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

教育论坛: 4卷5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1.引言

大学物理是一门理工类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

旨在让学生认识物质的结构特点、运动规律以及物体间

的相互作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探究问题的能力，

提升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实际动手能力。由于大学物理的

内容较为抽象，涉及的过程比较繁琐，对高等数学的要

求较高，使得非物理专业的职业本科学生学起来非常吃

力。近几年，一些高校的教师探究了大学物理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 [1，2]，针对大学物理学科的特点和学生学习的现

状，提出相应的教学方法和建议，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

的有效学习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职业本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现状

2.1 学生数理基础参差不齐

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理工类的本科专业

开设了大学物理课程，例如计算机应用工程、数字媒体

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汽

车工程以及土木工程相关专业。我校本科类学生主要由

四年统招本科、高职 3+2 专插本以及中职 3+2 考本科组

成，其中大部分专业的物理课程开设在大一上学期，少

数开设在大一下学期，虽然四年统招本科学生与高中脱

轨不久，对高中物理的知识点还有些印象，但是职业本

科的学生成绩普遍较差，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加上数学

功底欠缺，在大学物理的学习上也表现得非常吃力。而

且中学物理到大学物理的过渡也较为明显，比如初中物

理主要讲述基本概念和现象，偏重定性的描述，高中物

理则更加注重运动过程的分析和理解，侧重定量的计算，

但总体难度都不大，中学物理研究的是特殊的、理想的

情况，而大学物理研究的是一般的、普遍的情形，其规

律和公式应用更加广泛，也更贴近实际生活。另外四年

统招本科的学生在大一同步学习高等数学，第一章学习

极限，后面才开始接触导数和积分，但是大学物理第一

章运动学就需要学生具备微积分的思想和进行常规的积

分运算，导致对物理的定律和公式理解不深，甚至计算

题不会求解。对于高职 3+2 专插本的学生，专科期间学

习了基本的高等数学课程，加上升本考试也需要考数学，

因此大部分同学都能够跟上老师的节奏，而中职3+2考本

科的学生情况就非常糟糕，有些学生在中职期间没有学过

高中物理，数学底子也非常差，因此对大学物理可以说是

一窍不通，往往这类学生也是期末考试挂科的主力。

2.2 课时量被压缩、重结果轻过程

通过数据统计，职业本科高校的大学物理课程的课

时普遍达不到《基本要求》中规定的课时数，甚至相差

较大。很多专业的大学物理理论课只安排了 32 学时，最

少的只有 16 学时，导致最终只能学习力学板块的部分内

容，对于电气自动化这样的专业，没有时间安排电磁学

板块的课程，这对专业课的学习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当

然电磁学的知识点也会涉及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内容，因

此直接安排电磁学也不妥。对于一些对物理依赖性不高

的专业来说，学生专业课的任务繁重，大学物理所能安

排的课时较少，教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相关内容

的教学，只能抓重点或者顾及前面的知识点，这会导致

学习体系不够系统完善，顾此失彼，另外有些老师追求

上课的速度，导致教学的质量很差。

目前，我校期末考试的考核方式为“综合成绩 = 平

时成绩 ×50%+ 期末卷面成绩 ×50%”。而平时成绩大多

由学生考勤和作业完成情况决定，考勤方面，部分学生

喜欢投机取巧，点完名后早退等情况时有发生，作业方

面更加糟糕，抄袭已经成为常态。这种评分方式难以反

映出学生真实的掌握情况。学生平时只要按部就班地上

课和按老师要求提交作业，都能获得较高的平时成绩，

另外有些学生擅长临时抱佛脚和作弊，期末也能考到较

高的分数，一旦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学生就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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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不学习也能成为“学霸”，长期下去就很很容易出现

重结果轻过程的局面。

2.3 学生对物理课程不够重视，缺乏主观能动性

由于大学物理自身枯燥难懂的特点，使得很多职业

本科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动机，据了解，除了少数想

获取奖学金或者继续深造的学霸，其他同学学习主要是

为了期末考试能够及格，这类学生没有学习的计划和方

向，往往都是考前临时抱佛脚，最终的结果大多是挂科。

以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为例，电气自动化、机械自动

化以及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对物理的重视程度相对较高，

因为他们大二大三的专业课对物理有一定的依赖性，学

习态度好的同学上课比较认真，而基础差、态度不端正

的学生也是抱着无所谓的心态，两极分化较为严重。而

计算机、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相关专业的学生则把大

学物理当作选修课对待，他们大多认为大学物理与专业

课没有什么联系，即使学得好对以后的工作也毫无帮助，

甚至有学生抱怨大学还开设物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因

此抱着混学分的态度，不是旷课就是上课干其他的事情，

对大学物理的认识完全不到位，主观能动性非常低。少

数认真学的同学也是为了考取高分达到评优的目的，这

样学习起来也是缺乏深入思考，显得很被动，加上大学

期末考试题目简单死板的特点，部分学生将大学物理当

作文科来死记硬背，完全偏离了物理学科的教学目的，

使得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能力得不到培养。

2.4 教学内容老旧、缺乏创新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物理教学都以经典力学和电磁

学为主干，牛顿经典力学确实也主导了物理界很多年，

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但是这些内容在中学期间已有

接触，在实际生活中应用也非常成熟，因此老师在这些

板块上大费周章地填鸭式教学，往往讲不出太多新意，

学生也觉得枯燥乏味，当代大学生创新的点子较多，我

们应该抓住其兴趣点，开展一些科创类的课题，设计一

些有创意的物理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现代物理

学正在快速发展，并推动很多技术的进步，例如半导体

芯片、量子通信、新能源以及核物理，这些领域相对比

较前沿，他们觉得这些技术与今后就业联系比较紧密，

因此或多或少会有些兴趣。而目前主流的大学物理教材

内容大多停滞在很多年前，力学、电磁学两个板块占比

太大，导致现代物理的内容只是简单介绍，学生对当今

与物理有关的工程技术也只是浅层次了解。

3.教学改进措施和建议

3.1 根据专业特点选择板块，区分难度

大学物理课程一般分为力学、电磁学、热学、光学、

机械振动与机械波、近代物理等板块，对于大学物理课

时开设较少的专业来说，全部讲完非常不现实，因此要

根据物理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应用进行选择性学习，比如

土木、机械类专业，应重点学习经典力学，还可以适当

增加机械振动的内容 [3]，对于电气类专业，学生主要进

行电磁学板块的学习；相应可弱化光学，热学部分；对

于光电类专业，学生应加强光学、电磁学相关内容的学

习。

另外在授课内容的难度上，也要分清层次，比如电

气自动化、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类专业，学的内容不能

太简单，老师应该严格把关，可以联系该专业的实际应

用场景举例讲解，使得学生更容易理解，同时也能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讲到速度这一节时，可以介绍

实际生活中常见交通工具的速度，讲到圆周运动时可以

联系机械零件里面的齿轮运转，学习动量与冲量的时候

可以分析计算施工时打桩机在打桩过程中重锤下落时的

速度，冲力等，这样能够让学生意识到物理在后续专业

课学习上的重要性。

3.2 适当增加学时、设计创新的考核标准

对于电气、机械、建筑工程这类专业，有必要适当

增加学时，使得学生有充足的时间系统完善地学习完相

关板块内容，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好基础，比如可以

将先前的 32 学时提升到 48 或者 64，对于与物理联系不太

紧密的专业，可以侧重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讲解，主

要培养他们的理科思维和计算能力，同时增加一些实训

课时，锻炼下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公共基础课程，考核方式主要通

过期末闭卷统考与平时成绩按照一定比例计算得出。对

于课后抄袭作业，签到后中途逃课的情况难以避免，因

此设计创新的考核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学生的平

时成绩的层次。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奖励和惩罚措施，比

如课堂上主动回答问题可以加分，课堂测试题目通过问

卷云方式给出，快速检测学生的掌握情况，课上出现抄

袭则扣分处理。课后可以布置一些开放性的设计作业，

有创意的给高分，出现雷同便扣分，这样一来，学生的

创新思维可以得到激发，那些比较懒的同学也会有压力

地去完成任务。

3.3 提高物理实际应用和探索性实验的比重

相关文献 [4] 通过对国内外大学物理课程的对比，发

现澳洲和美国的大学物理教材中，经典物理和现代物

理技术各占一半，这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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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5] 对于职业本科生的“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的培养定位，各大高校应积极编写一套适用于职业本科

的大学物理教材，尽量提升物理技术的应用板块所占的

比例，以适应新时代职业型人才发展的需求。作为第一

批职业本科大学，重点是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而

探究性物理实验对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创新技能非常

有帮助，因此学校应根据自己的特色专业优化物理实验

教学内容，适当增加探索性实验的数量，例如汽车工程

专业，可以安排汽车稳压管的伏安特性曲线测试、车轴

的转动惯量测定等实验，以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

4.结语

鉴于职业本科院校的教学现状和发展需求，大学物

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只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特点

和学习习惯，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优化课程考核体系，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一定可以取得不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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