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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以“金课”为标准,在“物理学”课程教学中做了5个方面的实践探索.包括根据专业大

类组班教学;面向专业类别分类制定大纲和授课计划;完善 MOOC教学资源,加入专业应用讲座;增设物理人文培

养的特色部分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以及创新学业评价考核办法,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鼓励

学生利用教学资源自主学习.

关键词:大学物理  教学改革  金课建设

1 引言

面对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一流课程

建设的高等教育发展大势,以及疫情所带来的线上

线下教育变革,各高校都在努力建设“高阶性、创新

性、有挑战度”的“金课”,全力推进学校高质量发

展.物理学是理工科各高等院校的一门重要的基础

课程,很多高校也将物理学课程称为大学物理,该课

程对于提高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基础性

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对大学物理课程进行“金课”

建设势在必行.
通过对往届学生进行关于大学物理课程学习的

抽样问卷调查,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现状和问题主

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教学方法和模式相对较单

一;缺少与专业课程的关联和结合.因此,在新时代、

新形势下,我们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进行

“课堂革命”,以“金课”标准为出发点,将教学内容

与学生专业、学科前沿、个性化学习相结合[1],通过

MOOC教学资源,植入物理人文精神和素养的培

养,对大学物理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进行全面的改革

和探索.

2 面向专业类别制定大纲 增加专业应用的物理

元素

大学物理作为高校的公共基础课程,普遍采取

组合2~3个自然班级(35人/自然班)为中等规模

班级的形式进行授课.学校专业班级众多,组合班级

方式必然要考虑学生专业的需求.针对不同物理基

础的学生和不同的学科专业需求,教研室以《非物理

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参考,

制订了A,B两种不同层次的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

A类为大学物理教学要求的高层次,针对船舶海洋

与工程、机械类、电子通信类等专业的学生,共112
学时.要求学生能较全面地理解大学物理的基本概

念及原理等,具有一定物理原理的应用能力.B类主

要针对能源动力与工程、环境工程、材料类、化学类

等专业的学生设置,共96学时.要求课程中重点介

绍物理定律、定理等的物理图像,对教学中难度较大

的内容以及繁杂的数学推导过程做适当取舍,尽量

与学生所学专业相联系,以便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2].
不同专业对于物理知识的需求和应用不同,教

师怎样将大学物理的教学与学生的专业方向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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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引导学生跳出物理理论和公式的束缚,体验物理

的乐趣和专业应用性呢? 如果能根据专业相关性进

行编排,或许更为合适.教师可以调研授课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研究相关专业后续专业课程所需具备的

大学物理知识,形成针对相关专业细化的专业基本

教学目标,制订具体授课计划.以总学时112学时的

教学班为例,比如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工程力学等专业组合分班,增加力学部分

的教学学时;电子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组合分班,增加电磁学方面教

学课时;能源与动力工程、轮机工程、化工等专业组

合分班,增加热力学方面的教学学时.教师在教学时

可以针对性地将理论与专业实际紧密结合,突出物

理的专业应用性,做到普及性和针对性协调发展.
教学例题是理解和应用知识点的一个具体实

践,教学例题的设置就显得尤为关键.对于跟专业关

联较大的知识点,可以对教学例题进行修改和变革.
将原有例题的情境进行改编,使之贴近学生专业背

景和实际工程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深学生

对自己所学专业和大学物理课程的关联性了解[3].
比如,针对能源动力与工程专业,讲到热力学循环过

程时,以汽轮机为基础设计例题;针对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讲到振动的叠加时,以电子测量中信号波谱

分析设计相关例题;针对土木工程专业,讲到刚体理

想模型时,结合材料力学及建筑结构设计相应例题;

针对应用化学及生物学等生化类专业,讲授近代物

理中的光谱知识结合该专业对光学成像及各类生化

光谱构造例题.

3 引入专业应用线上讲座 优化线上教学资源

大学物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

式[4]适合当前优化教学效果的需求.线上学习主要

用于预习新课和复习巩固,课堂以精讲课程中的重

点、难点为主,通过举例子、摆现象、提问题等方法施

行启发与讨论式教学.结合不同专业特色和需求,提

供相应的翻转题目,让学生们进行讨论、分析和总

结,亲自实践物理学和其他专业领域、生产生活的融

会贯通[5].
混合式教学中,对于授课内容的教学设计,主要

用到教研室自建的 MOOC教学资源以及即时通讯

APP(QQ,微信)等.以力矩做功/刚体定轴转动动

能定理这部分内容的教学(图1)为例,具体的教学

设计如下:授课前,通过 MOOC课程公告提醒学

生,观看慕课视频,完成小测试.学生完成后,查看慕

课作业的完成情况和反馈,以确定讲授时的重点和

难点.采用慕课堂签到,课堂讲授教学内容的重点和

难点;提供翻转题目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教师总结

概括.最后留10min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做慕课堂

随堂测验,检测学习效果.教师根据慕课堂练习的得

分情况,有选择性地进行讲解.

图1 刚体教学内容目录

教学团队自建的 MOOC教学视频中增设了跟

专业结合的特色部分 ——— 物理知识拓展课堂,如图

2中目录所示.教学团队邀请其他专业的教师,就物

理和相关专业结合的某一实际应用,从专业的视角、

宏观的角度提出对该问题的整体理解,然后对其中

的具体细节,结合用到的物理知识进行仔细分析,给

学生的学习带来一种新的收获和体验.例如视频“船

舶中的力学问题”(图3),该视频由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院教授朱仁庆讲解,以两个具体实例展示了大学

物理在船舶与海洋工程相关专业中的应用,一个实

例是运用力学部分动力学方程具体分析航母拦阻索

阻力的变化,另一个实例是运用刚体中浮力和重力

力偶作用下平衡性分析说明船舶的稳定性问题;“手

机触摸屏工作原理”由电子信息学院王彪教授讲

解,运用电学部分电容器充放电知识点说明手机触

摸原理;“耳机是如何发出声音的”(图3)由理学院

教授戴俊讲解,运用磁场力知识点说明耳机工作原

理,运用振动叠加原理说明耳机降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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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学物理 1MOOC资源目录

图3 MOOC物理知识拓展视频示例

4 科学人文素质培养 立足全面育人观念

MOOC教学视频中增设了物理人文培养的特

色部分,如图2中目录所示:“古今中外漫话物理”.
视频“从经验到科学的上下3000年”,如图4(a)所

示,主要讲述物理的起源和介绍古代中国的物理学

萌芽发展,“中国缺席的物理学大爆发之路”,如图

4(b)所示,主要讲述18世纪至19世纪世界物理学

大发展,并介绍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特别指出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物理学的复苏以及老一代科

学家的科研精神和家国情怀.

图4 MOOC漫话物理人文视频资源示例

视频“从中国科学的黄金时代看物理”,讲述改

革开放后,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以来,中国科

技和物理蓬勃发展的盛况与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引起学生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对科技、社会、经济等

方面发展重要作用的思考,以及加深对现代物理学

研究的理解.这些特色内容中呈现了物理发展过程

中所展现出的人类智慧、物理学家求真求实的科研

品质和精神,小小故事中蕴藏着做人做学的道理,这
对学生来说,是一种物理人文精神的感受和熏陶.

5 综合考核方法

混合式教学中考核办法至关重要,它对学生的

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将

学生网络在线自学、在线自测、在线互动、在线作业

和课堂表现等方面的表现以一定的比例计入学生的

平时成绩.鼓励学生利用网络教学资源自主学习,加
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控,积极鼓励学生进行知识

小结和撰写课程小论文,并将其计入平时成绩.整体

来说,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线上学习和课堂授课的

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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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管理

者和引导者[6].

6 结论

对大学物理以专业为导向进行教学改革.将相

近专业编排组班.根据专业培养目标,修改授课计

划,加入专业拓展内容.改革大学物理教学内容体

系,体现课程内容的专业应用性.改革教学方法和手

段,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建设与专业结合、
包含丰富的物理人文故事的网上 MOOC资源,培
养学生的自然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以提高大学物

理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为出发点,以培养出高质

量、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为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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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searchontheIntegrationofProfession
andScientificHumanisticQualityTraining

———TeachingPracticeofPhysicsBasedonOnlineandOfflineHybridMode

LiuXiaomei WanJia GaoGuojun WangYing WangFang GeZhaoyun GuoJiyuan DaiJun
(SchoolofScience,Jiangs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Zhengjiang,Jiangsu 212003)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newera,wehavemadefivepracticalexplorationsinPhysicsteaching
taking"excellentcourse"asthestandard:1,Accordingtothemajorcategoriesofstudents,combineclassesand
teach;2,Fordifferentprofessionalcategories,developdifferentoutlinesandteachingplans;3,ImproveMOOC
teachingresources,andintroduceprofessionalapplicationlectures;4,Addthecharacteristicpartofphysical
humanitiestrainingteachingsoastocultivatestudents'humanitiesliteracy.5.Innovateacademicevaluationand
assessmentmethods,strengthenthemanagementofstudents'learningprocess,andencouragestudentstostudy
autonomouslyusingteachin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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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ingConstructionofPhysicsCategoryCourseSystem
underChinese foreignCooperativeRunningSchoolsMode

LuoXiaobing LiYanhong YanYanci PanNana LiJian LiDengfeng LiuJun
(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SchoolofScience,Chongqing 610064)

Abstact:BasedontheexperienceofChinese foreigncooperationprojectformanyyears,andtheteaching
experienceofphysics,weputsforwardsomeproblemsinthepaperduringthewholeteachingbystudents'evaluation
aboutthiscourse.Aseriesofsolutionstotheseproblemsareadopted,andsomethinkingandcopingstrategiesare

putforwardaboutphysicscoursesystem.
Keywords:coursecollaboration;physics;coursesystem;Chinese foreign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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