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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河北地质大学工科专业基础课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效果,以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

课“光电信息物理基础冶为例,利用互联网+背景,提出以“板书+多媒体,线上+线下,教师授课+学生上讲台冶相结合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工科专业基础课教学模式探索. 结果显示该模式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促进教学效果,进而提高该课程教学质量. 该模式可以推广到工科专业的其他专业课教学中,提高本

专业的整体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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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光电信息物理基础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简称光电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教材采用电子

工业出版社的《光电信息物理基础》,由中国计量学

院沈为民等老师编写. 该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
二五冶规划教材,涵盖电磁理论、量子力学、固体物

理、半导体物理、固体光学等主要内容. 这些内容是

光电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于光电专业

的学生来说,全面掌握这门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然
而由于这门课程涉及的理论知识较多,同时需要扎

实的先修课高等数学和物理基础,导致学生整体对

这门课学习兴趣不高,积极性不够,教学效果不太理

想. 国内多所高校采用该教材作为光电专业的教材,
任课教师及其团队对该课程教学进行积极探索与研

究,并提出一些改进方法[1 ~ 4],这些改进的方法都各

具特色.
本文结合该专业学生特点,提出以“板书+多媒

体,线上+线下,教师授课+学生上讲台冶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以此来改善教学效果,提升整体教学

质量. 该教学模式成果可以推广到学校其他工科专

业的专业课教学中,促进学校工科专业整体教学水

平的提高.

1摇 课程特点及存在问题

1. 1摇 课程特点

该课程具有以下特点:
(1)多学科交叉. 该课程涵盖电磁理论、量子力

学、固体物理 3 部分. 这 3 部分的其中任一部分都可

以单独设课. 电磁理论主要介绍电磁波的基本规律

和基本方程、电磁波的波动性、电磁波辐射与传播等

问题. 量子理论主要介绍量子理论的实验基础、波函

数与薛定谔方程、光的吸收和发射等问题. 固体物理

主要介绍晶体结构与晶体结合、晶格振动、能带理论

基础、固体的导电性、半导体发光等. 这就要求任课

教师在授课时需要掌握这 3 部分内容以及它们之间

的联系.
(2)知识涵盖面广. 作为光电专业主要研究对

象的光与电,其产生机理、传输特性、与物质的相互

作用等问题都呈现在该课程中. 该课程将光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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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到微观,从产生到传输,以及两者相互转换都

进行了阐述.
(3)理论性强. 该课程所涵盖的 3 大部分内容,

都是原理性和基础性知识,是从光与电的本质上进

行阐述,解释电磁波基本规律和光与电的产生及传

播,以及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4)课时少. 培养方案规定该课课时为 48 课

时. 该课的任一部分作为单独一门课,48 课时基本

可以满足. 3 部分内容放到 48 课时里面讲授,显得

时间比较紧张.
1. 2摇 课程教学存在问题

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几点:
(1)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该课程先修课是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如果这两门先修课基础比较薄弱,
学习这门课就容易产生畏惧感,影响学习兴趣.

(2)课程认识不明确. 该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

础课,其理论性很强. 大多数学生感觉课程内容和实

际联系较少,产生该课程无用或用处不大等想法.
(3)课程考核方式单一. 该课程的成绩构成为

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30% ,
期末成绩占总成绩 70% . 平时成绩由考勤、课堂回

答等构成. 期末成绩采用闭卷考核方式,满分 100
分,60 分及格. 该课程的 3 部分内容,分别从宏观和

微观角度讨论问题,既相互联系又有本质区别. 教学

过程中,经常出现学生掌握后面知识的同时,忘记前

面知识内容,导致期末考试不理想.

2摇 混合式教学模式

摇 摇 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教

学模式的改变,多媒体教学逐渐进入课堂. 2019 年

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现,打破了人们以往生活、
工作、学习的方式和习惯. 2020 年 2 月,因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需要,教育部提出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

停学冶,进一步推进了多媒体教学与在线教学.
2. 1摇 板书+多媒体教学模式混合

板书作为传统教学的主要模式,具有直观、简
洁、逻辑清晰等优点,在理论性比较强的课程中,具
有比较大的优势. 光电信息物理基础是面向光电专

业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48 学时,3 学分.
该课程集成了电磁理论、量子力学、固体物理 3 部分

内容,涉及多个定理、定律和方程,其中包含大量的

数学计算与推导. 讲授这些内容时更适合板书形式,
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相比传统板书,多媒体融合了语言文字、声音、
动画、视频等大量信息,能更生动形象地展示内容,
学生更易接受. 在授课过程中,将相关技术应用、科
学家轶事和生平等内容以视频方式播放,学生可以

更明确所学内容的由来及应用. 在实际授课过程中,
将多媒体穿插于板书中,既可以让学生得到放松,也
调动了学习兴趣.
2. 2摇 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混合

线下授课是相对线上授课而言,是师生在同一

个教室中面对面的上课,可以有语言、眼神、肢体语

言等交流,也是传统的教学方式. 线下授课主要是以

教师为主导,管理课堂秩序,讲授相关知识. 学生作

为学习的主体,在课堂上师生可以互动、交流,同时

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眼神、表情来了解学生对所讲

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也能将教育情感贯穿于课堂

之中,增进师生情感.
线上授课则是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网络平台

如钉钉、腾讯会议、Zoom、雨课堂等进行授课. 教师

通过这些网络平台授课并布置相关学习内容及作

业,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学习相关内容并提交作业. 相
比线下授课,线上授课使学生学习地点不受限制,学
习更便捷. 根据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在授课过程

中线上授课随时准备着. 在线下授课时,也会时不时

插入线上学习任务,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
2. 3摇 教师授课+学生上讲台教学模式混合

传统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情况都是教师讲课,学
生听课模式. 教师作为知识传授的主动实施者,学生

作为知识的被动接收者. 如何改善授课效果,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成了大多数教师较为关注的一个

问题.
学生上讲台,在此是指教师提前给学生布置任

务,学生针对布置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并做成课件,
在课堂上进行讲解,必要时附以板书解释. 学生针对

某一个知识点进行梳理,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锻炼学生

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克服上讲台的心理恐惧. 教学过

程中,适当安排学生上讲台,给学生展示自己的机

会,同时上讲台的学生,对台下学生起到积极的带动

作用. 该学生会从自己的角度和知识层面去理解问

(下转第 31 页)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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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和思辨能力,拓展了思维,激发了创新意识,
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

念. 该方法营造了利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的情境,让
学生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在质疑、分析和解答中获

得学习的成功和喜悦,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实践

表明,学生课堂参与度明显提高,超过 90% 的学生

对该方法表示认同,既容易掌握所学知识,自身能力

和素质又得到有效提升.
在递进式问题链驱动课堂教学中的一个突出难

题是问题链的设计,如何依据教学内容和目标,设计

促进思维发展和能力提升的问题链? 设计出来的问

题链是否经得起推敲? 有待于不同的课程进一步深

入探索和实践.

5摇 结论

摇 摇 递进式问题链驱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的过程,
也是问题的探究过程,在该过程中,学生不仅掌握了

物理知识体系,而且探究式学习习惯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得到培养,学科素养得到升华,课程教学效

果得到改善. 递进式问题链教学法使课程内容有广

度、深度和创新性,使学习具有挑战度,满足两性一

度的一流课程建设要求,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和素

养的提升. 教师在设计问题链时,需要注意问题之间

的合理衔接,避免梯度太大;问题的提出要给出学生

思考探索的方向,但又不能太具体而形成固定的思

维,要给学生预留自由发表看法的空间;整个问题链

要有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也要有利于学

生思维的独立和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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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 通过多名学生讲解,一
个知识点可以有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直
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带动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

3摇 结论

摇 摇 工科专业课相对其他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知识

面广等特点,又涉及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先修课,
导致先修课基础弱的学生在学习该课时比较吃力,
表现出没兴趣、没动力,影响整体学习效果. 为了提

高本校工科专业课教学质量,借助互联网+技术,提
出以“板书+多媒体,线上+线下,教师授课+学生上

讲台冶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既有传统教学的

板书教学,又有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教学,既有教师

授课的过程,又有学生讲解的过程,让学生既有压

力,又有动力,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促进教学效果,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该混合式教学模

式可以适用于工科专业其他专业课的教学,提高整

体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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