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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课程是工科大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能否学好大学物理课程,绪论课是关键.因此从什么

是物理、为什么学物理、物理学什么、怎样学物理4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怎样上好一堂大学物理绪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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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工科类的大学生而言,“大学物理”课程是

其必须要上的公共必修课.该课程是在学生们学习

了高等数学微积分之后的大一第二学期开设[1].大

学物理是在高中物理的基础上,知识的深度、广度都

有所增加.大学物理是基础课,学好了大学物理课

程,才能在以后的专业课学习中如鱼得水.大学物理

的第一堂课是绪论课,绪论课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

到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的兴趣和重视程度.
根据笔者数年的教学经验,认为绪论课要解决

这4个问题,什么是物理、为什么学物理、物理学什

么、怎样学物理.

1 什么是物理

在中学阶段同学们都学过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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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理并不陌

摆法、弹性势能与动能转化法、系统法进行验证,测
速度可用纸带法、平抛法、光电门法等,这样的拓展

实验更能提升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4 实验教学有利于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意识的养成

实验本身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过程,由于某种偶

然因素的出现都会导致实验失败,所以实验要想成

功,必须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闪失,从而培养学生

严肃认真的态度及对实验结果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实验中常常出现意料之外的现象,教师要引导学生

追溯其原因,不仅能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培养学

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捕捉机遇、获得成功的本领.实
验往往需要两人或多人协作才能完成,从而培养了

学生交流合作能力.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利用

科学家(如法拉第)发现物理规律的历程激发学生

不服输的意志品质,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责任意

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操、民族自尊心等,促进学

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3].

毋庸置疑,物理实验教学是提升学生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最有效途径,因而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尽量挖掘更多的实验进入课堂,督促学生

认真完成不能进入课堂的课外实验,同时做到实验

的“主体角色转变”,即能让学生独立做的实验教师

不参与,不能让学生独立做的实验由教师与学生一

起做、变“教学”为“导学”、变“演示实验”为“师生协

同实验”[4].学生亲自设计实验方案并亲自动手实

验,在观察、分析、推理、归纳的过程中切实提升学生

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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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首先,以提问的形式问学生们物理是什么? 可能

大部分学生都回答不出来.可以再祥细一些问中学

物理都学了些什么? 力、热、光、电等等,这些学生们

都能回答出来.接着总结“物理学是关于自然界最基

本形态的科学,它研究物质的结构、相互作用及其运

动规律”.力学中物体的运动规律、天体的运动规律

是物理;热学中的微观分子的运动,大量分子运动的

宏观表现是物理;光学中光的反射、折射、光的干涉、

衍射是物理.可以演示一些图片,让学生们了解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蕴含着物理的知识.

2 为什么学物理

这一部分也是说明了物理的重要性.笔者通过

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2.1 物理学的发展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图1 物理学的发展

通过物理学史的讲解,让学生们知道物理学的

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物理学一共经历了3个时

期:萌芽时期、经典物理时期和近代物理时期.萌芽

时期的代表科学家有哥白尼、阿基米德、伽利略等

等.他们的很多理论成果都写成了小故事,比如阿基

米德的浮力原理,杠杆原理.阿基米德还说过一句家

喻户晓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整个地

球”.相信这些知识同学们都很熟悉.
到17世纪,牛顿在前人(伽利略,迪卡尔等)的

研究基础上,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巨

著总结了力学的研究成果,标志着经典力学体系初

步建成.与此同时迈尔、焦耳、克劳修斯等人建立了

新的热现象理论,创立了热力学.建立在牛顿力学和

热力学发展的基础上,适应工业原动力的要求,出现

了机械工业和蒸汽机,从而引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19世纪,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创立了电磁学,

把过去认为互不相干的电、磁、光等现象统一起来.

19世纪70年代在电磁理论推动下,人们成功制造了

电机、电气,导致工业电气化,从而引起了第二次工

业革命.

20世纪初,一些物理实验揭示了经典物理学所

无法解释的现象,导致了物理学发生了两场伟大而

深刻的革命,创立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此理论基

础上,出现了核能,激光、半导体等新能源、新技术,

掀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从物理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物理学发展的重

大突破,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物

理学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对人类社会的发

展有很大贡献.

2.2 物理学是一门公共基础课.
学好了物理知识,才能在以后专业课的学习中

游刃有余.从物理课中分出来很多分支学科.比如,

流体力学(力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各种力的作用下,

流体本身的静止状态和运动状态以及流体和固体界

壁间有相对运动时的相互作用和流动规律.水利水

电专业、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后续的课程中都要

学到流体力学.

2.3 物理学是一门科学素质课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产生很多疑问,遇到很多

问题,有的问题学生可以利用已知的知识解决,而有

的则解决不了,需要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寻找

答案.对学生而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

会影响其学习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影响其以后的

成长和发展.因此,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不仅

要将物理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3 物理学什么

3.1 物理的知识

大学物理课程要学习的内容包括:力、热、电磁、

波动、振动、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章节.中学物理

是基础,大学物理课程是在中学基础上的提高.比

如,中学学到恒力做功,大学求解变力做功[2].

3.2 物理的方法

物理方法包括观察法、实验法、模拟法、演绎法、

归纳法、分析法、理想化的方法等等[3].
观察法是牛顿时代较为常用的方法,一般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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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观察现象,归纳总结出结论.自然科学中许多定理

和公式都是先进行观察找到规律,再进行归纳推理

得出来的.比如伽利略在教堂做礼拜时,仔细观察吊

灯的摆动时间和角度大小,发现尽管吊灯摆动的角

度越来越小,但其摆动的时间(周期)却是固定不变

的.伽利略回家后,又用不同质量的摆捶做实验,并

改变摆长的长短进行了多次验证,结果发现规律是

一样的,即单摆的周期与摆长的平方根成正比,与摆

的质量无关,这就是单摆等时性定律.
分析法就是在思考问题时把要研究的问题分解

为若干部分,然后对每部分进行研究,逐一解决,揭

示其本质,并研究这些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整

个问题中的地位作用.从未知到已知,最后实现对问

题整体、全面的认识和掌握.比如力学中在讲解抛体

(平抛、斜抛)运动时,将抛体运动分解为两种运动.
斜抛运动分解为水平方向上的匀速直线运动和竖直

方向上的匀变速直线运动,这两种运动都是已经学

过的简单运动,很好分析.分析法将复杂的问题分解

为一个个简单的问题,方便逐一解决.
理想化的方法是抓住主要矛盾,摒弃次要矛盾,

将研究对象进行简化的方法.比如,理想模型:质点

(忽略物体的大小,形状,看成有质量的点);刚体(物

体的大小形状不能忽略,可以忽略他的局部差异,忽

略受力之后的形变).能不能看成质点或刚体,需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地球就

可以当成质点来处理;研究地球的自转时,它的大小

形状不能忽略,不能当成质点,但是仍可以简化为刚

体的模型.同一个物体研究的问题不同,可以简化的

模型也不同.
学好知识,可以为最后的考试做好准备,取得良

好的成绩.但是比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物理的

一些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方法和能力将会让

学生们一生受益.

4 怎样学物理

4.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培养对物理的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只有对物理知识产生

浓厚的兴趣,学生才不会觉得大学物理课程枯燥无

味,难以理解.可以通过一些演示实验、多媒体课件

让学生观察物理现象,当学生对物理现象感到“好

玩”“惊奇”时,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在内心燃起

对物理现象追根究底的强烈的探索欲,从而产生对

物理的兴趣.

4.2 勤于思考 富于想象 多问为什么

“为什么苹果会落向地面,而月亮不会落地地

面,苹果和月亮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是伟大

的物理学家牛顿曾问的.他通过观察,发现问题,并

认真的思索研究,最终得到万有引力定律.学生们遇

到生活中的现象,也要多问为什么,积极思考,找到

答案.

4.3 认真听讲 抓住重点 课下独立思考 完成作

业

良好的学习习惯包括:听课、阅读、思考、作业.
课上45min很宝贵,要认真听讲,抓住老师讲的重

点:概念,规律.学生在听老师讲课的同时也要进行

思考,并做好笔记,每堂课结束后对笔记进行整理总

结.课下要通过阅读,独立思考,学会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改变条件去发现新问题.作业要独立完

成,先思考,再动笔,做会一道题领会一类题.只有这

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学好物理.
教师上课如同演员表演,教师的情绪对学生影

响非常大,如果教师精神饱满,风趣幽默,学生们必

定积极配合,课堂气氛活跃[4].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

一半,一堂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演示实验与多媒体

课件并用的绪论课,定能让学生们对物理产生浓厚

的兴趣,为以后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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