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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在线课程和大数据技术对大学物理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主要从在线课程与考核相结合、课堂

在线互动以及课后在线习题三方面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通过这三方面的教学改革可对学生学习情况

进行深入地了解,并对学生实时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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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获得快速发展,正引领着新一

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1].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深刻

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给教学带来

了挑战和机遇.在教育教学领域,Udacity、Edx、

Coursera等在线学习平台的出现,建设在线课程成

为热点.在这一形势下,国内各大高校先后推出了

“学堂在线”“智慧树”以及“中国大学 MOOC”等大

规模在线课程平台,呈现出后来居上的趋势[2].2019
年,习总书记在国际与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贺信中

提到:“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

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

创新.”[3]因此,在新时代下,教师如何推进课程教

学改革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成为一项重要的

课题.
大学物理与许多工科课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它常被作为理工科院校的一门基础课程.然而,

就是这么重要的一门工科基础课程,非物理专业的

学生却普遍反映它较为难学,且难以将其中的理论

知识应用于实践中.“难学”体现为目前的大学物理

教学内容广且深奥.“难用”则体现为大学物理是一

门实验科学,很多理论需要通过具体的实验来验证.
但学校设备有限无法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只能依

靠数值模拟和仿真实验来完成,但当前以计算机为

主的平台解决相关问题的方式比较脱节.因此,结合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阶段开展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和

人工智能相融合成为必然.

2 大学物理教学方法的改革

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以及在线课程带来了许多

挑战,也带来许多的机遇.目前,人工智能在高考中

已经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传统的死记硬背和被动

接受的教学方式面临重大挑战.随着“人机共教”成

为常态,教师的角色将会发生改变,传统的知识传授

可以由人工智能承担.教师更多扮演学习设计、督促

学生、激励和陪伴学生完成学习的角色,也就是教书

转换为育人的角色[46].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

了许多挑战,我们也应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出现也带

来许多机遇.一方面,人工智能缺乏情感,许多知识

无法生动传授.由于每个学生理解能力有所差别,与
人工智能难以实现互动,难以有效解决学生学习中

的问题.再者,人工智能缺少监督机制,无法督促学

生高质量完成学习,部分学生可能无法完成学习内

容的情况.教师可结合此项机遇和挑战,利用人工智

能优点来代替部分可以机械传授的工作,减少重复

劳动,以此来减轻教学负担.同时,对于人工智能不

能胜任的工作,教师可以选择亲自传授,保证学生学

习的高效性和完整性.结合大学物理教学的特殊性,
接下来我们将从三方面来实现大学物理教学和人工

智能间的融合.
2.1 建立在线课程与平时考核相结合的教学手段

MOOC等学习平台的出现,为学生提供了更加

便利的在线课程资源.其中,2017年评选出的468门

在线开放精品课程中,大学物理就有5门课程入选.
虽然,在线课程改善和拓宽了学生的学习环境,但由

于缺乏监督机制,学生的学习情况无法及时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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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度很难监测.为了更好地监测学生学习情况,重
庆交通大学物理教学部建立了在线学习考核机制,

该机制通过学习通平台实施.我们建立章节评价机

制,设置章节任务点,考察学生完成情况,并与学生

平时考核相结合,从而达到在线监测和督促的效果.
例如,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5%,其中章节任务点

为平时成绩的10%,强制让学生完成任务点来监测

学生完成情况.在大学物理上学期学习中,我们共设

置105个任务点,主要包括质点运动学、质点动力

学、刚体力学基础、振动学基础、波动学基础、统计物

理基础以及热力学基础等,下面又分为许多具体小

的章节.每个章节的在线课程又分为不同形式,有的

以PPT形式呈现,有的以教学视频形式呈现,有的

以习题形式呈现,从而使得任务点的形式更加多样

化,学生学起来更加有趣.学生完成任务点的情况统

计如表1所示,其中我们以船舶与电子工程、大数据

技术和机械工程3个专业为例.
表1 章节任务点完成度统计表

专业 人数/人

PPT完成
人数/人
(任务点数:
32)

教学视频
完成人数
/人

(任务点数:
40)

章节习题
完成人数
/人

(任务点数:
23)

船舶与
电子工程

137 137 132 130

大数据
技术

65 61 58 58

机械工程 94 93 90 92

  从表1可以看出3个专业章节任务点的整体完

成度良好,都达到了90% 以上,证明通过引入平时考

核机制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在线课程的学习.
2.2 智能技术引入课堂教学活动 加强课堂学习

监督

教师在进行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往往很难对

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情况进行实时监督.这时,

我们结合智能技术来实现学生与教师的在线互动.
例如,我们可结合本校拥有的教学资源,在学习通平

台,教师使用签到、选人、主题讨论、问卷以及分组任

务等功能来加强对课堂的监督.例如,教师利用签到

功能考察学生到课和缺课情况;通过选人和随堂测

验功能了解学生对课堂某个知识点的学习情况;利
用主题讨论和分组任务可使学生在课堂内进行交

流,教师可在线监测学生相互帮扶情况.最后,教师

通过问卷形式并结合大数据,还可统计学生对知识

点掌握的占比.下面,我们以随堂练习为例来说明在

线互动机制达到的效果.例如,我们在刚体动力学这

章引入以下习题.
【习题1】有一质量分布均匀的球体,质量为

2m、半径为R,该球体相对于过球心的轴的转动惯

量为(  )

A.25mR2    B.112mR2  

C.45mR2  D.23mR2

该题的正确答案为选项C.
我们以大数据技术专业为例,选择不同答案学

生的占比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超过70%的

学生掌握了刚体转动惯量的求法.但是仍然有少部

分人对这一概念及其计算过程模糊.这时,可向这部

分学生提出问题,找到未掌握该知识点的原因.

图1 大数据专业对刚体转动惯量习题1的作答情况

再如,在质点运动学中引入概念题,掌握学生对

基本概念的理解.
【习题2】关于质点运动的下列情况中,不可能

存在的是(  )

A.速率增加,加速度大小减小  
B.速率减少,加速度大小增大

C.速率不变而有加速度     
D.速率增加而无加速度

该题的正确答案为选项D.我们仍然以大数据

专业为例,不同选项的学生占比如图2所示.

图2 大数据专业对刚体转动惯量习题2的作答情况

从以上统计图不难发现,98% 的学生都掌握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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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因此,这部分教学效果较好.我们通过课堂活

动和大数据统计技术对整个课堂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

用.同时,也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了解.
2.3 建立在线课后习题

同时,教师还可通过课后习题监测学生对某节

课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通过设置完成时间和督促时

间,强制学生完成课后作业,进一步加强学生学习情

况的监督.另外,也可结合大数据信息对学生单元知

识点的理解情况进行统计,从而更好地掌握学生的

学习情况.另外,我们还可在学习通内导入考试资

源,每章节学习完成后实行在线考试,利用大数据来

监测学生本章节完成情况.同时,每半期也进行一次

在线考试,监测某个阶段学生学习情况.通过以上考

试,结合大数据信息,监测学生的参与度以及完成

度.另外,我们还可在考试试卷中设置不同的考查内

容,再结合大数据,从而监测学生对某个知识点的掌

握情况.我们以课后习题为例来说明其达到的效果,

以下是大数据专业课后习题完成情况统计表,该专

业人数为61人,大学物理上学期共设7个章节,其
完成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大数据专业章节系统完成情况

从图3可以看出,大数据专业的章节习题,整体

完成情况较好,但后面章节实际完成学生人数有所

下降,可结合统计结果进行实时督促.

3 结论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推进大学物理教学

改革成为了一项比较迫切的课题.我们结合在线

课程与大数据统计技术可对大学物理实施有效的

改革.我们主要从在线课程与平时考核机制相结

合、课堂在线互动以及课后习题等形式,利用大数

据统计技术来实现对学生学习情况监测以及对学

生的学习进度实时监督,保证学生能够高效地完

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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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articlestudiedtheteachingmethodsofcollegephysicsthroughonlinecoursesandbigdata

technology.Theteachingmethodswereexploredfromthreeaspects,includingthecombinationofonlinecourses

andassessments,onlineclassroominteraction,andonlineexercisesafterclass.Researchhasfoundthatthrough

theseteachingreforms measures,studentscangainadeeperunderstandingoftheirlearningsituationand

implementreal-time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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