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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方式的发展趋势,结合自身的教学方式以及对工科《大学物理》教学满意度

调查结果,就多媒体和板书两种教学模式在工科《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的互融性及课堂分配比例进行了思考和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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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是高等院校理工科各专业的一门

重要的基础课程,通常是面向一、二年级的理工科学

生开设的,也是学生进入大学后最先接触的有一定

难度的理论课之一,它起着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

法和研究方法、转变学生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以及

为以后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的作用[1].随
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大规模

引进,使得我国高校本科课程的主流教学手段上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以我校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为例,作为一个

典型的以工科为主的行业性高校,近十几年来,我校

的工科《大学物理》教学模式受导向性影响不断变

化着,从纯粹的传统板书教学 → 板书教学为主,部
分采用CAI课件为辅的教学模式 → 大规模井喷式

多点式视频教学(一个主讲教师和主讲课堂,若干个

助教和分课堂)→ 大规模的多媒体教学以及夹杂着

个别任课教师对板书的坚守,以上涉及到的教学模

式可以形容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

年”.同时,笔者通过调查也发现,现阶段以使用多媒

体教学手段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占绝对优势,其中

有相当比例的班级以纯粹PPT课件为教学手段.不
可否认,多媒体教学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但纯粹

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暴露出

来,而关于《大学物理》教学方法的思考和探索也一

直受到了国内广大物理教学工作者的关注[2~6].
目前《大学物理》教学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物

理教师如何教、怎样教.而学生作为教学所面向的对

象与主体,他们对课程教学环节和教学模式又有何

种想法和期许呢? 关于这方面课题研究的相关文献

却是相当缺乏的.目前,就教学模式的问题上,能够

基本形成共识的是:对于多媒体和板书两种主流教

学手段,全盘否定任何一种方式都是有失偏颇和不

科学的,而两者互融的教学方式才是比较理想和科

学的.那么多媒体和板书教学的所占比例以多少才

是较合理的呢? 而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较满意的教

学方式又是什么呢? 有没有一个定量的判断标准?

以上疑问与思考是笔者开展本次工科《大学物理》

教学方式满意度调查的动机以及本文撰写的出发

点.

2 工科《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方式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为了全面直观地了解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

的满意度,使该课程课堂教学方式更加科学化和合

理化,从而直接提高和促进以后工科《大学物理》的

教与学,笔者先后在任课班级(包括2013级和2014
级两个年级)的工科学生进行了工科《大学物理》课

堂教学方式满意度问卷调查,两次调查问卷共发放

并收回调查问卷共152份.由于我校的公共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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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了学生自主网络选课,所以接受调查问卷的

学生覆盖到我校各个工科专业,因此本次调查问卷

具有普适的统计意义.
笔者所开展的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提高以后的课堂教学效果,以及探讨采用

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能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物理》的

教学效果和满意度,特做下面的调查.
1.请你从整体印象上对《大学物理》多媒体教

学的利弊作个评价:( )

A.利 ≫ 弊;

B.利 > 弊;

C.利弊平衡;

D.弊 > 利;

E.弊 ≫ 利;

2.请你从整体印象上对《大学物理》板书教学

的利弊作个评价:( )

A.利 ≫ 弊;

B.利 > 弊;

C.利弊平衡;

D.弊 > 利;

E.弊 ≫ 利;

3.你对《大学物理》多媒体教学方式的适应程

度是:( )

A.非常适应;

B.比较适应;

C.一般;

D.不太适应;

E.很不适应;

4.你对《大学物理》板书教学方式的适应程度

是:( )

A.非常适应;

B.比较适应;

C.一般;

D.不太适应;

E.很不适应;

5.你认为《大学物理》多媒体教学对你的课堂

学习重要性程度如何:( )

A.非常重要;

B.比较重要;

C.一般;

D.不太重要;

E.不重要;

6.你认为《大学物理》板书教学对你的课堂学

习重要性程度如何:( )

A.非常重要;

B.比较重要;

C.一般;

D.不太重要;

E.不重要;

7.如果多媒体和板书可以兼顾,你认为多媒体

教学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应占的比例为:( )

A.80% 以上;

B.60% ~80% ;

C.40% ~60% ;

D.20% ~40% ;

E.20% 以下

3 调查问卷数据统计与讨论

为了更好地对比在学生心目中多媒体和板书教

学效果的综合指标,我们把调查问卷的结果以图表的

形式标出来进行比较,具体的统计数据见图1.

图1 从整体印象上对《大学物理》多媒体

  教学(左1)和板书教学(右2)的利弊评价

首先,图1是让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不同教

学方式的利弊从整体印象上作个评价.从柱状比较

图中不难发现,整体上来看,大多数学生认为板书教

学是利大于弊的,且有23% 的学生认为板书教学的

利远远大于弊,而没有一位调查者对多媒体教学有

这样的认可度.对于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大部分同学

都集中在了利弊平衡,因此调查的结果与多媒体存

在显著优缺点的特征十分吻合.
从对《大学物理》课程不同教学方式的适应程

度来看(见图2),在多媒体教学的调查结果显示,选
择“一般”的占主导地位,且逐渐向“适应”区域或

“不适应”区域分别依次递减.对于板书而言,调查

结果与多媒体教学的结果存在显著的不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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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区域占决定性地位,所占比例高达89%,而
选择“不适应”人数比例几乎为零,所以从适应度指

标来看,适应板书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多媒体方式的

比例.因此,图2的调查分析显示,从学生在《大学物

理》学习的适应度来看,板书教学要比多媒体教学

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图2 《大学物理》多媒体教学(左3)和

   板书教学(右4)方式的适应度

图3是《大学物理》多媒体教学和板书教学对学

生的课堂学习重要性程度作个评价,结果显示,学生

认为多媒体对课堂教学重要程度为“一般”的比例

高达64%,而认为“重要”和“不重要”的比例基本相

等,反映出多媒体教学对学生课堂学习的重要性优

劣参半.而认为板书教学对课堂学习“比较重要”和

“非常重要”占压倒性比例.从该图与图2的比较发

现,教学方式对“课堂学习重要性程度”与 “课堂学

习的适应程度”各项比例趋势基本一致,反映出课

堂学习适应度与重要程度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密不

可分的.

图3 《大学物理》的多媒体 (左5)和板书

   教学(右6)对你的课堂学习的重要性

在以上所涉及到的6个调查问题的基础上,我

们又提出了本次问卷调查的核心问题:如果在多媒

体和板书可以兼顾的情况下,你认为多媒体教学在

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应占的比例? 我们以百分比的形

式共设置了5个选项,统计的结果显示,认为“多媒

体教学应占80% 以上”的学生比例为零,从这个结

果反映出学生对以多媒体为绝对主导的教学方式完

全不认同,这也向热衷于多媒体满堂灌的“教学达

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而认为多媒体教学

应占60%~80% 的学生比例仅占9.2%,这说明大

多数学生并不太认同以多媒体为主体的教学方式;

而多媒体和板书比例均衡(40% ~60%)认同度为

22.4% ,相对于以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的教学模

式而言,二者比例平衡的教学模式相应地会得到更

多学生的支持;而选择以多媒体教学应占20% ~
40% 的学生比例则高达46.7%,这直接地反映出以

板书教学(60%~80%)为主,多媒体教学为辅的教

学方式是最受学生所推崇和青睐的;令人吃惊的

是,有21.7% 的同学认为多媒体教学比例应该在

20% 以下,说明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希望接受以传统

板书为主要载体的教学方式.
以上的调查结果可以明显地发现,大多数学生

对多媒体教学具有一定的认同度,然而相对于多媒

体教学而言,对传统板书教学方式具有更高的认可

度和支持率,这也是他们更容易接受的一种教学方

式.因此本次调查的结果为以后工科《大学物理》在

教学方式的有效选取上提供了较客观的指导和借鉴

作用.
除了以上7个调查选项之外,我们还设置了对

未来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与期望,以及请学生给出

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上的意见和建议.出人意料

的是,很多同学没有给出意见和建议,写的却是对笔

者课堂教学的一致认同及感谢,这里不再一一累述.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多媒体和板书教

学是两种必要的教学手段,日益呈现出取长补短、优
势互补、相互渗透的共同发展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一

分为二地去对待,不能盲目拔高或盲目排斥任一种

方式,而对于以其中一种作为单一的教学手段的教

学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

努力克服二者的不足之处,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

优势,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我们建议,如果在多媒体和板书可以兼顾的客

观条件下,板书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所占比例应

该为70% 左右,而多媒体教学比例建议30% 左右

为最优化,即以板书为主、多媒体为辅的教学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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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学生普遍欢迎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建议比例

只是一个调查统计的量化结果,仅供广大高校物理

教师在教学方式选择上作参考之用.在实际的教学

环节中,如何进行两种教学模式兼容的实施,还需要

考虑到学校、任课教师、以及学生基础的差异等诸多

因素.此外,涉及到具体教学内容的讲授,哪些内容

更适合多媒体教学、哪些更适合板书也需要因地制

宜、因人而异,不能搞一刀切.教学是一门艺术和学

问,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摸

索.总之,要以优化物理课堂的教学方式,从而提高

工科《大学物理》教学质量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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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积极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

力.
(2)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抽象出其力学模型,

应用基本理论与方法可以得到相对简洁的解决该类

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3)通过对问题的拓展延伸,融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适应了新世纪人才培养目标

的要求.

3 教学困难与应对

客观的讲,案例课堂的完成对教师和学生都富

有挑战,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传统的教学课时

是远远不够的.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困

难要克服,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获,也希望

大家多提宝贵建议,共同完善案例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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