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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通识物理知识的引入在教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过渡作用.大学物理知识点是高

中物理知识深层次的延伸,高中知识是大学物理知识的基石,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合理有效地结合中学物理知

识,对提高教学效率有积极促进作用.将结合大学生实际情况和人才培养方案,以强化中学物理知识为基础,以掌握

大学物理知识为目标,把通识物理有效地融入到大学物理教授过程中,通过教学内容和教学考核的改革,使大学物

理课程的教学效果以及学生的学习效果得到有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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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

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教基二 [2010]3号)、

《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教改

[2013]1号)、《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教基二 [2014]4号)3份文件

中重点强调教学相互融合和过渡教学,融合和过渡

教学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起到重要启发引导作用.
课程内容衔接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深化

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中学物理到大学

物理,在知识构架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关联,在知识内

容体系上又是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中学物

理中,注重物理基础知识的讲解和应用,而对其相应

理论知识的来源和理论推导的根本内涵没有深入讲

解,同时在计算和理解上没有大学物理全面和透彻,

如大学物理中常用到积分和微分等高等教学工具来

计算相应的物理量或分析实际物理问题,这是高中

物理知识达不到的,但是基本的理论思想和高中物

理是相同的,这就体现了中学物理在大学物理教学

中的重要地位.在大学物理课程讲解中,要兼顾学生

的实际情况,以学生为中心,在保障基本知识掌握的

情况下展开课程内容教学,以确保大学物理的教学

质量.

2 大学物理课程现状

在高等学校中,理工科专业基本上都要学习大

学物理这门课程,本课程所传授的对象是具有不同

物理基础的学生,对于理工科类的学生,在高中阶段

基本上学了物理,在授课过程中较为轻松,而对于一

些理学类的学生,如数学专业的学生,教授起来就相

对要吃力一些,因为对于数学专业的学生,部分来自

理科生,部分来自文科生,则在授课内容和难易程度

上不好把握.同时对于学生的物理基础以及中学物

—5—

2023年第2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 贵州 省教改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8520116;六盘水师范学院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LPSSYjg 2021 20;六盘水师范学

院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LPSSYjg 2021 20;六盘水师范学院一流课程《热学》课程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LPSSYylkc202105;六盘水师范学院课程思政项目资助,项目编号:LPSSYkcszjg202108.

作者简介:肖立勇(1986  ),男,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工作.



理知识体系,对不同地区的学生有很大的差异.除此

之外,部分学生对教学方式和考核的内容还不太适

应,以上种种原因,都是大学物理课程在教授过程中

所面临的问题.

2.1 学生生源问题

对于西南地区的普通高校,在学生的生源上相

对来说比较薄弱,针对中学物理的情况,对我校

2020级的320余名新生进行调查,结果如图1和图2
所示.图1是关于高考理综各分数段人数比例分布

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大多数的成绩分布在100
分到150分之间,超过200分的只占到3.34%,说

明学生整体的理科学习水平较低,同时在图2理综

物理各分数段人数比例分布中,又可以看出,物理

成绩在30分以内的人数占41.43%,30分到50分

的占39.88%,50分以上的才占18.69%,进一步

说明学生在中学阶段的物理基础不牢,对物理的

理解和应用不到位.针对以上情况,大学本科的大

学物理教学必须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

对教学内容和方式有所改革,使课程内容和授课

方式适应大学生的接受能力,以达到最优的教学

效果.

图1 高考理综分数段人数比例分布情况

图2 理综物理分数段人数比例分布情况

2.2 课程知识体系问题

大学物理课程知识的基础是中学物理知识,但

其深度和重点与中学知识有很大的区别.高中的物

理知识重在讲解公式的运用,对公式的来源和本质

问题没有过多的讲解.而大学物理的重点在于物理

原理的来源和推导,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培养学生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推导和物理思维的培养

是本门课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在知识构架上,大学

物理知识比中学物理知识更全面,中学物理课程有

力学、热学、电学、磁学、振动和波等,而大学物理的

主要知识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有光学以及近代物理

学等.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要远高于中学物理,但大多

数的基本问题都是建立在中学物理基础之上.例如

中学物理在振动和波动部分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现

象引入,介绍最简单、最基本的振动和波动现象,一

般不定量讨论.而在大学物理的振动部分要讲到简

谐振动、阻尼振动、受迫振动和共振等复杂的振动形

式,在波动部分则涉及波的干涉、衍射、偏振等.而且

都要从建立和求解微分方程出发作出定量研究.在

教学过程中要把握好两者间的过渡关系,通过高中

物理知识来启发学生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对大学物理的认可度,以提高学生学习大

学物理的兴趣和自信心.

2.3 教学方式和考核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学生对网络教学和

考核的方式已经基本上接受,但在考核的问题上还

不够全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学没有针对学生的具

体情况展开考核工作,也没有很好地根据学生的专

业指定相应的考核内容,因此,导致考核内容乏味而

没有吸引力.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下,我们必

须要制定出符合当下学生学习规律和学习兴趣的考

核制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为此,我们应该

增加以提高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知识拓展为目

的的考查,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

教学中,要多提问多讨论,尽量避免满堂灌教学模

式,要多方面多层次地来考核学生.通过调查发现,

作业占平时成绩30% 的比例有56.3% 的学生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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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视频学习占平时成绩40%的比例有78.4%

的学生觉得不合理,大多数学生提议要增加基本知

识的考核和增加专业知识的考核,并以讨论或提问

形式开展,这样可以把学生机械做题的学习方式转

化为主动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

3 教学研究和实践

根据以上实际问题,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在大

学物理方面的兴趣和知识面,必须从教师、教学内容

和考核机制上进行改革和实践,以便适应学生的接

受程度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3.1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拓展教师知识面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在基本的教学能力优化的

基础之上,还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素养.对

于大学物理课程来说,高校教师必须要熟练掌握中

学物理知识,并能够熟练应用高等数学解决物理问

题,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大学课程内容进行教

学,同时还要拓展教师自身的知识面,也要全方位了

解化学、生物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充分利用交

叉课程的混合教学来培养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和目前教学手段的发展,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教

师应该多学习、多思考、多调查、多改进,要把新时代

人才培养理念与现实情况及特征相统一,制定出符

合学生学习方式的教学方法,要逐步转变传统的教

学理念,使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方式,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来开展教学.要因材施教以最优化的形式尽

可能地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以此来达到培养综合

性人才的目标.

3.2 改革教学内容 优化教学设计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在教学手段上,基本

实现了互联网教学,在教学方法和方式上有很大的

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学生的学习方式,但在教学

内容和教学设计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对于我国西

南地区的地方性高校,学生的中学知识掌握不牢,在

运用和理解上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在大学物理的学

习中存在很多的盲区,若在课程设计中不强调和深

化中学知识的内容,则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会

受挫.根据以上主要原因,本文将讨论如何从配套中

学物理知识来讲授大学物理知识,在中学物理知识

之上,通过引导启发式来讲授大学物理知识,以最优

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果.

在教学内容上,中学的教学内容和大学的教学

内容基本一致,只是大学的教学内容比中学的内容

更加深化和全面,在理解层次上也要难一些.在教学

过程中,注重基础知识和通识知识的讲解,由浅入

深,深入浅出,在保证学生学习自信心的基础上,深

化内容,强化理解和应用.如表1所示,在力学部分、

电磁学部分以及热力学部分等,要强化通识知识的

讲解,激发学生中学知识点的记忆,然后深化大学物

理知识的积分和求导思想要点,再结合数学计算来

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利用高等数学分析解决物理问

题的能力.

表1 大学物理中的通识知识与深化知识对比情况

知识 力学部分 电磁学部分 热力学部分 ……

通识知识

a= F
m
,v=v0+at,

s=v0t+ 12at2,F向 =mv2
R

F=qE,F洛 =qv×B,F安 =IL×B ΔU =Q吸 -W ……

深化知识

v=dsdt→s=∫vdt,
a=dvdt→v=∫adt

∮E·dS=∑内qi

ε0
,

∮B·dL=μ0∑I内,dF安 =IdL×B

dU =dQ-dW,

dU = i
2RdT,

dW =PdV

……

  在教学设计上,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针对教学内容,要尽可能地启发学生主动思考,

从基本的通识知识来引导学生,让学生逐步地融入

课程教学.通过提问和思考,激发学生自己去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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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解决问题.以匀变速运动为例,首先提出速度和

位移的通识表达式,然后提出为什么是这样表述,引

导学生思考微分的含义,再进一步利用积分来解决

问题,最后推导出通识公式,如图3所示.通过夯实

理论计算推导,不仅可以强化学生的基本知识点,也

逐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3 教学设计结构图

3.3 完善考核机制 提升考核合理性

基于混合式教学,加强学生的平时考核,促进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互联网教学手段,在

平时考核过程中,除了正常的作业和考勤以外,要增

加学生的课外学习情况考核.在平时考核的评价中,

设置作业、视频学习、讨论、章节测验和考试等,同时

还要合理设置考核的内容,以中学内容为基础,突出

大学物理内容的要点,同时要根据学生的专业设置与

专业相关的内容,以此来提升大学物理课程与专业课

程的融合度,在考核内容比例的设置上要强调出学生

的自主学习情况,如平时考核成绩= 作业×10%+
视频学习×30%+讨论×30%+章节测验×20%+
考试×10%,从平时考核成绩的比例中突出了自主学

习和自主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4 教学改革和成效

通过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的改革,在混合式教

学基础上,学生对课程的接纳度和兴趣度得到了一

定的提升,从考核成绩分布和质量上也进一步合理

化,如图4所示.

图4 平时成绩结构分布情况

从结果来看,平时成绩的设置和学生学习的效

果更加匹配,同时也反映平时考核驱动从被动学习

偏向自主学习,突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学

生对课程的认可率、兴趣度以及综合成绩也得到相

应的提升.如图5所示,其中的认可率从86.7% 提

升到98.5%,兴趣度从76.8% 提升到95.8%,及格

率从80.7% 提升到94.2%.

图5 教学效果统计情况

通过教学改革,教学效果和教学成效得到一定

的提升,但在以后的教学改革中还要继续优化教学

内容设计,提高教学手段并完善考核方式,在学习中

不断改进,把大学物理教学提升一个新的台阶.

5 结束语

基于通识知识下的大学物理引导式教学研究与

实践,是当前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大学物理教师一项艰巨的任务.研究和实践表明,

正确引导学生从已学过的高中物理知识过渡到大学

物理知识,由于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计算难度和

复杂性方面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作为大学物理教师,

如何从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各环节帮助

学生顺利完成这种过渡和飞跃,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是每位大学物理教师应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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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PracticeonGuidedTeachingof
UniversityPhysicsBasedonGeneralKnowledge

XIAOLiyong HANWenjuan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icalEngineering,LiupanshuiNormalUniversity,Liupanshui,Guizhou 553001)

SHENXiaoqin
(NO.2ElementarySchoolofShuichengDistrictofLiupanshui,Liupanshui,Guizhou 553600)

Abstract:In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theintroductionofgeneralphysicsknowledgeplaysacrucial

transitionalroleinteaching.Theuniversityphysicsknowledgepointisthedeepextensionofthehighschool

physicsknowledge,andthehighschoolphysicsknowledgeisthecornerstoneoftheuniversityphysicsknowledge.

Inthispaper,incombinationwiththepracticalsituationofuniversitystudentsandthetalenttrainingscheme,on

thebasisofstrengtheninghighschoolphysicsknowledge,masteruniversityphysicsknowledgeasthegoal,the

generalphysicsprofessorofphysicsattheuniversityofintotheprocesseffectively,throughthereformofteaching

contentsandteachingappraisal,causestheuniversityphysicscurriculumteachingeffectandstudent′sstudy

effecteffectively.

Keywords:generalknowledge;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examination;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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