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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的现状,提出“问题导向”式教学的解决途径.“问题

导向”学习中“教”与“学”的方式有较大跨度的转变,它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其中问题的设置环节对师生

良好互动的实现至关重要.文章就振动内容问题的设计和提出进行简单应用尝试,以期为后续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

持续进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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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领头军,研究大至宇宙,

小至基本粒子等一切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规

律,是整个自然科学和现代工程技术的研究基础,已

成为支撑现代文明的骨架,与科学和发明并驾齐

驱[1].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各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

专业基础课,对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

和创新能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学效果将直

接影响大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及其终身的发

展,其影响不言而喻.
然而,近年来国内诸多高校中,“物理”已被许

多学生们贴上了诸如:繁重、沉闷、无聊、被动、机械

等标签,这很大程度来源于学生厚重的课业和考试

压力[2].快乐认知过程与之失之交臂,可望而不可

及.一方面,学生在数年累计的学习过程中并未真正

体会到“学以致用”,对身边的技术没有一点概念,学

而不知学有何用;另一方面,我们过多关注学生的成

绩,而非学生脑力劳动过程的感受,这是教育上的短

视和急功近利.
目前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学习的被动性,使得

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理念和课堂结构广受诟

病,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疫情期间问题

的严重性就更显突出.传统的教学方式如不改革,这

样的环境和状态也会难以为继,即使不要求可持续

发展只维持基本生存,也需要发展和探索能有效适

应目前环境和教学对象的新的教学方式.如何让学

生爱学、会学、学好,是我们改革该课程的着力点.

2 “问题导向”式学习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中的意

义

  讲授式为主的传统课堂教学,教师是主体、学

生是客体,教学过程基本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

一个单向过程,教师一言堂,学生课后做作业 ———

以讲授式为主的课堂教学可以把授课内容全面、明

确地传递给学生,学生直接从中获益,简捷而高效.
但讲授式为主的课堂教学中学生被动地接受,也使

得学生进行思考内化的过程被阻滞,学习的主动性、

创造性被消弱,不利于学生个体参与的独立性和认

知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有两项教育任务,一是传授一定的知

识,二是启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启发他们跳出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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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去阅读、思考和研究[3].对于第二项任务,

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这却是学生能否获得

真正学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在对

教师和学生之间高质量的教学模式的探索过程中,

“问题导向”式学习(Problem BasedLearning,

PBL)或许可以委以重任.
“问 题 导 向”式 学 习 由 美 国 神 经 病 学 教 授

Barrows于1969年率先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

学使用[4],它突破了传统授课模式的框架,认为学习

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又发现新问题

的渐进过程,据此建立了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式.
随后,“问题导向”式学习在国内外有较快发

展,成为当前国际上流行的人才培养模式[5~7].它的

教学思路为:由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以解答问题为

任务驱动,把学习设置到真实的情境中对驱动问题

进行探究,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探究解

决问题之道,从而理解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

达到提高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强调对知识的迁移运用,转变传统课堂教师和学生

教与学的关系.

3 “问题导向”式学习中问题设置的简单应用

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问题导向学习中

“教”与“学”的方式有较大跨度的转变,学习者成为

学习过程的主体.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如何被调动,调

查研究认为影响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因素包括活动的

挑战性、个人兴趣、对活动掌控程度以及协作等条件

组成.因此,教师应该围绕这些因素,设计不同层次

的问题,引导师生之间进行渐进的探讨,以便更深入

地理解和掌握物理相关知识和原理.而这些目标的

实现,需要教师改变原有的教学思维模式,以新的视

角进行课堂组织和设计,以便更好地致力于真正有

效的课堂学习,展开教学实践.课程的改革是多方位

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就“问题导向”式教学法

的核心 ——— 问题的设计和提出,就教学内容进行带

入应用.
以机械振动这部分内容的讲授为例.首先准备

一些振动发生器件,比如不同频率的音叉,以备课堂

使用.为了制造课堂气氛,带着敲击发声进入课堂,

发声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

比如以不同的力量敲击同一个音叉,了解一下

学生们的感受;然后改换不同频率的音叉,继续让学

生们进行反馈,说出它们的不同? 引导学生分析这

些不同的感受和振动的什么要素相关联? 学生在各

自的位置上都能听到敲击音叉的声音,意识到声波

传递到各个位置,说明波动和振动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样,从声波传递引出振动的主题,再引出声音的要

素:响度、音调、音色,它们和振动的什么参数有关?

进而带着疑问想了解更多有关振动这种运动形式的

信息,带着思考进入授课内容的主题,如何把振动描

述出来,关键参量有哪些? 如果让学生去设计实现,

会从哪些角度进行分析? 在这些问题中引导学生逐

渐从受力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建立简谐振动表示以及

振动方程的数学模型.于是,在问题的不同情境的设

置中,调动学生有意愿参与课堂讨论或与同学交流,

激发学生想学习的热情.

继续使用音叉的作用,通过对放置在不同位置

音叉的同时敲击,学生听到后再表达他们的感受,从

而引出振动的合成问题,让他们尝试分析这些操作

改变了哪些参量,如何进一步从数学方法分析所得

到的结果? 这样使学生把自己亲身感受的现象和所

学习的概念知识联系起来,有真实的体会后,更好地

理解后续学习内容.

这样,在前期的引导中,让学生继续思考哪些生

活问题涉及到振动的合成,还需要对其进行分析.引

导学生用音叉实现共振的发生,并分析共振产生的

原因条件以及可能的结果.并请学生思考,自己曾经

体验、感受、听过的一些振动现象,哪些是有利的,哪

些是不利的,比如:环境噪声使人体不安,共振引起

的桥梁结构的破坏,各种弦乐器音腔在共鸣箱中的

振动利用了“力学共振”,医疗技术中超声碎石,激光

的产生利用了“光学共振”等,这一系列的作用和什

么参量直接关联? 让学生组织进行讨论,探讨振动

能量的概念,分析振动能量的组成、影响因素以及如

何进行数学定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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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师生交互的过程中将所学习的理论知

识和所展示的具体示例联系起来,知道如何去探究,

理解背后的原理,使得学生能够以用为学,激发学生

更多探究性思考,可以把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以

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把学生置于教学环节

的中心地位,强调学生主动学习意识,从而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研究表明,课堂中师生互动的频次与质量成为

本科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问题的设置俨然

在此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提问是教师工具箱中最

重要的工具,如何打磨这些工具使学习效果最大化,

值得教师付出不断的努力和尝试.

4 结论

“问题导向”式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

导向,目的是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和学以致

用等诸多能力,而决定大学物理“问题导向”式教学

模式成败的关键在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能否顺利

进行问题的交互探讨,通过教学过程,达到师生共

进,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改革和实践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精

心设计课堂活动,获得学生对教学内容、提问方式、

学习方法、课堂节奏等方面的反馈,根据实情及时作

出调整,积累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实践的过程加以

消化并吸收.正因为教学方法比较新颖,教学实践过

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状况的出现,需要在尝试的过

程中逐渐地解决和完善,以求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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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AnalysisonPracticeof
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Reform

LiuYan ZhaoJintao GeLi QiaoYanli
(HangzhouDianziUniversity,Hangzhou,Zheijiang 310018)

Abstract:Inviewofthecurrentsituationofmanyproblemsexistingincollegephysicsteachingin Our

country,Problem-Basedlearningisdeveloped.InProblem-Basedteachingmethod,thereisalargechangesinthe

wayof"teaching"and"learning",whichisstudent-centeredandproblem-oriented,andthesettingofquestions

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qualityofteacher-studentinteraction.Thispapertriestodesignandputforwardthe

problemsinaclassaboutvibrationcontent,inordertoprovidehelpforthefollow-upcollegephysicsteaching

continuousreform.

Keywords:collegephysics;problemorientation;student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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