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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全国高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梳理总结了准备比赛过程中的经验和心得体会,以期

对青年教师参赛和日常教学有所启发和帮助.物理专业青年教师通过参赛能够迅速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加强高校间

同行教师交流,全面提升我国高校基础物理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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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14年举办第一届全国高校物理基础课程

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以来,现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比

赛,现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比赛.随着高校对基础课

程教学的不断重视,该赛事已经成为高校物理类教

师教学比赛的风向标,得到业内专家和高校物理青

年教师的高度认同,也被纳入2012-2020年全国普

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统计项目中[1].
笔者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高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

教师讲课比赛决赛并有幸获得一等奖.在参加比赛

和此后多次观摩数届比赛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物

理基础课程讲课比赛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推动作用.青年教师通过比赛的准备过程和

大赛的现场历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学习、迅速吸

收、广泛交流,通过教学比赛提高了自身教学水平,

让参赛教师真正享受到教学比赛带来的益处.
笔者在近几年多次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

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的物理教师们交流教学

心得,实践并总结了一些浅显的备赛经验,在这里和

广大物理同行切磋交流,以期帮助更多青年教师尽

快成长.

2 比赛简介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基础课程青年教师讲课比

赛”于2014年首次举办,是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

员会(简称三委员会)联合举办,举办方被业内称为

“大学物理基础教学的最权威组合”[2].2016年举办

第二届比赛,从2017年第三届比赛开始,进行了首

次实验课讲课比赛,此后理论课讲课比赛与实验课

讲课比赛每年轮流举行,2021年举办了第六届理论

课讲课比赛.
比赛分预赛、复赛和决赛3个阶段进行.大学物

理理论课的比赛内容涵盖2010版《理工科类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大学物理课程基

本要求》)中的74个A类知识点[3].大学物理实验课

的比赛内容原则上符合《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

程教学基本要求》.比赛的具体内容由参赛教师根据

抽签决定,讲课时间为25min(第一届、第二届和第

四届的理论课比赛规定时间是20min),可以使用

平时讲课的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参赛人抽签后应

到指定地点独立备课,备课时间为1h,其间不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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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通讯工具.比赛的目的是“三促一助”,具体是

指“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交、以赛助优”.

3 备赛经验分享

高校物理类教学比赛参赛教师和比赛评委,包

括比赛中的观摩教师绝大部分都是物理专业教师,

这就不同于综合类的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参赛教师在准备比赛和比赛现场更应该紧扣物理教

学的特点,夯实物理教学基本功,结合物理课程特点

组织教学内容.

3.1 补齐教学知识短板 改变物理教学现状

《大学物理课程基本要求》中把课程的教学内

容分为A和B两类,其中A类为核心内容,共74个;

B类为扩展内容,共51个.A类知识点涵盖了力学、

振动和波、热学、电磁学、光学(含几何光学和波动光

学)、狭义相对论力学基础、量子物理基础等物理学

内容,建议126学时.从比赛的内容覆盖范围来看,

74个A类知识点涉及了高校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

程的大部分内容.
物理学作为一门经典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性

强、难度大,而近年来由于教育改革以及专业建设等

原因,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学时呈逐步缩减的趋势,

大部分学校已经很难保证126学时.
以笔者所了解的情况看,大多数理工科院校大

学物理课程学时在96或108居多,甚至有部分学校

只有64学时,这与基本要求的126学时相差甚远.
具体分析A类知识点,我们发现其中诸如力学中的

“机械波的多普勒效应”、热学中的“熵和熵增加原

理”、电磁学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积分形式”,光

学中的“几何光学基本定律”等知识点,在现行课程

少学时现状下很难展开讲授.这就要求参赛教师,利

用准备比赛的机会,补齐自己的知识短板,对平时课

程不讲或略讲的内容也要仔细钻研相关教材和参考

资料,合理设计教学过程,形成适合自己使用的教学

课件.同时,比赛的目的之一也是扩大物理基础课程

影响力,呼吁部分高校意识到物理基础课程对培养

理工科专业学生的重要性,进而改善物理基础课程

的现状.

3.2 正确把握基本概念 科学组织教学内容

物理基础课程讲课比赛较综合类教学比赛而

言,更加注重物理概念、定理定律的正确性.把物理

基本概念准确、完整地教授给学生是物理课程教学

的基本任务,在讲课比赛中也显得尤为重要.青年教

师在备赛过程中一定要将重要的概念、定理定律研

究透彻,对教材上的表述仔细阅读、详细研究,必要

时多找几个教材版本对比分析,吸收学习不同教材

的精华内容,帮助青年教师全面准确掌握基本概念

和内容.同时也可以向教学团队中教学经验丰富的

教师请教,和兄弟院校的物理同行讨论,这也正是举

办比赛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得者北京大学王稼军教授在

第二届全国总决赛的颁奖典礼上作为评委代表发言

时指出:“选手抽到题目需要现场组织课堂教学,这

是命题作业,限时报告”[4].这就强调了参赛教师抽

到题目后一定要认真审题,不能跑题或偏题.在一个

小时的备课时间里,从问题引入、内容取舍、讲授思

路、细节编排、实例选取等方面进行综合设计,重新

组织比赛内容.在内容选择上不宜贪多贪全,在有限

的时间内讲出题目的主要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

突出.
虽然比赛仅有25min,但是讲课环节一定要完

整,一节课通常包括课程引入、内容展开、应用举例、

练习拓展、内容小结等.讲课过程讲究“起承转合”,

力争做到把各环节之间有机联系、自然过渡,授课逻

辑清晰,易于学生掌握.如果课程开始时有引入的实

例,那么课程最后一定要有所回扣,做到首尾呼应.

3.3 全面贯彻三全育人 有机融合课程思政

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5],明

确指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简称“三全育

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

节.2020年5月,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6],明确提出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

标和重点内容,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整体设

计.大学物理课程作为理工科学生一门重要的公共

基础课,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在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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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深刻挖掘物理知

识背后的思政元素,在课堂上融合思政元素讲授大

学物理课程内容,可以培养学生辨证唯物主义思想,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可以介绍学科的发展历史,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观;也可以介绍科

学家的励志故事,鼓励学生勇于探索、不断创新;还

可以结合国家的科技发展伟大成就和当今时事热点

新闻,介绍尖端科学技术背后蕴含的物理原理和坎

坷历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激发爱国主义情怀;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物理元素,加深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和思考,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物理课程和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相辅相成,可以更好地促进物理基础课程的教学.

3.4 恰当使用教学手段 切实创新课程教学

教学过程中还应注意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手

段,包括动画、视频、仿真实验、演示实验等,切合物

理学科特点,多结合实验案例讲授理论知识.多媒体

教学手段应恰当使用,既要准确切合该知识点的教

学内容,又不能喧宾夺主,冲淡教学重点.同时,鉴于

物理课程有大量的公式定理的推导和运算,还应该

注意板书和多媒体课件的有机结合,合理使用板书,

加深学生的理解.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近几年出现了众

多智慧学习软件,如超星学习通、雨课堂等,学习软

件功能的不断扩展和强大,已经可以基本覆盖学生

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学习需要,教师在备课授课过程

中也要不断学习,探索使用好现代化教学手段,为课

程教学保驾护航.同时,借助超星、智慧树、中国大学

慕课等在线学习平台,实现课前学习任务推送,课中

翻转课堂、小组讨论,课后拓展资源、分组任务等,教

学不断改革创新,课堂越来越吸引人.

3.5 注重把握教学细节 全面掌控物理课堂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教学比赛和日常的

课堂教学一样,还应该重视教学细节,更好地掌控课

堂.教师授课中应该做到语言规范,逻辑条理,避免

过多的口头语.同时注意肢体语言的使用,恰当地运

用肢体语言会让课堂更加丰富生动,但是也要避免

过于夸张的动作和语言,不能过度地吸引学生注意

力,影响课堂教学.在比赛和日常教学中,都应该具

备掌控讲课时间的能力,特别是在比赛中会有时间

的要求,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还应该做好充

分的准备和预案,能够从容处理比赛现场或课堂上

遇到的突发事件,高质量的完成课堂教学.

4 比赛的作用和启示

教学比赛的目的不仅仅是让青年教师展示一节

完美的课堂教学,更是要通过比赛提高高校教师对

物理基础课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以此为契机提高

教师队伍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7],进而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推动一流课程、一流专业、一

流大学的建设.比赛也为青年教师设置了一个难得

的交流心得体会、获得指点帮助、激励自己改进教学

质量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可贵平台[8].

4.1 发挥团队协作力量 跨学科打造优质课程

高校物理基础课程受众面广,任课教师人数众

多,因此,在备赛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教学团队的力

量,通过教学研讨会和专家训练团等多种形式,对物

理课程教学中的典型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和扩展,

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团队中的青年教师也能迅

速成长,教学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同时,物理课程与实际应用联系紧密,在理工科

专业中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教师专业齐全,不

同理工科专业教师间合作交流方便,青年教师在准

备比赛时还可以通过座谈教研等形式与其他理工科

专业教师交流,了解专业知识与物理知识的联系,引

导学生将物理知识更好的学以致用.

4.2 拓展夯实基础知识 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青年教师在备赛过程中同样是自我提高的过

程.从准备比赛初期的补齐知识短板,到准备比赛课

件时的广读教材、深入钻研,不断夯实青年教师个人

的基础知识.准备比赛过程中不应仅仅局限于教材

知识和例题,还应该向外拓展,选取相关典型案例,

或引入或应用或拓展,理论联系实际,既是物理基础

课程的特点,又是将这门课程讲得生动有趣的关键.
正如复旦大学蒋平教授等专家在观摩过首届比赛后

—29—

2022年第4期             物理通报              教师发展与学生研究



写道:“教学实践证明,与物理教材相关的我们生活

中的实例可谓能信手拈来.灵活运用这些例子就能

从一个方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增加学生学习物

理的兴趣”[8].
在收集资料、拓展内容的同时,不断提高教师自

身对知识的理解,将知识内化并不断提炼融合升华,

再以学生易于理解的形式呈现,让学生喜欢上原本

晦涩难懂的物理课堂,真正实现教和学的共同进步.

5 结束语

全国高校物理基础课程讲课比赛,给众多青年

教师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不仅能在比赛中

观看全国兄弟院校的优秀物理同行们的精彩课堂展

示,还能听到众多名师名家的专业点评和耐心指导,

找到自身的不足和差距,帮助青年教师个人不断提

高升华.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讲课比赛的目的是为

了提高教师日常教学水平,备赛过程和比赛时还是

要注重回归教育本身,不能过度追求形式的丰富多

彩,一时的好看,而忽略课程教学的本质.发挥讲课

比赛最大的积极作用,让更多教师切实提高自身教

学水平,让更多学生切实享受到教学改革带来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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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TakingonPreparationExperienceof
CeollegandUniversityPhysics
CourseTeachingCompetition

LiangMin LiPeng LiuJing LiZhaoxin PengYandong
(CollegeofElectricandInformationEngineering,ShandongUniversityof

ScienceandTechnology,Qingdao,Shandong 266590)

Abstract:Introducestheyoungteachersinuniversityphysicsfoundationcourselectures,andsummarizesthe

experienceinthepreparationprocessofthecompetition,inordertoinspireandhelptheyoungteachersinthe

competitionanddailyteaching.Byparticipatinginthecompetition,youngphysicsteacherscanquicklyimprove

theirprofessionallevel,strengthenpeerteacherexchangesamonguniversities,andcomprehensivelyimprovethe

teachinglevelofbasicphysic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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