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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课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大学物理教学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们在大

学物理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提出3点心得与体会,供广大教师参考.3点心得与体会分别为:注意转变学生思考问

题的方式,注重一题多解,适量做些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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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课程是面向高等学校除文科专业外

非物理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具有通识性和必修性

的基础课程.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大学物理不仅是

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而且,对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

态度、提高科学素养、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有着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学生未

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
大学物理的学习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学物理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才培养

质量的高低.
笔者经过几年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发现目前

大学物理的教学面临一种十分不利的局面.首先,

2010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全面实行中学新课标,
按照中学物理新课标的规定,中学物理课程的结构

和内容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新课标设置了课程结

构模块化,期望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业取向来

选择不同的基础模块,按照理工、文科和技术3类来

构建适合今后学业发展的基础知识结构.有的学生

因为高中物理仅限于会考水平导致物理基础不全或

者非常薄弱,进入高校以后在学习大学物理基础课

程时,出现完全跟不上的情况.高校物理基础课的教

师纷纷反映学生物理基础参差不齐,而且水平逐年

下降[1].其次,由于近年来科技飞速发展,各行各业

发展迅猛,各个专业不断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但是大

学培养计划的总学时又不能增加太多,于是为了增

加专业课程的学时,学校各院系拼命压缩大学物理

基本学时.一般来说非物理类的理工科专业通常要

学习以物理学为基础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时间跨

度为2个学期,但是现在很多高校的大学物理课程

仅仅压缩到一个学期.如此短的时间,只能选择讲一

点经典物理,近现代物理则没法讲到.这样过度压缩

的大学物理课程造成学生的物理知识体系是不完整

的.最后,学生不重视大学物理课程,认为大学物理

不是专业课因此重视程度不够.据笔者观察一个班

中认真对待大学物理课程的学生并不多.
这些都是客观大环境,但是作为一线教师,我们

仍然为提高大学物理教学质量而思考和努力.目前,
针对大学物理传统课堂教学中出现的以教师讲授为

主体,学生被动听课,学生课堂存在感不强的缺陷,
出现了许多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和尝试.
如文献[2]提出大学物理多元化教学模式,包括网

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和实践教学.文献[3]提出教学

中大胆运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运用生活中的物

理想象、利用科幻作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等措

施,以保障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事半功倍.这些教学方

式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对弥补传统教学方式的不

足,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根据笔者观察,目前大学物理教学还是以传统

课堂教学为主,传统课堂教学目前仍然是大学物理

教学的主要方式,其他的教学模式只能是传统教学

模式的补充.本文讨论我们在传统课堂教学中讲授

大学物理的一些心得与体会,供同行交流.
大学物理教材,是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最主要

学习资料.教师应该要求学生认真阅读教材,认真预

习和积极复习.作为教师,应该研读教材,基于教材

向学生讲授,方便学生课下复习.然而这样还不够,
教师还应该在讲授过程中加入自己的心得与体会,
弥补教材的不足.下面是我们在讲授大学物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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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总结的3点心得与体会(或者说注意事项),供同

行参考.为讲解形象具体,避免完全空洞的文字说

明,我们结合赵近芳的《大学物理学》(第五版)教材

(下面简称“教材”)进行讲解[4].

1 强调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的区别与联系

  要不断向学生强调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的区

别和联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大
学物理课程是对中学物理的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大
学物理学利用微积分等数学工具,把物理概念、定理

和定律,严格地表述.因此,学习过程中很多物理概

念、定理和定律中学都讲过.这里极容易让学生产生

轻视的思想.学生上课容易走神,等到重视起来的时

候,发现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思路了.
大学物理的教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学生转变

思考问题的方法.大学物理解决的问题是一般的问

题,而不是中学里遇到的特殊问题.不少学生在学习

大学物理过程中仍然习惯于高中物理解题的思维.
用高中的思考习惯和高中的公式去思考解决大学物

理的问题.这种思维定势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对大学

物理的学习,对于这种倾向教师讲课的时候要注意

纠正.
为方便体会,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进行讲解.

下面这道题目出自教材第一章质点运动学中的例

题.
【例1】以速度v0 平抛一小球,不计空气阻力,

求t时刻小球的切向加速度量值aτ,法向加速度量

值an 和轨道的曲率半径ρ.
解:由图1可知

图1 平抛运动

aτ=gsinθ=gvy

v =g gt
v2
0+g2t2

= g2t
v2
0+g2t2

an=gcosθ=gvx

v = gv0

v20+g2t2

ρ=v2
an=

v2x +v2y
an

=
(v20+g2t2)

3
2

gv0

上面的解答是教材给出的解题方法.这个解答

方法完全是中学式的,利用作图分析,完全没有利用

大学物理的知识.教师讲授这道题时不能按着教材

的方法去讲解,如果照着上面的解答讲解,会让学生

还停留在中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不利于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思考物理问题的方式.我们在讲解这个例

题的时候,改用下面的解法去讲解.
另解:

vx =v0  vy =-gt

v= v2x +v2y = v20+g2t2

aτ=dvdt= g2t
v2
0+g2t2

an= g2-a2τ = gv0

v20+g2t2

ρ=v2
an=

v2x +v2y
an

=
(v20+g2t2)

3
2

gv0

这个解法就是大学物理学中求加速度的一般方

法.建立坐标系,利用加速度定义式在坐标系的分量

形式求导求解.总之,教师在授课的时候一定要站在

大学物理的高度去引导学生用大学的思考问题的方

法去解决问题,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

式与方法.

2 讲例题时要一题多解 拓展学生思路

通过“一题多解”的训练,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

更多的物理知识,而且能够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

物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物理教学

的效果[5].对于教材中的例题的解法,如果还可以用

前面讲过的知识求解,就要鼓励学生去求解,同时比

较两种方法的优劣.
下面以教材3.3节刚体定轴转动的动能定理中

的例题为例.
【例2】如图2所示,两物体的质量为m1 和m2,

且m1>m2.圆盘状定滑轮的质量为M1和M2,半径

为R1 和R2,质量均匀分布.绳轻且不可伸长,绳与

滑轮间无相对滑动,滑轮轴光滑.试求当m1 从静止

开始下降了x 距离时两物体的速度和加速度.
解:以两物体、两滑轮、地球为一系统,W 外 =0,

W 内非 =0,故机械能守恒.以m1 下降x 时的位置为

重力势能零点,则有

m1gx+m2gx=m2g2x+12m1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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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m2v2+12J1ω

2
1+12J2ω

2
2

图2 刚体定轴转动

由 于 v =ω1R1 =ω2R2,J1 = 1
2M1R2

1,J2 =

1
2M2R2

2,可解得

v2= 4(m1-m2)gx
2(m1+m2)+M1+M2

v= 4(m1-m2)gx
2(m1+m2)+M1+M2

由于运动过程中物体所受合力为恒力,a为常

数,v2=2ax,故有

a= 2(m1-m2)g
2(m1+m2)+M1+M2

此题利用机械能守恒定律求解速度,然后利用

运动过程中物体所受合力为恒力这个结论求加速

度.对于这个例题,我们还要求学生用前面讲过的刚

体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求解.因为刚体定轴转动的

转动定律是刚体力学部分最重要的内容,利用转动

定律求力和加速度是刚体力学部分学生必须掌握的

内容.本题求加速度,因此利用转动定律求解是首先

应该考虑的方法.上面例题解法中利用“由于运动过

程中物体所受合力为恒力”这个结论,由速度去求

加速度,严格来讲这里有些逻辑问题,有学生就问到

“什么是恒力? ”,因此利用转动定律求解出力是必

要的.
另解:对两物体由牛顿第二定律得

m1g-T1=m1a  T2-m2g=m2a
对两滑轮由转动定律得

(T1-T)R1=J1α1  (T-T2)R2=J2α2
补充运动方程

a=R1α1=R2α2
联立上面方程求得

a= 2(m1-m2)g
2(m1+m2)+M1+M2

容易发现加速度为一常数.根据匀加速直线运

动,v= 2ax,可解得

v= 4(m1-m2)gx
2(m1+m2)+M1+M2

对于这道题目,我们在讲解完例题的解法后,再
要求学生利用前面讲过的转动定律求解,这样不仅

巩固了前面所学的知识,而且扩展了学生的思路,提
升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 适量做些引申

对于无法完全讲彻底,但是又不得不提到的知识

点,不能只讲结论,可以试图做些简化处理,讨论再稍

微深入一些,这样对学生理解问题会有极大帮助.
卡诺循环是大学物理学中热力学部分必讲的内

容.引入这个问题起源于19世纪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探讨如何提高热机效率这个重要的问题.卡诺于1824
年发表《关于火力动力的见解》这篇著名的论文,提出

了著名的卡诺循环,从理论上回答了热机的最大效率

这个问题.大学物理教科书一般推导出卡诺循环的热

机效率,然后直接给出结论:在相同高温热源和低温

热源之间工作的一切热机中,卡诺热机的效率最

高[4].仅仅给出了结论并没有证明,这样处理学生可

能印象并不深刻,或者心里仍然在想为什么? 对于大

学物理课程,这个证明有些超纲,证明不必讲.但是仅

仅文字阐述又显得不足.为此我们采取下面的办法,

找一个具体的例子,计算出效率,然后跟卡诺热机的

效率比较.在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在两个热源间建

立另外一种循环,例如由两等温和两等容过程组成的

循环,如图3所示,计算这个循环的效率,然后跟卡诺

热机的效率比较.这样经过稍微深入一点的处理后,

学生不仅对这个结论不会有疑惑,同时还能巩固计算

热机效率这个重要的知识点,由此一举两得.
【例3】求如图3所示的正循环的循环效率,并

证明效率小于卡诺循环的效率.

图3 正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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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程1→2,等温膨胀过程,系统吸收的热量为

Q12= M
M mol

RT1InV2

V1

Q12 >0,说明1→2过程系统吸热.
过程2→3,等容降压过程,系统吸收的热量为

Q23= M
M mol

CV,m(T2-T1)

其中CV,m=i
2R
,i是气体的自由度.

Q23 <0,说明2→3过程系统放热.
过程3→4,等温压缩过程,系统吸收的热量为

Q34= M
M mol

RT2InV1

V2

Q34 <0,说明3→4过程系统放热.
过程4→1,等容升温过程,系统吸收的热量为

Q41= M
M mol

CV,m(T1-T2)

Q41 >0,说明4→1过程系统吸热.
则整个循环过程中,系统吸收热量的大小为

Q1= M
M mol

RT1InV2

V1
+ M

M mol
CV,m(T1-T2)

系统放出热量的大小为

Q2= M
M mol

RT2InV2

V1
+ M

M mol
CV,m(T1-T2)

则此正循环的效率为

η=1-Q2

Q1
=

1-

T2+i
2
(T1-T2) 1

InV2

V1

T1+i
2
(T1-T2) 1

InV2

V1

<1-T2

T1

由此可见,上面列举的在两热源间工作的热机

的效率要小于卡诺热机的效率.这虽然不是一个一

般的证明,但是学生对“卡诺热机效率是两热源间工

作的一切热机的最大的效率”这个结论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而不仅仅局限于被动接受.这样处理不仅让

学生对卡诺热机的物理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而且

还复习巩固了求热机效率这个重要的知识点.

4 结论

本文就如何提高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质量提出3
点注意事项,这些是我们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的

心得与体会,供同行交流与参考.在大学物理课程的

授课过程中,教师除了认真研读教材,结合课本把书

中的内容讲授给学生之外,还要加入教师自己对大

学物理的理解,做一定的深入,有些地方需要做适量

修改和补充,不能完全照本宣科.3点注意事项分别

为:注意转变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注重一题多解;

适量做些引申.为避免空泛的讨论,我们在讲解中加

入了具体的例子方便读者体会.这些例子是我们在

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可以为广大教师在教学中提供

有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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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oughtsabouttheCurriculumTeachingofUniversity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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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gephysicsisanimportantpublicbasiccourse,andcollegephysicsteachingisanimportantpartof

quality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Inthispaper,ourexperienceinteachingcollegephysicsisputforward,whichcan

beusedbythemajorityofcollegephysicsteachersforreference.Theexperiencecontainschangingstudents′wayof

thinking,solvingoneproblemwithdifferentmethods,andmakingsomeextensiontothe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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