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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农业院校大学物理课程的现状,以力学部分为例阐述了农业院校大学物理分层次教学的具体方

法,即不同专业力学教学内容分层次,不同专业力学教学实例分层次,同一专业力学教学要求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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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是农业院校理工类学生一门重要的

必修基础课.大学物理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为进一步学习农业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

的基础.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渗透到农业的各个

领域,应用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许多部门,是农学科学

研究和工程技术的基础.

1 农业院校大学物理课程的现状

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

指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制定了

《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书中明确

指出,基本要求是教育部下文指示教指委编写的教

学指导性文件,我们应充分重视物理基础课程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并建议理工科类大学物理的

最低学时数为126学时.2015年7月在东北林业大

学召开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指导委员会

农林水工作委员会,会上讨论制定了《一般高等农林

院校农林类专业物理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征求意

见稿)》,建议农业类大学物理教学最低学时数为64

学时.而实际上一般农业院校大学物理教学学时数

远远达不到建议的最低学时数.以吉林农业大学为

例,大学物理学时数仅为32学时.如何在这么短的

学时里尽量保持物理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使学生

对自然界的物质结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有比较

全面和正确的认识,是农业院校大学物理教学面临

的考验.

另外,目前大学物理的教学多采取大班授课的

形式,即把不同专业的学生放在同一个课堂,采用整

齐划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课堂上学

生综合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对物理知识理解和接受

能力也不尽相同,教学效果很不理想.统一的教学内

容也难以满足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需求,很难激发

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更达不到通过大学物理

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打下坚实

基础的目标.

为了解决大学物理课程学时少、学生学习兴趣

不足的问题,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大学物理教学必须打破传统

的教学模式,采用分层次教学方法.分层次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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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有限的教学学时内,在保持物理学原有体系的

基础上,兼顾学生专业,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基础的

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真

正实现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量.

2 力学部分分层次教学实施方法

力学是大学物理教学的第一部分内容,是中学

物理与大学物理的接口.好的开端不仅可以激发学

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而且有利于大学物理后续

课程的学习.因此,力学的教学在整个大学物理教学

中处于特殊的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以吉林农业大

学大学物理力学部分教学为例谈一下分层次教学的

实施方法.

2.1 不同专业力学教学内容分层次

力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抽象为3个理想模型:质

点、刚体和理想流体.《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中对于力学部分建议学时数大于等于14

学时.而实际上对于农业院校来说,力学部分的学习

仅有4学时或者6学时.由于学时数少,教学过程中

无法涵盖力学的所有内容,对于这3种理想模型不

可能全都详细介绍.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不同专业

学生的需要,在大学物理学时短的情况下,最大限度

地教给学生有用的物理知识和分析方法,我们采用

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分层次的模式.

我们根据不同专业对大学物理的需求,有区别

地制定了力学部分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质点是

一种不考虑物体形状和大小的理想模型,是学生在

物理学中碰到的第一个理想模型.在研究刚体和流

体时,虽然不能把整个物体看成是一个质点,但在处

理方法上还是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由许多质点组成的

质点系.因此,质点运动学是农业院校所有专业的必

选内容.刚体和流体则由于学时限制,可根据学生的

专业选择性学习.例如,自动化、农业机械及其自动

化、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交通运输等偏“机械”

类的专业,我们选择学习刚体力学的内容,而对于种

子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生物技术、水产养殖等偏

“生命”类的专业,则选择学习流体力学的知识.

2.2 不同专业力学教学实例分层次

在农业院校大学物理的教学中经常面临学生对

开设大学物理课程的抵触和对物理学用途的质疑.

为提高教学效果,就要让学生直观地认识到物理学

的重要性.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列举一些与学生专业

相关的教学实例,通过这些实例使学生深切地感受

到物理学对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支撑作用.

以流体力学的教学为例,流体力学尽管有着比

较繁杂的数学公式和理论模型,但它又十分贴近生

活,针对不同的专业可以列举出不同的实例.例如,

针对植物保护专业,我们可以重点介绍气体栓塞现

象对于植物的影响;针对水产养殖学、生物技术等专

业,可以利用连续性方程帮助我们理解动物体内血

液循环的过程;针对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我

们重点介绍毛细现象对于土壤中水的分配、保持和

移动的重要作用;针对农学专业,我们可以利用伯努

利方程解释农药喷雾器的原理,理解润湿和不润湿

对农药药效的影响等等.针对不同专业灵活地把教

学实例应用到物理教学之中,在有限的学时内,不仅

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

力学知识的理解.

2.3 同一专业力学教学要求分层次

同一专业的学生物理基础和学习能力仍然是有

差异的,如果采用相同的教学要求,必然会导致学习

能力较强的学生“吃”不饱,而部分接受能力相对较

弱的学生又跟不上.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学生的差异

性,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要求,使教学内

容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我们根据学生入学考试的数理化成绩同时结合

学生个人意愿把同一专业的学生分为A层次和B层

次.A层次的学生具有较好的物理基础,对物理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有较强的理解力,并能熟练应用理论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B层次的学生入学考试的数理

化成绩相对较低,能够基本理解一般的物理概念和

基本原理,初步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 A层

次的教学中,我们尽量全面而系统地讲授基础知识,

并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在B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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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泊肃叶定律的适用范围和定律的修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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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比两种不同的泊肃叶定律的推导方法,澄清了关于泊肃叶定律众说不一的适用范围问题.指明

将泊肃叶公式中计算流量时的压强视为广义压强,则泊肃叶定律既适用于水平直圆管的流量计算,也适用于非水平

直圆管的流量计算.并指出关于泊肃叶定律的修正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泊肃叶定律  适用范围  修正

1 引言

泊肃叶定律是大学物理学中流体力学部分的重

点内容之一,它给出了不可压缩的粘性流体运动时

的流量计算公式,故泊肃叶定律也称为泊肃叶公式.

关于泊肃叶定律的适用范围大多数大学物理教

材[1~6]叙述为适用于水平直圆管中不可压缩的粘性

流体的流量计算;一些文献[7,8]中更强调该定律只

适用于水平直圆管的粘性流体的流量计算;也有文

献[9,10]指出对泊肃叶公式进行修正,则可使该公式

适用于水平和非水平直圆管的粘性流体的流量计

算;但有的文献[11]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认为泊肃叶公式既适用于水平直

次的教学中,我们可以降低课程的深度和难度,较复

杂的公式推导可以不做要求,重点放在物理知识的

应用上.

以流体力学中“泊肃叶定律”这一小节的内容

为例,针对A层次的学生,我们不仅要求他们会独

立推导实际流体流速的函数,还可以根据流速分布

情况采用微积分的思想得到泊肃叶公式,并且能利

用泊肃叶公式解释生物学中的一些现象.而对于B

层次的学生,我们不要求他们掌握公式的推导过程,

只要求他们了解泊肃叶公式,知道管道的微小变化

就会对流量产生较大的影响即可.

3 结束语

总之,在农业院校大学物理教学中正确地运用

分层次教学法,实行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分层次、不同

专业教学实例分层次、同一专业教学要求分层次,在

有限的教学学时内,在保持物理学原有体系基础上,

兼顾学生专业,真正实现因材施教,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实践表明,分层次教学在农业院校大学物理课

程中,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

发了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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