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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2019年9月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育分会学术报告的观摩学习,对目前应用型本科大学物理教学

改革进行了反思.文章从实践出发,对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对如何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

能力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创办“物理新天地”来加强师生间的沟通,为提高应用型本科大学物理教学质量提供了

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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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是所有理工科专业重要的、必备的基

础课程,它重在研究物体的基本结构和自然现象的

基本规律,大学物理不仅仅是高中物理的深入与升

华,它的存在也为大学生学习专业课程和解决实际

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物理基础知识及常用的物理方

法,因此相对于面向应用的专业课程来说,大学物理

对于学生更多的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一

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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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学物理在目前的应用型本科教学中担

的能级.提示学生注意施主能级的位置.

问题2:施主能级上的电子能否参与导电?

答:未进入导带,不能参与导电.

引导分析在施主能级上的电子所处的状态是围

绕5价原子运动,所以施主能级上的电子不能够参

与导电.

问题3:外界给一能量,N型半导体中电子有几

种可能的跃迁?

答:3种,施主能级到导带、价带到导带、价带到

施主能级.

比较3种跃迁所需要的能量可知,“施主能级到

导带”跃迁需要的能量最小,所以在外界的作用下

容易实现,进而提供能够参与导电的电子,所以称为

“施主能级”.

2.3 以问题为指导 讲授课堂内容

通过课堂讨论,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基本知识

点,所以教师主要针对本节内容的重点、难点和个别

学生在预习中提出的问题给予简答.同时要分析本

节内容的框架结构,帮助学生理顺思路.

3 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

针对课堂上部分学生不喜欢提问和回答问题的

现象,创建和谐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大胆提问,有

依据地质疑别人的观点,引导学生去思考,体验其中

的乐趣.同时要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思考的时间,以

学生为主共同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通过微信群增

加课后讨论环节,解决课堂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巩固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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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角色却容易被忽略,应用型本科教学多以实用

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忽略此类“基础工具”使用

方法的培养,缺乏对大学物理及其他基础课程的正

确认识,因此明确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方案中大学

物理课程的角色,提高学生使用“工具”的积极性及

能力值得所有大学物理教学人员深思.

1 大学物理课程的重要性及现状

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学生入学后接受的第一

门自然科学课,良好的大学物理教学能够让学生在

不断认识万物的基础上有所思、有所想,能引导学生

将物理理论应用到自己所学专业当中,培养学生的

基本科学素养,从而锻炼学生的自学创新能力、逻辑

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等.

大学物理课程的内容大部分取自18世纪、19世

纪的理论及实验,是早期的关于事物基本规律的理

论.基本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有很大的普适

性,作为一名应用型本科的学生,丰富的基础知识在

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有较大的助益,能够降低专

业课程的学习“门槛”,增强对相关专业课程的理解.

随着全国高校教育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对大学

物理课程与教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使得传统大

学物理在教学中遇到了瓶颈.

首先,多数院系认为,基础课程对于大学生就业

无明显助益,因此缩短了基础课程教学学时.同时除

物理专业以外,其他院系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亦

少有大学物理.例如,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16个工

科学院63个专业中,研究生入学考试包含大学物理

的仅有3个专业;南京理工大学,12个理工学院51

个专业中,将大学物理作为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

也仅有16个,这其中甚至已经包含了将大学物理为

选考科目的专业.由此可见,大学物理学习在考研方

面实用价值较低,因此对大学物理在本科教学中的

重要性没有明确的认识.

其次,传统大学物理授课方式较为单一、古板.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更新换代极快的时代,当代大

学生对潮流与新鲜的事物更感兴趣,传统物理教学

内容在高中时代已有涉猎,缺乏新鲜感,而目前普通

的大学物理教学,倾注了过多的课时在传统物理教

学内容上,故无法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

最后,大学物理由于课程的特殊性,传统教材内

容的设置枯燥,推导繁杂,使得基础差的学生无法接

受,因此丧失了学习的主动性.虽然目前多媒体教学

已经是大学教学的标配,但据调研,在多媒体教学手

段如此丰富的时代,大部分教师仍然仅仅停留在将

多媒体代替板书的水平,缺少更灵活的使用方式.

2 针对教学现状的改革探索

针对上述大学物理教学现状,目前已存在多种

对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思考和讨论,这些讨论的方

向目前多集中于教学模式的研究[1]、新教学体系的

研究[2,3]、“互联网 +”在大学物理课程方面的应用

等[4].在学习了2019年9月份的中国物理学会物理

教育分会的各大报告之后,本文探讨的方向主要集

中于重新审视教学理念、课堂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

致力于从学生感知最强烈之处入手,在有限的课时

中,将知识传输“效率”最大化,同时辅助于“互联网+”

的新思路,拓宽学生视野,贯彻大学物理教学中“重

应用”的理念.

2.1 面对应用型本科教学 需树立创新和与时俱

进的教学理念

应用型本科院校中的大学物理教学要求教师树

立与时俱进的、适用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理念,其

出发点需要明显区别于高中,须以培养实用型、创新

型人才为导向,以引导学生养成实事求是的人生态

度和科学的世界观为目标,不能仅仅拘泥于传道解

惑.

大学物理是理工类学生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基础课程在大学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学习

后续的专业课程夯实基础,其第一要务,就是将大学

课程学习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的分析与处理问题的能

力传授给学生,因此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提出

问题并分析解决方案,而不是计算出问题结果.

物理世界是非常广博与丰富多彩的,它是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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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世间万物道理之所在”的学科,对于毕业直接

走向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而言,具备较大的知识面是

非常有必要的.大学物理教师应该将更多的课时放

在与专业课结合比较紧密的内容中.例如在为工科

专业机械专业授课时,可将刚体转动等章节做重点

讲述,适当增加课时和授课深度,提高学生对机械原

理的认知.

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独立思考、创新的能力,大

学物理教学中亦应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学习与创新的

能力.物理学是科学方法的典范,大学物理的教学理

念应引导学生主动获取知识,而不是被动接受.经调

研,目前很多高校采用小论文与考试两种考核方式,

以考查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较为灵活有效.

2.2 有的放矢 精简教学内容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鼓励自主探究

在具备良好的教学理念之后,教学内容也需要

深思熟虑,课程内容的难易程度应该具有普适性,需

要考虑到不同档次学生的基础、学生的层次以及学

生的专业.

(1)教材指定

大部分应用型本科学生的基础相较学术型本科

的学生较弱,一本适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大学

物理教材,应该更加偏向于应用,教材中的内容应该

具备多学科融合的特性.合适的教材应当降低理论

的要求,需要简化繁琐、复杂、偏难的推导,多一些实

用技巧的传授.同时,结合应用型本科教学的需要,

大学物理教材需要满足学校的教学需求,强调应用

性;适当增加与专业课“呼应”的应用材料、课外阅

读资料等,方能更符合培养创新型人才教育教学的

要求.

由于目前多数大学物理的教材仍然包含经典的

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等,这些内容虽然不可或

缺,但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已经有所涉猎了,因此在大

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物理学时极其有限的条件

下,应该将实际采购的教材“参考书化”,让教师结合

自己的课程内容,自行选择教学材料,以这些材料与

课程PPT作为真正的“教材”,学生在对教学资料中

的内容有疑问时,再到教材课本中,自行寻找推导过

程和其他关联内容,这虽然对大学物理教师的备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给予了学生自主探索的引导.

(2)知识点专业化

在面向应用型的本科教学中,大学物理课程是

为理工各专业服务的一门基础课程,大学物理教学

过程中,需要结合学生的主要专业来把握课堂知识

点.“大学物理可以协助自己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

是应用型本科学生最感兴趣的.将物理知识点与学

生的专业相关联,这对普通物理教师来说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这要求教师主动了解、熟知各专业的培

养目标和相关课程的基本情况,因此需要在课前花

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以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为例,该校致力于将

汽车学院、机电学院打造成亮点学院,其中汽车原理

与机械构造为相应院系学生的主修课程,因此大学

物理在这两所学院教学中的“工具”作用显得尤为

明显.例如在讲述“刚体转动”“机械振动”“机械

波”“热力学基础”等相关专业性较强的章节时,应

对刚体的转动动能、功能原理、机械振动的合成等知

识点,结合汽车原理和机械构造课程中的实际案例

进行讲解.简单的根据课本平铺直叙,不仅无法引起

学生的共鸣,限制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对理解知识点

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3)简化理论推导

由于学生层次的不同,其理论接受能力也是不

同的.基础较差的学生在教师进行理论推导环节时

常常会因为无法理解而掉队.应用型教育应该注重

于应用,因此教学课堂需要简化推导过程,掌握结

论,注重应用与实践.

大学物理在“气体动理论”“热力学基础”“静电

场”“恒定磁场”等章节的理论推导较多,且与高中

物理的理论推导相比,很多概念有了较大的跨越,推

导过程复杂,学生普遍较难理解.大学物理教师在讲

述上述章节内容时,应该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首先

对相应知识点进行简化,筛选掉重要性较低的原始

知识点,仅对实用性较高的知识点进行讲述,结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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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思维方式(例如磁感线、热机等),提出推导完成的

方程式,对复杂的推导过程简单描述即可;同时结合

典型的例题,对知识点的应用随堂进行讲解,以提高

学生的消化能力,加深理解,增强应用.

2.3 积极互动的同时增加课堂变化 提高学生求

知欲 玩转课堂

“课堂”是学生与教师互相了解的最直接的方

式,教师、学生的课堂表现对物理知识的传授很重

要.经统计,大学物理在普遍的应用型本科教学中未

受到较好的重视,课时较少内容却较多,迫使物理教

师忽略课堂教学质量,过多地关注教学进程而不是

教学内容,导致学生知识接受“疲劳”,教师授课“疲

倦”,因此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尤为重要.

(1)把握课堂结构

物理课堂的特点为知识点多,环环相扣,逻辑性

强,要求物理教师熟练掌握整体课堂结构,学生接收

到的知识脉络才会清晰,有条不紊.首先,在新教学

内容开始前,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上节课

知识点进行温习,并引出本节课的新知识点及重难

点,让学生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况,知道本节课授课内

容;其次,以反问问题的方式,将本节课的新知识点

与上节课的内容衔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种方式

为新的一堂课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能够温故知

新,更早地让学生进入状态.简言之,学生在有了求

知欲的情况下,授课与听课效果会更好.

(2)加强师生互动

“师生互动”的概念提出了很多年,但真正课堂

实施时问题亦会较多.加强师生间的互动,不仅是为

了活跃课堂气氛,更重要的其实是对学生的一种督

促.大学课堂的听课率比高中课堂听课率要低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师生间的相处时间较少,互动

较少,导致师生关系陌生.在高中课堂,教师会通过

不断的课堂和课外交流从而与学生积极互动.大学

课堂的表现力弱,教师的提问少,部分自律能力差一

点的学生思路容易受干扰,因此接受新知识的能力

也会降低.

课堂中的互动应该“简单”而“频繁”,较多地使

用幽默诙谐的“费恩曼式”教学风格.学生接受能力

欠佳,短暂课堂时间里必然无法细心思考回答较为

复杂的问题,因此使用简单的问题频繁地激活学生

的物理思维,使其在教学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接受能

力.

(3)增加课堂变化

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这种服务应该是可以根

据学生的接受情况及时做出调整的,一成不变的课

堂,会使学生感到厌倦.可以通过实时改变授课的方

式,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准

备10min的专项知识点讲解分析,讲述过程中在恰

当的时机交换角色,让学生点评问题,教师听取学生

分析问题的方式和出发点,这样既活跃课堂气氛又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

改变讲课风格,增加辅助器材、工具等方法来为课堂

添色彩.

目前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了大学课堂的标配,

而调研表明,大部分教师,仍然仅仅使用多媒体来替

代板书的写作,并没有真正地将多媒体动态的优势

发挥出来.多媒体的优势在于将抽象的思维具象化,

能够将一整个物理过程通过图像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对学生而言,是及其有效的知识传输方式.

3 构建物理新天地加强师生互动

大学物理属于基础课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大

学物理课程一般隶属于基础部或者理学院,基础学

科的教师相对于专业课教师,与学生接触时间较少.

于此同时,大学物理课程的课时较短,一周的课程仅

有1~2次,每次90min,一个学期的教学时间不超

过60h.在同一个大学物理教师给多个班授课,教学

班班容量又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就会使教师与学生

之间产生较大的陌生感,不利于师生间的交流和沟

通.因此,需要通过课程以外的其他方式,加强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本文中讨论的方式为创办“物理

新天地”公众号.

自2013年以来,“互联网+”已经逐步进入到大

学课程的教学中,教育部与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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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多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

教育学术研讨会,结合会议报告来看,大学物理课程

已经适应了“互联网+”环境的新形势[3].本文提及

的“物理新天地”公众号就是师生交流的“物理角”,

学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来这里获取物理课堂已经讲

述的知识内容,并对物理学在其所学专业方面的应

用和物理学基础等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通过此公

众号,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引

导性地让大学物理深入到学生学习的方方面面.

公众号的架构可以分为教学内容、物理与专业

之间交互内容两个方面.教学内容用于发布大学物

理的课程教材,以供学生随时获取.在本文“教材指

定”讨论模块中,教学拟使用的教材具体指课程教

学的PPT及其他阅读材料等,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

课本,因此每次课程结束时,可以将教材发布至公众

号中,供学生自行下载获取,对课程教学中的“漏洞”

进行查缺补漏.应用型本科教学需要时刻将专业课

内容与基础课内容相结合,而大学物理与专业之间

的交互,可以通过阅读材料和例题解析的方式,将课

程中尚未涉及的内容,发布至此,以供学生予以参考

借鉴.

公众号中探讨的话题可以从物理学史到现在的

物理前沿的研究,再到生活中物理的应用、科技方面

的应用、工程方面的应用,通过这些专题让学生深刻

地认识到物理学对其专业学习的能动性,激发学生

对物理的兴趣,与自学探讨的能力.

4 结论

大学物理作为应用型本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工

具型学科,是面向应用和就业的教学改革中有效的

抓手.教学过程中,需要将“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

概念应用于教材选择、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师生交

流中,同时可以利用不同的专业课题讨论的方式,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索.学生在自主探究方面的主

观能动性的提升,不仅仅有利于大学物理教学,同时

也提高了学生的整体素质,增加了其走上工作岗位

后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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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IdeaontheTeachingReform
ofAppliedUndergraduateUniversityPhysics

BaiJing BingDan DuRuxia WuGuoqing LiJinhuan
(PujiangInstitute,NanjingTechnology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00)

Abstract:Throughtheobservationandresearchontheacademicreportsofphysicseducationbranchof

ChinesePhysicalSocietyinSeptember2019,wereflectonthecurrentreformofphysicsteachinginapplication

orientedundergraduateuniversities.Startingfromthepractice,thispaperre examinestheteachingconcepts,

teachingmethods,andteachingcontents,andthendiscussesabouthowtoimprovestudents'self exploration

ability.Finally,amethodofestablishing"physicsnewworld"tostrengthenthecommunicationbetweenteachers

andstudentshasbeenproposed.Thispaperprovidesanew waytoimprovethequalityofphysicsteachingin

appliedundergraduate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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