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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一轮高考改革制度下,高考物理出现学考和选考两种模式,即高中毕业学生存在了物理知识的差

异性,这为大学物理的教学带来新的挑战.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本校高考学考和选考物理的比例及其成因;

另一方面,针对新高考带来的物理知识的差异性,提出了在本校开设大学物理预修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详细

分析该课程的教学目标、课时设置、教学模式等.

关键词:高考改革  大学物理预修  学考和选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的决定,2014年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印发

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

通知》[1].在通知中,高考科目包含了3门必考科目:

语文、数学、外语(外语分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

法语和西班牙语)和3门选考科目,其中3门选考科

目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

(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7门中选择.物理作为选

考科目之一,在新的高考改革制度出台后,高中的物

理教学也发生着变化[2~5].

2017年9月,经过新高考制度的学生走进了大

学的校门,我们也意识到大学物理教学需要进行相

应的改革.由于大学在专业招生设置时,每个专业有

3个选考科目范围,即同一专业的学生,高考选考的

科目可能是不同的,如表1所示.也就意味着,同一

专业的学生高中所学的物理知识存在差异性.因此,

在开设大学物理课程之前,势必需要进行补差.本文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学考/选考物理的原因,并

在此基础上,针对物理知识的差异性问题,提出开设

大学物理预修课程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表1 各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类)名称 总人数/人 选考科目范围

科学教育(师范) 44 物理、生物、技术

应用化学 32 化学、物理、生物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45 物理、化学、技术

金融工程 22 物理、化学、技术

应用电子技术(高职) 41 物理、化学、技术

1 问卷内容设计

此次调查主要以问卷形式进行,有选择题和简

答题2种形式.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为两方面:一方

面是调查学生高考学考和选考物理的比例以及其原

因;另一方面是了解学生对今后开设大学物理预修

课程教学的要求.

2 调查对象情况

此次调查问卷主要在我校2017级科学技术学

院5个专业进行(表1):科学教育(师范)、应用化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金融工程和应用电子技术

(高职).根据培养方案的设置,这5个专业的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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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下或大二都会有相应的大学物理课程的开设.

本次参与调查的总人数为184人,最后回收有效问

卷为164份.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学考和选考情况

通过调查问卷,我们发现5个专业共184位学

生中,其中学考物理为89人,选考物理为95人,即

约48% 的学生所学的高中物理知识存在不完整性.

根据《浙江省普通高中学科教学指导 意 见·物

理》(2014版),这部分学生跟选考物理的学生比起

来,缺少如表2所示的知识内容.

表2 选考物理的学生加试部分的基本要求内容

章

电磁感应

交变电流

机械振动

机械波

光

电磁波

动量守恒定律

波粒二象性

原子结构

原子核

3.2 学考和选考原因分析

在调查问卷中,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学生在

学考/选考物理时主要是依据个人的兴趣和成绩两

个方面.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如图1所示,

选考物理的学生中有45.98% 表示由于喜欢物理并

对物理有很大的兴趣,因而选考物理.48.72% 的学

考物理的学生表示不喜欢物理并对物理没有兴趣.

成绩是学生选择选考科目最实际的依据.在图2中,

73.08% 的学生表示由于物理成绩相对较差,所以

学考物理,而49.43% 选考物理的学生主要是考虑

到物理成绩相对较好.此外,从本次调查中发现,父

母的意愿、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的意见不是学考/选

考物理重要的参考.同时,由于高考填报志愿时,同

一专业有3选1的选考科目,因此,这也不再是影响

学生选择的因素.

图1 依据个人兴趣学考/选考物理统计图

图2 依据成绩学考/选考物理统计图

综上分析,我校学生在学考/选考物理的时候

还是比较慎重的.虽没有从长远高考志愿填报和职

业规划角度去思考,但是学生从自身的兴趣和成绩

着手,这也有利于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从而

进入好的学校.据悉,2017年高考物理选考人数有

所下降,通过此次调查,建议高中的物理教学可以从

学生学习兴趣入手,积极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开展

丰富多样的实验性课程,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

性,从而可以提高物理成绩,重塑对物理学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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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物理预修课程开设

针对高考物理改革带来的2017级新生物理知

识差异性问题,我院课题组全体教师积极投身课堂

教学改革,预计在2017级新生第二学期开设大学物

理预修课程.现将课程开设的思路做如下几方面的

介绍:

(1)课程性质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

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

课.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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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名科学

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近年来,由于高等

教育课程内容的多样化,大学物理的课时一直在被

压缩,目前不同高校的课时从48到144不等.本校

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为

例,总课时为96,设置在第三(48)和第四(48)学期.
本校的大学物理预修课程将作为自然科学模块

以选修课的形式开展.要求高考参加学考物理的学

生必须进行选修,选考物理的学生可选择性地进行

选修.根据本校对于选修课的设置,本课程总学时为

32课时,分10周开展.
(2)授课形式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1道关于授课模式

选择题.问卷结果如图3所示,164位参与问卷调查

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53.05%)的学生偏爱的授课

模式是在线课堂与线下课堂结合.

图3 授课模式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2016年以来,融入了互联网的高等教育课堂渐

渐地发生着变化,“线上 + 线下”授课模式的出现,

再一次强调了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这

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一方面,通过教师前期反复的备

课和磨课,最终将一堂堂精心设计的课堂呈现在网

上,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线下

师生交流,可以提升学生相互间协作探究解决问题

的能力,有利于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本课程将以“线上+线下”的模式开展,将32课

时分为16课时线上+16课时线下.线上的内容以新

课讲解为主,线下主要是以小组讨论形式开展,对课

后布置的习题和学生在观看在线课程中存在的疑问

进行解答.
(3)授课内容及教材选择

本课程的授课内容以表2中所罗列的章节为

主,结合大学物理教材[6]的课程内容设置,进行整

理制定教学大纲.教材将选用浙江工业大学施建青

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17年9月最新出

版的《大学物理预修教程》[7].该教材在内容上覆盖

了高考学考的学生没有学过的所有知识点,并根据

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其进行了整合.全书总共分

为13章,分为力学(第1~3章)、电磁学(第4~9
章)、光学(第10章)和量子力学(第11~13章).此

外,作为本课程的参考资料,学生可以参考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高中物理教材:《物理·选修3 2》《物

理·选修3 4》《物理·选修3 5》和部分的《物理·

选修3 1》.

5 结束语

在新高考的背景下,不仅改变了高中物理的课

堂教学,同时也影响着大学物理的教学.本文一方面

通过对我校2017级新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到学习

的兴趣和成绩是学生学考/选考物理的决定性因

素;另一方面为解决我校学生物理知识的差异性,方

便大二时大学物理课程的顺利开设,准备在大一下

学期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大学物理预修课程,并采

用“线上+线下”的授课模式.希望通过本文,对于

今后高中物理的教学和大学物理预修课程的开设提

供一些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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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onOfferingaPrerequisiteCourseofUniversity
PhysicsundertheNew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Institution

WuXiao
(CollegeofScienceandTechnology,Zhejiang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 310012)

Abstract:Underthenewroundof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reform,thephysicsexaminationappearstwo

models:leraningtestorchoosingtestwhichresultinthedifferenceofphysicsknowledgeamongthehighschool

graduates.Thus,itbringsnewchallengestocollegephysicsteaching.Inthispaper,ontheonehand,the

proportionofstudentsinlearningandchoosingtestwillbeperformedbythequestionnaireandthereasonwillbe

discussed.Ontheotherhand,thenecessityandfeasibilityofofferingaprerequisitecourseofcollegephysicswill

bepresentedinouruniversity.Lastly,theteachingobjectives,classhoursandteachingpatternsofthethiscourse

willbepresentedindetail.

Keywords:thereformof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theprerequisitecourseofcollegephysic;learningtest

andcho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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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MentalityofTeaching
andLearninginElectromagnetism

PengYongyi HeJun SunKehui LiHongjian GuoGuanghua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s,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

Abstract:Therearemanyknowledgepointsandexpressionsinelectromagnetism,theteachingandlearningof

electromagnetismarenoteasy.Inviewofthissituation,severaltrainofthoughtsandclueshavebeenputforward,

includingthethoughtof“point line surface body”,methodofanalogy,fromsimpletocomplexproblem,thetwo

propertiesofvectorfield,fromscattertosuccession,fromstillnesstomotion,fromvacuumtomediumandfromisolation

toconnection,etc.Theknowledgeofelectromagnetismconstitutesanorganicwholebythesethoughts,becomeaclear

knowledgetreeandknowledgenetwork.Itiseasyforstudentstodiscoverandunders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

knowledge.Thesetrainofthoughtsmakeelectromagnetismlivelyandinteresting,cangreatlystimulatestudents′interest

inlearningandexploring,canimproveteachingefficiencyandqualitysignificantly.Inaddition,theyareconduciveto

heuristicteaching,discussionteachingandself explorationteaching.

Keywords:electromagnetism;teachingandlearning;trainof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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