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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为例,以超星学习通系统为平台,结合本校特点构建大学物理混合式教学模式.从

教学背景、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反馈4方面对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阐述,同时在课程内容中注重渗入和设计

课程思政主题元素.通过对教学实践结果的横向、纵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学生的期末成绩整

体有了较大的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积极性更高.混合式教学实践更凸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注重知识、

能力及价值的综合素质培养,教学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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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背景

大学物理课程是高校理工类专业的一门必修基

础课,是专业课的基础,对于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察能

力,批判思维的辩证唯物主义观,激发求知欲与探索

精神,培养独立思考和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都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诸多实际原因,本校大学物

理教学瓶颈日趋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学生数学和物理基础薄弱

大学物理要求有较好的数学基础与高中物理基

础,本校学生数学和物理基础比较薄弱,这就造成老

师讲课时学生有时听不懂,甚至不想听的现象.结果

就是课堂氛围不活跃,学习积极性不高,考试成绩不

理想.

1.2 教学课时减少

本校各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总学时不同程度减

少,比如土木、自动化只有40个学时,但教学内容与

电气64学时教学范围一样.在如此少的教学学时内

完成繁多的教学内容困难相当大,难以圆满地完成

教学任务.

1.3 传统教学模式单一

本校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教师从头讲到尾的

教学模式单一,瓶颈日趋凸显.课堂氛围沉闷,学生

参与度低,学习积极性不高,难以达到本校大学物理

课程激发求知欲、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唤醒科学探索

精神的育人培养目标.

2 教学设计

2.1 教学理念

课程教育采用“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作为

指导思想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

念以及精神追求融入课程,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

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产生积极影响,全方位培养德才

兼备的人才.物理学的基本理论渗透于自然科学的

一切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各个部门,是许多科学

领域和工程技术的基础.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

展,对高校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提出新要求,对大学物理学的教学也提

出了新的挑战.
在疫情防控压力依然巨大的环境下,构建大学

物理混合式教学模式[1],基于超星平台自建SPOC
展开混合式教学[2,3],同时结合翻转课堂模式[4].教

学过程主要分为课前线上学习、课堂难点突破、中期

大作业、期末综合训练4个环节.因材施教,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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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目标为导向,注重知识、能力及价值的综合

素质培养.

2.2 教学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有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

识,了解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并能灵活地加以

运用.
(2)学生熟练掌握基本物理规律,对科学实验

在物理学研究和发展中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提升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分析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

(3)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掌握工程技

术以及今后知识更新打下扎实的物理学基础.
(4)通过理论学习来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科学素质和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学生的爱国

主义观念.

2.3 教学内容

打破传统的各专业教学内容单调统一,实施线

上+线下混合式模块化教学[5,6],将大学物理的力

学与电磁学内容整合为5大教学模块,模块内容清

晰,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分界,实现教学内容一

体化.5大模块内容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5大教学模块内容

2.4 线上资源充沛

大学物理课程面向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工科类专

业大一下及大二上学期的学生,每学年选课人数在

2000人以上,已连续开课15年.疫情期间,结合国

家精品慕课及本校大纲建立了适合本校的SPOC,

物理教学中心全体教师参与了疫情期间的在线教

学,题库已具备相当规模,本课程已连续两个学期统

一在线考试.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开始,课程

团队结合本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对自建SPOC进一步

优化设计,已初步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在线课程,目

前已经过两个学期的混合式教学实践.课程教师团

队具有丰富的在线教学及混合式教学基础.
在线课程教学活动根据学习过程分为预习分

析、知识学习(视频+课件+测试)、扩展阅读、课后

作业或讨论、中期测试、期末测试6个部分.总评成

绩=50%平时成绩+50%期末测试.平时成绩采用

过程评价(视频、测试、作业、讨论、期中考试)各占

一定比例,期末考核采用系统随机抽题考核,增加开

放性题目.

2.5 融入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教育是课程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根

据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关于对公共基础课及理、工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指导

思想[7].大学物理的课程紧抓课程思政元素,把课程

思政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知识内容中,让学生在学习

到科学知识的同时,更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浓厚

的爱国主义精神,实现课程思政一体化.图2是第五

章“时变电磁场”融合几点思政元素的思维导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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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时变电磁场”思政元素的思维导图设计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社会发

展所需要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除了需要扎实学识

和创新能力,更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和宽大的胸怀,能

够理解国家的大国方略.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未

来地位的大科学项目中大多与基础科学的突破息息

相关,大学物理课程融入思政元素,非常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家国情怀,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表1为“稳恒磁场”思政元素点设计.
表1 “稳恒磁场”思政元素点设计

知识单元 课程思政点 融入方式与教学方法 思政育人预期成效

毕奥 萨伐尔定律

 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罗盘”,郑

和七下西洋,中国古代悠久灿烂

文明,做到“文化”自信

磁场的高斯定

理与环路定理

 数学和物理紧密相连,科学家

工匠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洛伦兹力

安培力

 速度选择器、质谱仪、回旋加

速器,形成科技强国的价值观,

爱国情怀

 ① 教师引入案例,讲授知识,

融入思政元素;

 ② 学生自我独立分析,学习知

识,汲取正能量;

 ③ 教师评判学生掌握知识的

正确性与程度.

 ④ 教学中学生潜移默化地养

成勤奋好学、积极向上、为国贡

献的精神

 ① 坚持文化自信,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② 达到增强学生的科

技强国意识,增强强国有

我的责任感.把个人发展

融入到祖国大发展的热

潮中去

3 教学实施

(1)课前线上学习环节

学生登录学习通完成知识学习及测试,并以宿

舍为小组通过思维导图向教师反馈重难点,教师根

据学生的自学数据及反馈调整上课内容.

图3 学生课前线上自学数据统计

(2)课堂教学环节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结合,图4是

“时变电磁场”线上线下教学实施思维导图.针对本

校学生基础差的学情增加重难点梳理,针对随堂测

试中的正确率为30% ~80% 的题目组织同伴讨

论,提高学生的相互学习能力及学习内容留存率.

图4 “时变电磁场”线上线下教学实施思维导图

(3)大作业环节

中期以优秀学生为组长组成学习小组、互助学

习,通过小组汇报答辩的方式,把知识、能力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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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融为一体.
(4)综合训练环节

学生提交视频、论文、海报等作品结合物理学知

识传播科学,组织评优,推荐投稿科普中国栏目,实

现价值推广.

4 教学反馈

4.1 混合式教学班与传统教学班对比分析

对混合式教学班与同期同专业的其他传统教学

班进行对比分析,期末成绩表明:混合式教学班成绩

提高明显,分数达到80分以上的比例为38.36%,相

比传统教学班提升了11.69个百分点,不及格率降

至4.11%,传统教学班则为10.67%,百分点下降了

6.56个,具体如图5所示.此外,通过学习情况调查

问卷对比分析表明,混合式教学班的学生在知识、能

力、信心等各方面自我感觉的指数都有明显提升,可

见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分析学生不同阶段

的课前小组汇报发现,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

图5 同期同专业混合式与传统教学班的期末成绩对比图

4.2 不同时期教学班对比

将混合式教学班与不同期同专业的传统教学班

进行对比,大学物理期末考试数据比较分析表明:采

用混合式教学方式后,学生的整体成绩分布提高了,

成绩达到70分以上的比例达到了78% 左右,传统

教学班比例为60% 左右,提升了约18个百分点,不

及 格率混合式教学班为3.51%,传统教学班为

9.43%,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具体如图6所示.计

算平均分和标准差发现,平均分提升了9分左右,标

准差值降低了4.5左右.由此可见,采用混合式教学

方式后,加大对学生平时学习的能力考查,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效果有了较显著的提升.

图6 同专业不同期混合式与传统教学班的期末成绩对比图

5 结束语

在新形势背景下,利用超星平台,注重教学内容

的设计并加大对学生平时学习的考核,教学效果提

升明显,学生整体成绩分数提高,高分比例增多,不

及格率降低,说明混合式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意识和提升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同时在教

学内容中注重对思政元素点的设计,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素质.在后期的教学实践过程

中,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设置合理的考核活动方式

以及相应比例设置,从而更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能力和自主性,提高教学效果;在思政元素点的选

择和融入方式上也要多加思考和设计,真正做到入

脑入心,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思政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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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ResearchonInfluencingFactorsof
UniversityPhysicsScores

———Taking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asanExample

LiHaiyan LiuYuying
(CollegeofScience,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Abstract:Inordertostimulatetheenthusiasmofstudentsinlearning,processevaluationandassessmentplay

animportantroleinthelearningofcollegephysicscourses.ThisarticletakesaquaticproductsmajorofChina

AgriculturalUniversityasanexample,andconductsquantitativeresearchontheimpactofdifferentprocess

evaluationmethodsoncourseperformance.Weanalyzedthecorrelationbetweenthefourinfluencingfactors(stage

test,attendancerate,chaptersummary,homework)andthefinalgradeofthecourse.Theresearchresultsshow

thatnotallofthefourimpactfactorsarehighlycorrelatedwithfinalgrades(morethan95%confidencelevel).

Stagetestscoresandfinalscoreshavethehighestcorrelation;whereasattendancerateandhomeworkscoreshave

thesecondhighestcorrelationwithfinalscores,andchaptersummarieshavetheleastcorrelationwithfinalscores.

Keywords:universityphysics;physicseducationresearc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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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nBlendedTeachingModeof
UniversityPhysics

WanRuonan SunXiaoguang
(CollegeofElectronicInformationEngineering,GuangzhouCity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800)

Abstract:ThispapertakesGuangzhouCityInstituteofTechnologyasanexample,usestheChaoxing

LearningLinksystemasaplatform,andcombinesthecharacteristicsoftheschooltoconstructauniversity

physicsblendedteaching model.The blendedteaching modeisexpoundedfrom fouraspects:teaching

background,teachingdesign,teachingimplementation,andteachingfeedback,andatthesametime,itfocuses

ontheinfiltrationanddesignofcours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meelementsinthecoursecontent.Throughthe

horizontalandverticalcomparisonoftheresultsofteachingpractice,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underthe

blendedteaching mode,theoverallfinalgradeofstudentshasbeengreatlyimproved,andthestudents′

autonomouslearningabilityandenthusiasmarehigher.Theblendedteachingpracticehighlightsthestudent-centered

teachingidea,paysattentiontothecomprehensivequalitytrainingofknowledge,abilityandvalue,andthe

teachingeffectisobvious.

Keywords:universityphysics;theblendedteachingmodel;ideologicalandpolitical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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