实验、综合性

实验和设计性实验4个层次,包含15个实验题目,

形成从低到高、从基础到前沿、从传授知识到培养综

合能力的实验内容新体系,后一层次实验以前一层

次实验为基础,注重知识的传承和学生创新思维的

培养,不同层次标志不同的实验技能和科学思维能

力.将电磁学理论教学内容与实验教学内容紧密结

合,让学生更直接且深刻的理解电磁学规律.

1.4 学科前沿领域技术与理论教学结合

我们还会根据课程内容拓展一些学科前沿领域

知识,增加和电磁学相关的热点专题进行探讨.例

如,我们在讲授电荷对称性时,会介绍丁肇中教授领

导建立的阿尔法磁谱仪在太空中寻找暗物质和反物

质等科学前沿领域知识;在讲授物质导电能力的强

弱时,会介绍有关钙钛矿半导体材料的科学前沿领

域知识及其在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应用;在介绍电容

器时,会拓展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池等储能器件最

新的科学前沿领域进展;在讲授物质磁性时,会介绍

磁性材料在航空航天和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此外,

设置专题讨论环节,通过布置学科前沿领域的科学

问题,要求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课堂上预留10~20

min时间分组讨论,每个小组选出一名学生就讨论

的问题做总结陈述,使学生作为主体积极地参与到

课堂教学中.课程结束时,会布置课程实践内容,要

求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自主命题,设计与生活相关的

电磁学实验,录制相关实验视频,始终把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贯穿到整个知识传授的过

程中.

2 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

由于电磁学课程内容系统性强,知识抽象、原理

复杂,学生学习的难度较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主要

采用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教师教学为主导的教学方

法,始终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学

的全过程.落实到具体的实施方式上,结合“学生中

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我们采用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了基于“数字化信息平台 + 微

课技术手段+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教

学过程划分为课前预习、课堂教学、课后复习3个环

节.课前预习侧重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学

习和理解,课堂教学过程注重引导学生展开相应知

识的探究,侧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课后复习环

节注重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实现课前、课中及课后

教学的无缝衔接,有效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

效果.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板书结合多媒体课件等

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电磁学一些定理定律的推导

过程较复杂,而且必须建立在微积分基础之上,涉及

到此部分内容时,我们一般选择板书,可以使教学内

—82—

2024年第5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容更清晰地展示给学生.对于较抽象的内容,比如尖

端放电、静电屏蔽、电介质的极化等物理概念,采用

传统的板书授课方法便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

此会采用PPT课件和演示实验等教学手段.PPT课

件的设计我们要求精益求精,这不仅在授课过程中

能使学生们在感官上有美的享受,更能培养学生严

谨的工作态度.在讲解尖端放电现象时,我们采用避

雷针视频等演示实验,加深学生对尖端放电现象的

理解和掌握;在讲解静电屏蔽时,我们会给学生播放

法拉第电笼实验,并顺势给学生讲解静电屏蔽的原

理;在讲解电磁相互作用时,我们会通过自制教具,

给学生们演示电磁感应现象.
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如图1所示.

图1 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

3 教学评价体系改革与创新

传统教学模式下理论课程考核方式的主要形式

是课堂表现和期末测试,且期末成绩占有较大比重,

这种考核形式往往是一次期末考试定成绩,主要考

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对于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则难以考核.为了改变这种考核

模式的弊端,我们强化过程性考核,设计多元化考评

体系,主要包括课堂出勤与课前预习情况、课堂互

动、课后作业和期末考试等,如图2所示.专题讨论

考查学生对学科前沿知识了解情况,课后实践环节

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通

过过程性评价既可以改变以往期末考试评定学生成

绩的传统办法,又可以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及时改

进教学方法,对促进学生发展和教师教学水平提高

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学习兴

趣、活跃课堂气氛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图2 多元化考评体系

4 改革与创新成效

通过电磁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设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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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及将所学知识

运用于实践的能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会给学生

后续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图3所示为近3年

拔高性测试完成度,呈逐年升高趋势.

图3 拔高性测试完成度逐年提高

此外,基于该课程,指导本科生参加国家级、省

级的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和学术竞赛,并获得了相

应奖项.同时,引导本科生积极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

目中来,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并付

诸实施,通过科研项目的训练,培养学生解决科学问

题的能力,并通过科研项目的参与,了解学科前沿领

域的科学进展和技术应用.同时,电磁学课程改革和

创新设计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教学能力也得到了

提高.基于该课程,教学团队成员参加高等学校青年

教师讲课比赛和教学创新大赛等多项赛事,并获得

了相应奖项.

5 结论

本课程采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结合智慧教学

手段,有效促进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

动,且对现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体系进

行创新,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大部分学生能够掌握所学的

知识并能很好地运用于实践,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为

电磁学课程创新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提高电磁

学教学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还要不断的

总结,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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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andInnovativeDesign
onElectromagnetic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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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lectromagneticsisanimportantbranchofphysics.Itmainlystudiesthepropertiesofelectrostatic

fieldand constant magneticfield,theeffectofelectromagneticfield on matter,theinternalrelation of

electromagneticfieldandthelaw of motionchange.Combining withtheteachingpracticeofJilin Normal

University,theteachingcontent,teachingmethodandachievementevaluationsystemofelectromagneticscourse

arereformedandinnovated.

Keywords:electromagnetics;teachingreformandinnovationdesig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mixed

teaching;teaching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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