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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是高中物理的延伸和拓展.从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特点出发,在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和考核制度方面探究了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的有效衔接问题,并阐明从中形成的一些观点和建议,对

应用型本科大学物理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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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衔接指的是不同学段或某一学科在课程内

容、课程标准、教学目标、教科书编制等宏观与微观

体系化的最优组合[1].中学物理是大学物理的基础,

大学物理相比中学物理螺旋式上升,二者相互协调、

合理衔接,才能使物理教学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但
是近年来,随着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和普通高

中物理课程标准的发布,大学与中学物理的衔接面

临着新的挑战和困难[2].我们国家在中学新课改开

始,以往的一些必修课程具有了选修性,大学物理在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中学物理脱节,如何使物理学

习更加有效的衔接成为了教育工作者研究的热点.
尤其是新高考改革试点执行后,大学和中学衔接显

得更加重要.比如自2016年上海、浙江率先开展高

考模式改革,即不分文理科的“3+3”模式[3],浙江选

考物理的人数不超过高考总人数的10%,高中选修

物理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为此,某些高校也出台了一

些措施.在2017年浙江9所高校联合编写了《大学

物理预修教程》教材,建立了大学物理预修网络在线

开放课程,多所高校开设了大学物理预修选修课.文
献[4]介绍了南开大学通过开展物理学术竞赛,发起

了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UPT),举办中国高

中生物理创新竞赛(CYPT),促进了大学与中学的

紧密相连.但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应用型本科、衔

接”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研究应用型本科大中衔

接的文章非常稀少.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是一所涵盖工、管、文多

个学科的西部知名应用型院校,旨在培养具有较强

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我
院的生源主要来源于陕西本省,陕西省还未实施新

高考的改革措施,但由于近年来的高校扩招使得一

批基础较差、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被招进来,他们虽

然在中学已经学习了系统的物理知识,但由于入学

成绩不优秀,数理基础薄弱,如果在大学物理的教学

过程中,不注重与中学物理的关联,脱节严重,使学

生感觉跨度太大,难以接受,必然影响大学物理的学

习效果.他们的学习毅力和刻苦精神不够持久,有些

学生学习自主性较差,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尤其目前

我国中学阶段“应试教育”的现状,在立德树人和培

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和应用能力方面有所欠

缺,这无疑和应用型本科的培养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2 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衔接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教学内容

目前陕西省选用的高中物理在内容上,共同必

修部分内容是力学,选修3系列3 1和3 2内容

是电磁学,3 3内容是分子物理学和热力学,3 4
内容是振动和波以及光学,3 5内容是动量和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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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版),为了了解高

中物理选考系列3 3、3 4和3 5这3个选修模

块的学习情况,对我院2019级机械系和土木专业

254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8%的学生只学过

一个选修模块,只有18%的学生3个模块都选过,

有74%的学生选修了两个模块.目前,陕西省普通

高中选择3 3、3 5或者3 4、3 5.而对机制191~
193一个大班132人的问卷调查中发现,选修3 3
模块的学生占45%,选修3 4模块的学生占55%,

这意味着有一半学生在进入大学时不具备某一部分

基础知识.选修3 5的学生最多,但还是有1
4

的学

生在进入大学时对动量守恒定律完全不了解.按照

大学物理大纲要求的内容来说,力、热、光、电每个部

分都有欠缺,并且力、电、热等各部分被分散在必修

与选修教材中,而不再集中于某一本教材中,如力学

相关知识分布在必修1、2,选修3、5共4本教材中,

而大学物理中,力、电、热、光、近代物理各部分教学

内容相对独立,以单独的章节分布在教材中.
2.2 教学方式

大学物理课时紧张,一堂课的信息量比中学物

理大得多.中学物理依赖于对知识的记忆、重复、熟
练和模仿,在讲解完一个知识点紧跟着很多例题,通
过大量做题来强化知识点,没有把握物理本质,对知

识应用能力的培养基本没有涉及.而应用型本科的

大学物理课除了讲解知识点,还要着重对知识进行

应用,讲解例题的时间少之又少,学生出现了上课能

听懂,不会做题的现象.
2.3 学习方式

中学阶段,学生有教师和家长的保姆式跟踪管

理,自主学习能力比较薄弱,依懒性较强.而大学阶

段,学生不可能在课堂上对知识完成消化,需要在课

后进行自学、巩固学习,通过自学完成课后作业,以
及需要查资料完成的开放性题目.在课前还需要通

过自学完成教师布置的预习作业.
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的培养目标和管理模式不

同,中学物理教育养成的学习习惯、形成的初等思维

方式的惯性根深蒂固[5],给大学物理课程的开展带

来了一定的障碍.导致学生对理论知识和基本概念

倒背如流,但不能正确理解概念,更对知识的应用无

从下手.

3 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衔接的举措

3.1 依据应用型本科学生特点 将中学固有思维模

式“格式化”

大学物理在大一下学期开设,大一新生对学习

目标的认知呈现碎片化状态,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思

维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为此,大学物理教学方

式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学习方式的转变,从第一堂

绪论课开始就强调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的差异,引
导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减少理论计算,重点讲解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讲思路,讲方法,进行模块化教

学,重视知识的拓展应用,加强过程教学,帮助学生

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索”转变,培养学生独立获

取知识的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从2016年开

始,我院大学物理考试中加入了应用型的题型,要求

学生用所学知识解释物理现象,设计简单的装置,从
一开始的10分增加到20分,在课堂增强了对知识

应用部分的讲解,不单纯地讲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

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以“学生为中心”,开展讨论式

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他们

体会学习物理的快乐.从2018年开始,考题又增加

了简述题型,主要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的理解能力,在课堂除了解决“是什么”,还要解决

“为什么”,强调物理思想、物理图像、物理模型,使学

生从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在能力、方法与科学素养

方面得到锻炼,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
3.2 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开发智力课堂,利用微信公众号和蓝墨云等现

代化手段实现签到、课堂回答问题、抢答、上传作业

以及课后复习等,通过这些手段,提高到课率,完成

课堂互动,丰富课堂内容,发布重难点知识和物理实

验以及有趣的物理故事,提高教与学的效率,增强师

生互动的方便性,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变“以教为

主”的讲授式教学为“以学为主”的互动式教学、讨论

式教学.增加基础物理和后续专业课之间的关系,通
过课堂讨论、调研报告等多种激励形式提高学生学

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3 利用线上+线下混合模式 开展教学内容的

衔接

大学阶段不拘泥于课本学习,网络在线学习的

比例大大提高,关注学生搜集信息、分析问题以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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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由于课时等因素

的限制,衔接内容不可以全部在课堂完成,因此,基
于互联网全天候、无地域限制自由学习的特点,制定

配合课堂教学的线上线下混合模式.在上课之前进

行线上的预习,学生对中学未选修内容或重难点部

分进行线上学习;线下教学采取教学与讨论结合,对
中学原有概念更深层次的讨论和分析,着重挖掘和

扩展原来概念的新内涵,由中学物理自然过渡到大

学物理,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符合学生的思维

方式,学生容易接受,这样将极大地提高课程学习效

率,提升教学效果.
3.4 改革考核方式 加强过程评价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的物理课程

学习中基础知识不扎实,上课学生自我约束能力差,

学习效率低下,需要教师去督促、鞭策.尤其是大一

学生自我管控能力很不牢靠,需要引导他们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为此,要加强过程评价,除期末考试

和平时作业外,增加预习、阶段测验,并以一定比例

计入平时成绩,采用多种考核方式,把学习和考试压

力分解到各个阶段,引导学生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

总结复习的好习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

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对物理基础较好的学生,激
励他们进行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布置知识应用的

探究式题目,鼓励学生查阅资料写出小论文,锻炼学

生的知识应用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对基础较差

的学生要付出更大的爱心.

4 结论

  本文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学生高中选修课

学习情况,分析学生中学物理学习的断层,从教师的

“教”和学生的“学”找出了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衔接

存在的问题.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评价几

方面给出了衔接的对策和建议,尤其是提出了采用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更好地做好衔接.不仅可以提

高大学物理教学的质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更重

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知识应用能力,提升学生物理

学科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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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ffectiveCohesionbetweenApplied
UndergraduateUniversityPhysicsandMiddleSchoolPhysics

HanXingxing ZhuYouzhang
(Xi′anJiaoTongUniversityCityCollege,Xi′an,Shaanxi 710018)

Abstract:Universityphysicsistheextensionanddevelopmentofhighschoolphysics.Startingfromthetraining

objectivesandstudentscharacteristicsofXi′anJiaotongUniversityCityCollege,thispaperexplorestheeffective

cohesionbetweenuniversityphysicsand middleschoolphysicsintheteachingcontent,teaching methodsand

assessmentsystem,andexpoundssomeviewpointsandsuggestionsformedfromthem,soastoprovideuseful

referencefortheteachingreformofappliedundergraduateuniversityphysics.

Keywords:appliedundergraduate;universityphysics;middleschoolphysics;effective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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