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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的深入进行,和“新工科”“新高考”等新形势的发展,大学物理课程

改革势在必行.文章分析了大学物理教学改革面临的实际困难,并分析了几种新式教学方式的优缺点.最后针对大

学物理课程的特点和现实情况提出了一种兼容多种新式教学方式的课程改革方案.该方案详细描述了在教学环节

中如何进行课堂管理、教材选用、课堂构建、平时成绩管理,其间融合了对分易、蓝墨云班、慕课、微课等多种教学方

式.该方法已经实践了两年,收到了相当好的教学效果,师生评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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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精神的学

习,全国上下开展了“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大讨

论,山西省政府在围绕“六个破除”方面做了新的部

署,具体到每个学校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和

对标一流整改,针对大学物理课程改革也发生了新

的变化.

2017年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

2019年将全国范围实施新高考,随着 “新工科”“新

高考”的大形势所逼,一成不变的教学内容和教学

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各高校教师

都在通过教学改革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新的教学

方式被不断提出来,例如2014年提出的“对分易”受

到了广泛的认可[1,2],2015年翻转课堂和慕课从国

外引入变为热潮[3,4],微课以其短小实用也逐渐被

大家接受[5,6],还有部分专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

案,比如文献[7]提出了PREI教学模式并进行了论

证,文献[8]提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验研

究.总之,新的教学方式都是从学生的主动性入手来

培养创新性工程人才.但是相比于文科教学改革的

有效性,大学物理教学的改革步伐相对迟缓.作为长

期从事工科物理教学的教师,我们一定有所思、有所

想、有所为.

1 大学物理教学面临的实际困难

严峻的现状是大学物理教学改革迟缓的主要原

因.虽然大学物理是理工科院校的必修基础课,但是

随着新工科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校重应用轻基础,

大学物理课程的课时被不同程度地削减,目前就太

原工业学院而言,大学物理A由原来的128课时变

成了96课时,大学物理B由96课时变成了64课时,

大学物理C更是由64课时变成了48课时,虽然课时

缩减了但是内容不能缩减,如何才能在短暂的时间

内给学生讲清楚大学物理的全部内容呢? 学生如何

才能在有限的学时内学懂所有的知识呢? 因此课时

压缩是大学物理教学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随着新高考的推行和普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在

高考中不选择物理作为考试科目,这就说明学生在

高中阶段基本不学物理,到了大学只有初中生的物

理水平,甚至有些学生连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功、动

量、干涉、衍射等重要概念都不知道,面对基础如此

差的学生讲课,大学物理教学很难进行.更糟糕的

是,同一个班级中,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在高考中

选择了物理作为考试科目的学生,基础较好,如果再

重复讲解基本概念,他们就觉得无趣,内容简单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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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学习.而对于没有学过高中物理的学生,必须讲解

清楚基本概念才可能学懂其他知识.因此学生基础

不均衡是大学物理教学中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不仅需要一定的物理基础

更需要有一定的高等数学基础,比如微积分的应用,

例如力学中的速度、角速度、加速度、角加速度、动

量、冲量、变力做功、动能定理,电磁学中的电通量、

磁通量、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电势、电势能、电磁场

的能量和热学中的功、热力学第一定律、卡诺循环、

熵等都用到微积分.不仅要求学生能熟练计算微积

分,还需要具有微积分的思维,能够想到用微积分来

解决物理问题才能学好大学物理,因此大学物理课

程比高等数学更难.这也是大学物理教学中遇到的

第三个难题.

2 几种新式教学的优点与缺陷

“对分易”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并不需要安

装独立的APP,而是建立在微信平台上,微信作为

最广泛的应用软件,每人都有至少一个账号,学生和

教师只需要关注“对分易”公众号就可以进入平台,

平台的界面可以创建学期并添加课程,进入你添加

的课程后将会看到如图1所示的界面.

图1 对分易界面

从界面上就能很清楚看出对分易强大的功能,

关于对分易的使用,在此就不再赘述,这里主要介绍

它的优点和不足.

优点:

(1)方便管理学生和分组,可以随机分组或者

手动分组.
(2)考勤只用1min.考勤随机建立,让学生输

入4位随机码就是出勤.
(3)有利于师生互动,课程资源点击率较高,学

生可查看老师上传的PPT、教案、答案等.
(4)利用讨论区,有利于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
(5)利用投票可以对本堂课的掌握情况或者满

意度进行投票.
对分易的主要思想就是把课堂分成3部分[1],

教师讲课占1
3

的时间,学生内化吸收占1
3

的时间,

讨论占1
3

的时间,这种教学方法特别适合思想政治

理论课,因为教师提出一个观点之后,学生能够很快

地内化吸收,由于政治课都接近民生所以接着的讨

论就很热烈.但是在大学物理中,如果整个课程都用

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由于大学物理课的实际困难,

教师讲解了重点之后,学生内化吸收困难,展开讨论

也很困难.比如讲解“真空中的高斯定理”,教师把高

斯定理的推导讲解清楚之后,让学生内化吸收后自

学它的应用:求球对称、柱对称及面对称带电体的电

场强度,学生理解困难,做题要用到积分所以学生也

不会计算.再到讨论实际应用,由于高斯定理的理论

性太强难以讨论起来.因此像“高斯定理”这样理论

性较强的内容需要全节课都讲授,之后不断的练习

才能学会.但是对于像一些实验定律及其应用是比

较强的内容比较适合采用对分课堂,比如机械能守

恒定律、角动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等比较适

用于对分课堂.例如“角动量守恒定律”,教师通过讲

解清楚角动量守恒定律之后,简单地应用举例,然后

让每组学生解决一道现实中的题目,比如飞机尾翼

的作用、走钢丝为什么要拿着一根杆子、为什么猫从

树上摔下来没有摔死等,经过查阅资料和讨论之后,

学生汇报自己的讨论成果.这种教学方式,学生参与

度高,对角动量守恒的认识特别深刻.
总之,对分易软件有利于教学管理,对分课堂在

物理教学中适合于讲解定律及实践应用性强的课,

不适合理论性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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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墨云班课”也是一款移动教学助手,它需要

下载“蓝墨云班课APP”,也具有像对分易一样的资

源共享等功能,优点是能够促进学生交流,因为每次

学生交流都给经验值,学生为了获得更多的经验值

经常会主动交流学习,学生参与度较高.
微课是指3~8min的教学视频,由于时间短,

所以一个微课只能讲清楚一个知识点,例如基本概

念或者一个应用,知识点属于碎片化,可以辅助教

学,笔者主编的《大学物理简明教程》第2版教程有

大量的微课视频[9],供学生对一些概念进行多次学

习.
翻转课堂与慕课是由美国教育学者乔纳森·伯

格曼提出的完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这种全

新的教学模式的优点是能够深刻地理解知识,学生

主动学习的能力会逐渐提高,比较适合于自主控制

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具体实践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普

通大学的学生很难自觉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去自学,

去投入时间和课堂,或者偶尔翻转几次课堂是可以

的,如果都采用这种方法,鉴于物理学习的困难性,

学生很难坚持下去.
因此,一种教学方式无论是讲授法还是新式教

学方式不可能贯穿始终,学生都喜欢新鲜的课堂和

新式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无论是在什么层次的学

校都建议使用至少一种教学软件来促进教学,至于

教学方式也应该多样化,针对不同的课程内容选择

合适的教学方法.针对大学物理课程和应用型本科

院校的特点,分享一种大学物理的课堂构建方式.

3 大学物理课程的构建

3.1 课堂管理

大学物理课程属于基础必修课程,涉及的学生

较多,大部分课堂都需要合堂上课,为了方便管理,

需要进行分组,具体做法是每10个学生分为一组,

每组设立组长负责收作业和批改作业、安排任务等

组内管理工作,每班的学习委员负责最终统计平时

成绩.为了减少学生抄别人的作业,鼓励学生自己做

作业,学生不用担心对错,只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做题

就可以了,可能很多题都做错了,但是成绩并不低,

所以只要交作业就是A,不交作业是C,因为不交作

业就是态度不端正,绝对要严格执行,这样做的理论

来源于“对分易”的一种理念,这种理论的践行,笔

者作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2014年听张学新教授

讲解的时候,也是完全不能接受不批作业的做法,因

为当时认为改错题才是进步的阶梯,但是总结多年

来批作业的过程,发现大多数学生都是相互抄袭,为

了得到较高的分数都能在网络上找到正确的答案.
与其这样,不如鼓励他们自己写作业.实践两年之

后,发现学生的参与度提高了,做习题的主动性也增

强了.为了能够突出展现他们的个性,更好地理解作

业,另外要求每次习题课,每组讲解一道题目并录成

视频上传到“对分易”上,能够把题目讲解出来,说

明学生一定理解了这个题目.同时,在对分易上,学

生可以通过看其他同学的讲解视频学习自己不会的

知识点,资源共享促进教学.

3.2 教材选用

为了节约课时,教材应该选用有教学视频或者

微课视频的书,例如笔者主编的《大学物理简明教

程》[9](第2版),教程包括教学录像、微课视频、拓展

文档、电子教案等拓展资源和配套的网站.学生想看

什么资源都可以扫描二维码来提前预习或者课后复

习.教学录像主要是优秀教师的讲课视频,相当于慕

课,学生可以通过听不同风格教师的讲解,达到理解

知识学习知识的目的;微课视频是一些重点概念或

者重要定理的讲解,可以供学生重点理解,点对点学

习;拓展文档是一些科学家的介绍,学生可以像看人

物传记一样深入了解科学家提出重要定理的时代背

景和主要成就;电子教案以PPT的形式包含本章需

要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知识.另外本书的特色还在于

每章增加了知识应用,正符合现在新形势下新工科

突出应用的要求,总之,一本好的教材是学生和教师

的好帮手.

3.3 课堂构建

如果以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来面对学生,无论

是讲授法还是对分易或者其他教学方式,都会让学

生厌倦,因此每一节课都应该根据知识点的特点来

构建合适的课堂,经过10多年的教学经验和2年的

改革创新实践,表1是对大学物理第一章 ——— “质

点运动学”的课程构建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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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质点运动学”课程构建

知识内容 课堂构建 类型 原因

质 点 运 动
的描 述(50
min)

 位矢、速度和加速度需要详细讲授
(30 min),例 题 让 学 生 自 己 做 (10
min),讨论(5min),教师讲解(5min)

重点讲授+
练 习 + 学
生讨论

 位矢难理解,速度和加速度推导需用
到导数也难理解,因此需要详细讲解.
学生自己做例题属于内化吸收,讨论过
程也是互相帮忙的过程,教师讲解权威
性解惑

圆 周 运 动
(50min)

 先讲解匀速率圆周运动、变速率圆周
运动、角线关系(30min).例题让学生
自己做(10min),讨论(5min),教师讲
解最终计算方法(5min)

重点讲授+
练 习 + 学
生讨论

 变速率圆周运动的推导很难,推导出
来的结论很重要,需要详细讲解

相 对 运 动
(25min)

 重点讲解相对位矢和速度(10min),
让学 生 自 己 做 例 题(5 min),讨 论(5
min),教师讲解最终计算方法(5min)

简单讲授+
练 习 + 讨
论

 大纲要求相对运动属于理解内容,能
力要求较低,可以重点讲解,剩余的时
间可以让学生展示自己

本 章 知 识
应 用 (50
min)

 学生课外自学,在课堂上每组派一位
学生以PPT讲解一种应用(每个学生3
min).按照表现给出成绩

课外自学+
课堂汇报

 知识应用是培养学生应用型转型的
一个重要环节,让学生自学和汇报讲解
可以锻炼学生的协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习题 课(25
min)

 教师重点讲授学生提出疑问的习题,
之后,学生按组把各个题目的讲解做成
微课,上传到对分易,资源共享

讲 授 + 习
题 微 课 +
资源共享

 微课的制作过程就是对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养过程,学生能够把习题讲解出
来就一定理解了这个题目

复 习 (课
外)

 学生利用教材包含的视频等电子资
源进行复习巩固

课外自学
 这一环节没有时间要求可以是考前
复习,也可以是课后复习,总之以学会
为准

  从一章的课堂构建可以看出,大学物理课堂构

建也像“对分易”一样分为3部分(讲授+练习+讨

论),但是时间分配不同.对于重要的物理定律、公

式、概念必须重点讲解,这部分内容如果让学生自学

效果不佳.但是例题必须让学生先动手做,否则学生

连题目还没有弄懂,教师已经讲完了,学生很难跟上

教学;然后让学生讨论,互帮互助地学习更有利于教

学.但是对于知识应用,需要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和

课堂表达能力及团结协作能力.习题课让学生自己

做微课可以展现学生的综合素质,并通过对分易,进

行资源共享,这样的管理有利于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合作共赢.

3.4 平时成绩管理

由于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高了,平时成绩的构

成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且理科教学中最重要的还

是知识的积累,考试是不可能省略的.因此平时成绩

应占40%~50%,这样既能督促学生积极参与课堂

教学,又能让学生重视知识的积累和正确性.在对分

易中提倡平时成绩为80%,这个成绩虽然能督促学

生的参与度,但是并不能督促学生做题的正确性和

知识积累,并不适用于理科教学.平时成绩的构成主

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到课率,利用对分易软件考勤,很容易考

察学生的到课率.

第二,视频制作情况,为了鼓励大家制作视频,

一般只要制作视频并上交的就为A,特别优秀的视

频可以在课堂上展示并表扬.

第三,作业情况,这一点在课堂管理部分已经阐

述过.

第四,讨论,讨论环节是对分易的主要环节,因

此积极讨论的学生可以适当加分.

总之,改革以后的课堂,平时成绩的比例提高

了,平时成绩的考核内容也提高了,更能够提高学生

的课堂参与度.

4 教学效果调查

教师不仅要耕耘,还要注意收获.每学期末学生

都要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考核,表2汇总了

笔者最近2年4个学期的评教结果.可以看出学生

对教师的满意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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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两年的评教结果

2016/2017
第二学期

2017/2018
第一学期

2017/2018
第二学期

2018/2019
第一学期

C C B A

  通过教学改革,大学物理的考试成绩也逐年提

高,表3汇总了最近2年4个学期的大学物理A的平

均成绩,可以看出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明显提高.
表3 近两年大学物理A的平均成绩

2016/2017
第二学期

2017/2018
第一学期

2017/2018
第二学期

2018/2019
第一学期

57.45 57.11 64.07 67.18

  表2和表3都说明实行教学改革是成功的,教

学效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5 总结

文章针对大学物理现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实

事求是地阐述了大学物理教学面临的3个主要困

难:课时少、学生基础参差不齐、课程难.并分析了几

种新式教学方式和大学物理现状的融合问题,在对

分易的基础上结合微课、慕课等新的教学方式进行

了课程改革.详细地对课堂管理、教材选用、课堂构

建和平时成绩管理进行了阐述.统一了一种有利于

大学物理教学方式的教学模式.并简单分析了实践

两年后的教学效果,无论从学生的成绩,还是学生对

老师的评价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收到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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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IntegrationofUniversityPhysics
CoursesandNewTeachingMethods

LiShuqing DuanXiaoli ChengYongxi ZhaoZhirong WangBo
(DepartmentofScience,TaiyuanInstituteofTechnology,Taiyuan,Shanxi 030008)

Abstract:Withthein depthdiscussionsof“ReforminnovationandProgressive”,andthedevelopmentof“new

engineering”and“newcollegeentranceexamination”,theuniversityphysicsmustreformatthefirst.Thearticle

analysesthedifficultiesfacingtheteachingreformofcollegephysics,andanalyzestheadvantagesofseveralkinds

ofnewteaching.Finally,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ofuniversityphysicsandrealitypresents,anewcurriculum

reformplanisputforward.Itdescribesindetailhowtocarryoutclassroom management,textbookselection,

classroomconstructionanddailyperformance managementintheteachingprocess,Whichintegratesvarious

teachingmethodssuchaseasytoDivideclass,MoocandMicroclass.Themethodhasbeenpracticedfortwo

years,andhasachievedgoodteachingresults.

Keywords:universityphysics;divideclass;microclass;reformand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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