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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高考制度下,不同地区学生物理基础差异大,这对高校相关专业,尤其独立院校医学专业物理课教学

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学实施过程中,突出课堂思政,注重培养品学兼优、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注重与中学物理、高等数

学的衔接;突出案例教学;与医学知识、物理学史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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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我国开始了恢复高考以来最

全面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021年,共有

14省(市)按新高考制度进行招生.新高考制度下,

物理科目在分数、考试时间、考试范围都发生了很大

变化,这对高校相关专业,尤其独立院校医学专业物

理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1 新高考改革情况分析

1.1 已改革地区情况

1.1.1 “3+3”方案省(市)

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6省(市)

已实行“3+3”方案.第一个“3”指全国统考科目语

文、数学、外语;第二个“3”为任选科目,考生可在物

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门科目中任选3
门,共能产生20种组合.

“3+3”方案所设计的选考科目一年两考制度与

等级赋分方式存在政策漏洞,导致物理科因难度较

大而在选科博弈中遭“弃考”,高中教育受到一定程

度的负面影响,高中毕业生的物理知识碎片化严重,

高校相关专业的招生质量降低.
1.1.2 “3+1+2”方案省(市)

广东、江苏、辽宁、河北、福建、湖南、湖北、重庆

等8省(市)2021年高考开始实行“3+1+2”方案.
“3”指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1”指从物理、

历史两门科目中选1门,“2”指从化学、生物、政治、

地理科目中任选2门,“3”和“1”按原始分计分,语
文、数学、外语每门150分,物理、历史100原始分,
“2”按 等 级 赋 分,每 门100分,“3+1+2”总 分

750分.
“3+1+2”方案通过提高和完善赋分技术,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3+3”方案中赋分机制的缺陷和不

足,解决了考生选考科目成绩可比性问题和成绩呈

现的公平性问题.此方案适应目前中学教育水平,可
促进中学职业生涯教育发展,能有效保障高校专业

招生质量,促使高校专业招生趋于合理[1].
1.2 未改革地区情况

其他各省新高考改革时间及方案均未公布,

2021年均使用新课标全国卷.新课标全国卷分为卷

Ⅰ、卷Ⅱ、卷Ⅲ,物理科目满分110分,试卷最后一题

为选考题,占15分.选考题要求从选修3 3、选修

3 4中任选一题作答.
选修3 3包括分子动理论,气体,固体、液体和

物态变化,热力学定律等4章内容;选修3 4包括

机械振动、机械波、光、电磁波、相对论简介等5章内

容.选考题模式导致学生知识体系不完整,在大学阶

段相关物理课程的学习没有基础.

2 学生基础分析

  独立院校医学专业高考录取分数一般会超出本

科线几十分.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为例:根据近

3年全国各省(市)录取情况,录取最低分超过本科

  作者简介:王磊(1984 ),男,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物理教学及科研工作.

—72—

2021年第7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线70分,热门专业超出本科分数线100分,同专业

最高分与最低分相差超过100分[2].调查结果显示,
麻醉学、医学影像技术及食品专业学生高考物理成

绩差异大,最低分不足30分,最高分超过80分,学
生的基础存在较大的差异.

3 课程内容分析

  医学物理学是现代物理学与医学相结合所形成

的交叉学科,是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一门基础课,在中

学物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现代物理思想、概念和

方法,扩大物理知识领域,是医学影像物理学、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后续课程必要的基础.独
立院校医学专业在学习过程中,个别章节会做调整

和删减.
3.1 物理知识跨度广

医学物理学涉及物理学多个分支,知识跨度广,
总体难度较大.新高考地区学生物理基础教好,学习

起来相对容易.未改革地区学生物理基础薄弱,学习

起来难度较大;选考3 3学生学习难度最大,具体

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医学物理学学生基础知识分析

教学内容 新高考地区学生基础
未改革地区学生基础

高考选考3 3 高考选考3 4

振动与波 有 无 有

声波 无 无 无

流体的运动 无 无 无

分子动理论 有 有 无

静电场 有 有 有

直流电 有 有 有

磁场与电磁感应 有 有 有

波动光学 有 无 有

几何光学 有 无 有

激光 有 无 有

X射线 有 无 有

原子核和放射性 有 有 有

基础覆盖率/% 83.33 41.67 75.00

      说明:此表中“有”“无”指高中阶段是否经过系统学习.

3.2 数学知识影响大

医学物理学主要以导数和微积分作为数学基

础.2019人教版高中数学教材删掉了微积分相关内

容,高中数学不再讲微积分,这给学生大学阶段学习

带来了更大困难.
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为例:学生只在大一

学习医用高等数学,但仅为32学时,而由于数学知

识的逻辑性,删减知识又十分困难.学生数学基础薄

弱,在教学过程中学时少、问题多、数学知识滞后于

物理课需要的矛盾比较明显.
3.3 与医学关系密切

医学物理学不断促进临床诊断、治疗、预防和康

复手段的改进和更新进程.在理论中,主要通过概念

和方法阐释了人体器官和系统的功能及生理过程,

如解析噪声、电磁辐射等物理因子对人体及各种人

体材料所产生的效应;同时,X射线、核技术应用于

医学影像及肿瘤放射治疗等医学实践中[3].

4 教学实施方案

  为了保证授课质量、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医学

物理学教学必须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特

点及个性发展,将夯实理论基础,提升物理兴趣同步

进行.新高考制度下的教学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
4.1 突出课堂思政

设置以立德树人为引领的课程目标和教学方

案,将课程思政理念、目标、方法转化为丰富生动的

教案、教材、课件与教学实践,用好物理思政教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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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使教学更加自然地担负起融知识、规律、方法、价
值为一体的育人责任,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创新潜

质.在教学中充分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
现物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物理

科学规律,了解物理学发展史,使学生拥有历史的思

维视角.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奉献社会的责任感,使
学生受到优良传统和现代科学的熏陶,激发学生的

爱国精神和报国志向[4].
4.2 注重知识衔接

4.2.1 与中学物理的衔接

医学物理学与大学物理关系密切,主要区别在

于医学领域的应用,共同特点是知识密度大,理论性

强.因此,在教学中做好衔接尤为重要.
一是教学方式的衔接.在讲解重点、难点知识

时,适当放慢讲课的速度,以便学生把知识点理解透

彻;可以根据教学任务及要求,对部分非重点内容略

讲,让学生自主学习一些中等难度的知识,这样既可

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可以保证进度,完成

教学任务[5].
二是教学内容上的衔接.未进行高考改革的地

区,在选修3 3、选修3 4只选取其中一本书学习,
造成了学生物理基础知识的缺陷,影响大学阶段学

习.在讲授到相关内容时,需保证概念的全面性、知
识的连贯性、内容的系统性.
4.2.2 与高等数学的衔接

高等数学课程体系完整,逻辑性极强,删减内容

困难,讲到微积分知识需要较多课时.然而,大学物

理在最初的力学部分已经大量使用了微积分知识,
医学物理学前面章节也是以力学知识为主.高等数

学知识的欠缺是学生充分理解物理知识,学好物理

课程的重大障碍.做好与高等数学的衔接,可以有

效消除学生学习障碍,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教学效果[6].
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为例,医学物理学[7]

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基础课,涉及大量高等数学知

识,具体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导数及微积分占医学物理学授课章节知识点比重

教学内容 授课节数 涉及“导数、微积分”节数 “导数、微积分”所占比重/%

第二章 振动与波 6 3 50

第三章 声波 4 0 0

第四章 流体的运动 5 3 60

第五章 分子动理论 1 1 100

第七章 静电场 5 5 100

第八章 直流电 4 2 50

第九章 磁场与电磁感应 4 3 75

第十章 波动光学 4 0 0

第十一章 几何光学 4 0 0

第十三章 激光 3 0 0

第十四章 X射线 5 0 0

第十五章 原子核和放射性 6 2 33

  本教材重点不在于完整地导出物理公式的过

程,而是突出“医学应用”,但仍不可避免涉及较多数

学知识.实际教学中,把握两点原则,调整了教学章

节的顺序:一是在兼顾知识点衔接,不破坏知识系统

性的基础上,将涉及导数、微积分较多的章节调整到

后面讲授,以保证相关高等数学知识学完;二是用其

他方法代替利用导数、微积分知识推导物理公式,如
分子动理论一章在推导弯曲液面附加压强时,通过

给出平均曲率的概念直接得出结果.调整之后的章

节顺序为:第五章,分子动理论;第十章,波动光学;
第十一章,几何光学;第十三章,激光;第十四章,X
射线;第十五章,原子核和放射性;第二章,振动与

波;第三章,声波;第四章,流体的运动;第八章,直
流电;第七章,静电场;第九章,磁场与电磁感应.
4.2.3 突出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水平应用

型医学人才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在医学物理学

教学中应用案例式教学法,一要正确理解案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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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精用案例;二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活化

案例式教学法,突出案例教学法的“医学物理”特
色[8].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不仅有助于学生感受、
理解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

神,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做到“教”
“学”相长,取得双赢效果.
4.2.4 与医学知识相结合

医学物理学与医学课程结合可以通过教学内容

相融合、专题教学、医学案例讨论、拓展练习等形式

具体实现.教学内容既要反映物理学本身内在的逻

辑性和系统性,又要反映物理学的理论及衍生出的

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3].
4.2.5 将物理学史引入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课堂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对

科学知识进行讲述,这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地从逻辑

上去接受所有的物理知识,对物理学的探索和发展

过程一无所知,进而影响了科学精神的培养.将物理

学史作为核心内容的一部分加入到相关章节中,有
助于学生培养科学精神,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

法,获得正确评价科学事业的能力[9].

5 结束语

  医学物理学涉及医学、物理、数学多门学科知

识,综合性强,难度大.对于大一新生,尤其独立学院

医学专业学生来说,教学实施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其

特点,多方面有机结合,循序渐进,多培养出对国家

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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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ChangeofAmplitudeofLightWave
inReflectionandRefractionUsingFresnel′sFormula

LiuJiaxing LiuGaofu ChenDeliang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Sciences,GuizhouEducation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18)

Abstract:Whenlightwavesarereflectedandrefractedattheinterfaceoftwouniformandisotropicmedia,the

amplitude,phase,andenergydensityflowofincidentwaves,reflectedwaves,andrefractedwavescanallbe

analyzedbytheFresnel’sformulaeinelectromagneticwavetheory.Fresnel’sformulaetodiscusstheamplitude

changesofreflectedlightandrefractedlightwhenthelightwaveenterstheopticallydensemediumfromthe

opticallythinmediumandtheopticallydensemediumenterstheopticallydensemedium.Whenthemediumenters

theopticallythinmedium,theamplitudebecomeslarger,thatis,aninterestingphenomenoninwhichtheamplitude

doesnotmeetthe“energyconservation”law.Thisphenomenonisdiscussedandprovedbyusingtheconceptof

energydensityflow,sothatstudentscandeeplyunderstandtheapplicationrangeoflightenergyproportionaltothe

squareoftheamplitude,andhaveadeeperunderstandingoftheuniversalityofthelawofconservationofenergy.

Keywords:Fresnel’sformulae;reflectioncoefficient;transmissioncoefficient;energydensity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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