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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物理预修课程很好地承担了大中学物理课程衔接的工作,为减轻大中

学物理教学的断层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学物理预修教材利用二维码展示了多种多媒体资源,内容丰富立体,增加了

学生对物理课程的兴趣,并且教辅配套齐全,使教师授课更加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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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14年高考启动改革以来,大学物理课程的

教学对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提出了新挑战.新高考

对大学物理这门课程的教授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

影响: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教师教授难度增大.而中

国现有的高中物理和大学物理教育原本就存在着断

层,这种断层不仅可能会造成人才和资源的浪费、人

才培养链条的断裂等问题,还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各高校的生源拉锯战现状,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公

平性.为了减轻中学物理与大学物理的断层现象,很

多高校开设了大学物理预修这样一门新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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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高考改革政策相对应,2017年上海市和浙

江省首先迎来了第一批新高考考生入学就读.新高

考改革后,以先行试点浙江为例,浙江省考生选考物

理人数大幅度下降.2016年,浙江省有8万多学生选

考物理;改革后,新一届高中学生选科,据估计大约

只有3万人选考物理.在高考人数稳定的前提下,

2017年,物理学科约有5万余人的流失,学考学生只

考必考题,所以相当部分学生没有学过选考部分内

容,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将与选考物理的学生

水平上有较大差距,造成非物理专业学生水平参差

不齐,使得相应的教学难度增加.

2 形势政策分析

在新高考改革前,不计自选模块,高考总分750

分.理综300分,物理120分,所以物理科目权重为

120分
750分=16%

在新高考改革后(以浙江为例):按分数看,物理

科目权重为

100分
750分=13.3%

但是考虑到“3+3”模式,语数外各150分,其他3门

各100分,但每门都按40~100进行赋分,所以这3

门实际区分学生的有效分数为60分.这样物理科目

权重为

60
(3×150+3×60)=

9.5%

显而易见,物理学科的权重大大降低,并且,新

高考改革后,不仅考试内容有所压缩,知识点有所删

减,原有的知识点难度也有所降低,导致在当前新高

考政策下,生源的物理水平参差不齐.文理不分科导

致未选考物理的学生进入理工科专业,物理知识与

选考物理的学生存在断层现象,教师授课存在课程

衔接问题预计对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大学物理课程

的教学会带来较大困难和挑战.这不仅会导致进入

高校理工科学习的学生基础薄弱,还会造成学生对

物理学科的不重视甚至放弃物理基础学科的学习,

对我国的人才战略将会造成不良影响.

3 应对策略

浙江省高校身处改革前沿,首当其冲.笔者与浙

江工业大学理学院大学物理课程负责人施建青教授

经过多次商议,施教授认为急需一门课程,在大学物

理课程开设之前将入学新生的物理水平提升至同一

水平线,即高校可在新生入学第一学期开设“大学物

理预修”课程,进行针对性补课教学,之后开展大学

物理教学时也将会更加顺畅.一门全新的课程必然

需要全新的配套教材.在国内预修课教材市场仍属

空白的背景下,笔者与浙江工业大学施建青教授经

研讨后计划出版一本大学物理预修课的教材,填补

当前国内空白.

3.1 高校应对

计划制定后,施建青教授召集了同样有此担忧

的省内的数十所高校: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科技大

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学院、浙江工商大

学、浙江理工大学、温州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的大

学物理课程负责人,以及浙江省教研室的教师,经过

商讨达成了开设大学物理预修课程以及编写教材的

共识.

达成共识后,参与教材编写的团队多次在杭州

开会研讨编制教材的方案,最终确定以人教版高中

物理为编写基础,将新高考与原高考中省略的内容

提取出来,编写至《大学物理预修教程》中.在现有

考试标准中,高中物理的知识体系共计116个知识

点,包括学考知识点58个、选考知识点102个,其中

学考、选考共同知识点有44个,只学考不选考的知

识点有14个.本书包含了高中物理所有学考内容相

较选考内容缺失的部分,即人教社版高中物理教材

的物理选修3 2、物理选修3 4、物理选修3 5和部

分物理选修3 1的内容.

编者团队在编写教材纸质内容结束后,又开始

了授课视频的录制,录制视频上传在网站上以方便

学时数不够的学校在授课时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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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出版社配合

自从互联网的浪潮席卷所有产业,出版业也开

始与新技术融合,出版的形式也变得丰富多彩了.高

教社物理分社此前着手整理收集制作了一些与物理

课程相关的电子资源,包含阅读材料和一些动画以

及相关视频,可供作者选用配套到纸质教材中,形成

了一本立体的新形态教材.并且由美术编辑设计了

系列教材的封面,以便后续类似教材出版时形成系

列教材,并由版式根据新形态教材设计了侧边栏版

式,以便加入二维码资源,这大大丰富教材内容,使

教材更加立体化,并且可以随时增加或者改动内容,

紧跟最新科研前沿.
本教材于2017年9月正式出版.本书除了书面

配有的二维码电子资源外,还做了相关配套资源:入

学测试样卷、PPT、教学大纲、在线开放课程.与本书

配套的习题分析与解答以及课后作业等教辅也于

2018年陆续出版,使得选用本教材的教师授课以及

布置作业更加方便.

4 开设方式

根据目前的考生以及课程设置情况,目前多所

开设预修课程的高校采取了以下做法.

4.1 入学考试

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给学生发送网络在线课

程的网址,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物理掌握情况自行在

家学习.入学后新生将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对学

生进行遴选,合格者可免修预修课程,考试未合格的

学生需要修读大学物理预修课程.

4.2 开设课程

对未能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在大一上学期开设

预修课程,学时为32~64学时不等.本课程重点研

究大学物理与高中物理的衔接问题,重构了在高中

阶段没有完成的物理课程内容,有机衔接了大学物

理与高中物理的教学.本课程在内容体系上对现有

高二、高三阶段的物理教学内容进行了整合,尽量减

少高中物理和大学物理课程的重复,力图弥补没有

参加过高考物理选考学生的物理知识与能力的短

板.

4.3 期末考试

在课程结束后进行期末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

下学期即可进入正常的大学物理课程的修读.

5 总结

经调研,浙江目前已有超过半数的高校开设了

大学物理预修课程,并且有不少高校表示,会继续开

设预修课程.从效果上来看,大学物理预修课程最终

通过率在80% 左右,基本上补齐了未参加选考物理

学生的知识短板,并且经过一个学期线上和线下的

混合教学,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变化,对大学物理

更有亲近感.大学物理预修课程可以缓解中学物理

和大学物理教育断层现象的不良影响,可以在新高

考背景下做好高中与大学物理教学的衔接工作.并

且后续“大学物理预修”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和在线

网络课程建设也会逐步完善,方便师资力量不足的

高校学生自主学习和授课教师授课.
可以预见,本书在新高考改革的情况下,在全国

范围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需要通过大学物理预

修课程的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物理水平.目前全国大

部分省市的高中物理教材均选用人教版教材,施建

青教授编写的教材正是在此基础上编写的,适用性

较为广泛.后期我们将会根据使用教师的反馈情况

不断补充修订,使本教材可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大学物理预修课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教育断层现象的不良影响,在

新高考背景下做好了物理教学的衔接工作,对大学

物理授课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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