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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大学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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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的飞速提升，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在发生转变，教育重心发生了一定量的偏移，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越来越成为高校教育的重点工作。在此背景下，

应用型大学的规模在逐年扩大，为社会持续输送了各个领域的应用型人才，对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应用型大学的教学模式和育人方案要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即专注于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

力为中心展开教学。本文将聚焦于应用型大学的大学物理课程，探讨教学改革的路径，并简述当下该课程的教学现

状，以供参考。1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大学物理；教学改革

Research on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reform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Rui Yang, Fenghui Cao, Weiwei He, Ruiying Li, Hongwei Zhang, Dawei Zhao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aqing Normal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712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our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level, the career of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forward. The country and society's demand for talents is changing, the focus of education has shif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the key work of college educ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scale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has been expanding year by year, which has continuously provided applied talents in various 
fields for the society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teaching model and education 
program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should reflect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hey shoul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and carry out teaching centered on 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college physics course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discuss the path of teaching reform, and briefly 
describe the current teaching status of this cours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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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应用型大学中，大学物理是一门基础类课程，一

般设置在大一大二期间，是理工类专业学生所必须学习

的课程。大学物理课程通常涵盖气体分子运动、热力学、

刚体的定轴转动、真空中的静电场以及机械振动与波等

物理学知识，对理工类专业学生学习专业课程具有不可

忽视的帮助，是其深入探索专业理论的基础所在。该课

程的教师应当突出应用型大学的育人优势，总结现有的

教学经验，在此基础之上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以

推动教学效率与质量的显著提升。

一、教学现状

部分应用型大学在教授大学物理课程时存在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有待于改善。首先，个别教师在教学生

学习物理学知识时，切断了这门课程与学生所修专业之

间的联系，孤立地从物理学的角度去铺展教学内容，忽

视了大学物理与专业课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发挥出大

学物理对专业课的服务效果，致使学生在学习了大学物

理课程之后并不能对专业理论知识形成更加深入的理解。

其次，个别教师忽视了物理实验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在

讲课时多以理论教学为主，这与应用型大学的育人模式

是相背离的，会致使学生的思维停滞在理论层面，而不

能深入到实践当中去感受物理学知识的应用机理和要义，

弱化了学生的物理学应用能力。最后，个别教师在讲课

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既没有巧妙运用生活中的实

际素材去开展案例教学，丰富学生对生活中物理学现象

的见识，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也没有灵活运用现代化

的教学设备，教学观念略显陈旧，致使学生享受不到充

足的优质教学资源，进而降低了课程教学质量与效率。

二、改革路径

1. 结合学生专业优化教学内容

应用型大学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时，

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专业，结合学生的专业来对教学内

容进行优化，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具体，更具针对性，

为学生深入理解专业理论打下物理学基础。相反，如果

大学物理课程教师没有关注学生所修的专业，笼统地按

照大学物理课程标准去铺展教学内容，学生就难以将所

学的物理学知识应用在对专业课程的研究探索当中，大

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效果就会因此而打上折扣。所以，大

学物理课程的教师有必要对学生所修的专业进行详尽的

了解，然后在学生所修专业的基础之上去延展教学材料，

调整教学方向，优化教学内容。

比方说，对于工科专业的学生而言，学习大学物理

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物理学是其探索专业理论的基础，

是其必须深度掌握的学科知识。教师在给工科专业的学

生上课时，必须要抓住教学重点。以机械专业的教学为

例。机械专业的学生在上专业课时，要学习《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和《材料力学》等课程，这些课程都

要求学生具备深厚的力学理论基础，要会分析物体的受

力情况、确定物体的平衡状态以及熟知一系列力学概念

与定律等等。所以，在给机械专业的学生上课时，教师

要把力学章节设为重点，并结合机械专业的常见情境来

展开教学，如铰链受力、轴体受力等等。再比如，对于

农科专业的学生，教师在上大学物理课时就要以近代物

理与农业领域中物理新技术的应用为讲课重点，利用物

理学定律去讲解水泵吸水高度、生物低温保存以及土壤

结构分层等农学问题，以此来提高大学物理课程的针对

性和应用性。

2. 加强并完善物理实验教学

对于应用型大学而言，在培养人才时多以提高学生

的应用能力为核心目标，力求使学生具备高超的实践应

用水平，并能够在工作中发挥这方面的价值。为此，在

制定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大纲时，教师就要提高实验课

程在课程体系中的比重，也就是要增加实验课的课时，

使学生的物理实验能力在课程学习当中能够得到充分的

锻炼。比方说，大学物理课程教师可以把理论课和实验

课设置为一前一后的模式，即每上完一节或两节理论课

后，就开设一节实验课，带学生到物理实验室去进行物

理实验，以理论课所教的物理学理论为基础去设计实验

内容，让学生在实验中更深一层地理解这些理论，并使

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得到锻炼。

其次，大学要为学生准备充足的物理实验资源。具

体而言，物理实验室的数量要与学习大学物理课程的学

生形成对应关系，不能出现物理实验室不够用的情况。

物理实验器具也要为学生准备充分，要根据大学物理教

材来选购物理实验装置和器材，并根据学生数量来配置

订购量。同时，实验器具的质量也要维持在高水准之上，

不要用老旧的物理实验设备去糊弄学生，要合理调配学

校资金去购置尽可能先进的技术设备。此外，学校还要

安排教师去定期检查物理实验室的器具，为学生做好维

修服务，确保实验器具能够随时正常投入使用，不会耽

误学生进行物理实验。

最后，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师在带领学生进行实验时，

还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教师要充分体现

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亲自动手实验，不要给学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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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指导，不要在实验课上过多地讲述物理学理论，要

让学生行动起来。比如在“用分光计测量玻璃折射率”

的实验中，教师只需要指导学生如何确定最小偏向角的

位置，其他的实验内容交由学生自主解决，切实锻炼学

生的应用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要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

应用型人才所必备的品质之一就是精益求精、严谨务实

和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教师可以故意给学生制造实验

难度，增加学生的压力，同时鼓舞学生攻克难点，使学

生的意志在一次次失败后变得更加坚毅，并有效养育学

生的科学精神。此外，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在实验过后撰

写实验报告，总结实验经验，打扫实验室等等，从而完

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3. 以实际生活为案例进行教学

应用型大学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必须要培

养其对事物的观察能力。不论学生所学的专业是什么，

今后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只要涉及到实际应用，就少

不了对事物进行全面的、详尽的观察，根据观察结果来

整合有效信息，然后据此展开逻辑分析，获取自己所需

的结论。对于大学物理课程而言，为了培养学生对事物

的观察能力，教师可以以实际生活为案例展开课程教学。

物理是建立在实际生活基础之上的学科，与现实生活之

间的联系极为密切，尤其是宏观层面的物理学知识，比

如光的反射原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以及杠杆原理等等。

所以，教师有充分的生活素材可供讲解物理学知识，引

导学生深入生活情境，对生活中的物理学现象进行细致

入微的观察，运用物理学原理解释现象，并就此深化对

物理学原理的理解。

比方说，在给学生讲动量矩守恒定律的过程中，教

师就可以拿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为学生剖析这一物理学

定律，使这一定律变得更加具象化和立体化，消解其对

于学生的抽象感和距离感。例如，教师可以拿芭蕾舞蹈

员作为案例展开教学。芭蕾舞蹈员在跳舞时，一个经典

的动作是单脚直立，以脚尖作为身体的支撑物，另一只

脚收拢成三角状，然后双臂打开，绕着脚尖旋转身体。

这一过程其实就是芭蕾舞蹈员的身体绕铅直轴作旋转运

动，并且旋转的角速度会随着芭蕾舞蹈员手腿开合度的

减小而增加，这一特性就体现了动量矩守恒定律，因为

芭蕾舞蹈员绕铅直轴旋转的阻力矩几乎为零，满足动量

矩守恒定律的条件，根据公式即可推出上述特性。在实

践案例的作用下，学生对这一物理学定律的理解就会更

加深入，对生活中的物理学现象也会更加关注，并逐渐

养成从物理学角度观察事物的思维习惯，观察能力和应

用能力都将因此而取得明显进步。

4. 举办校园物理竞赛活动

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

养是教学方案中的重点内容。对于应用型人才而言，其

不仅要能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专业问题，将理论

应用于实践，还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要

能够与时俱进，在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时能够突出开创

性。基于此，大学物理课程教师在教学之余，还要为学

生举办校园物理竞赛活动。开展竞赛活动是激发学生创

新意识、培育学生创新能力的极为有效的路径，一是竞

赛活动的性质使然。竞赛项目对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直接

要求，学生参与竞赛的过程就是不断磨练自身创新能力

的过程。二是竞赛的环境会给学生制造良性的压力，学

生在竞赛中的动力是极为强大的，这会推动学生不断突

破自我，作出创新。为此，教师要积极为学生举办校园

物理竞赛活动，以促进学生成长为应用型人才。比方说，

教师可以结合教学进度和内容来举办直流电变交流电、

智能红绿灯控制、智能小车设计、基于转动惯量仪测量

液体的粘滞系数以及热敏电阻测试和温度传感器制作等

等竞赛活动，规定好竞赛要求，明确项目内容，并给参

赛学生安排指导教师，组建优秀的评委队伍，针对学生

竞赛作品的创新性与合理性进行评价，从而在多方面完

善物理竞赛活动。

5. 丰富课程教学手段

为了提高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师有必要丰

富课程教学的手段。在互联网时代，教师应当积极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去构建教学资源，为学生创建线上学习平

台，比如让学生注册超星学习通、慕课等软件，然后在

这些线上学习平台的基础上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

在课前阶段，可以通过线上学习平台给学生发布预习任

务，让学生对即将所学的物理学知识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并能够快速查阅相关的学习资料，绘制思维导图，整合

相关知识点。在课中阶段，教师可以在教室与学生正面

接触并展开互动，督促学生学习并获悉学生对物理学定

律的想法，然后利用信息技术去将抽象的物理学知识立

体化、动态化和具象化，比如用三维模型软件模拟气体

分子的运动过程等等。在课后阶段，教师可以让学生将

作业上传至线上学习平台，在批阅过后向学生一对一地

发送指导意见，发挥分层教学的优势，促进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进而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

6. 优化教学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在教学活动中是非常关键的一项环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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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有着密切的影响。通过对学生展开教学评价，

学生可以获悉自己在上一学习阶段中的问题，并在指

导意见下获得改善，教师也可以在教学评价中总结教

学经验，对后续教学方案进行优化。为此，大学物理

课程的教师必须要对教学评价机制进行优化，加强对

学生物理实验能力的考察，并将学生参与物理竞赛活

动的次数及其所获名次纳入到平时成绩的评分标准中。

此外，教师要考核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考试题目中多

增加一些创新类的题目，以此来完善对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路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应用型大学中，大学物理是理工类专

业学生在大一大二期间必须学习的一门基础课程，其对

于学生理解专业知识、锻炼应用能力和养成创新思维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应用型大学的教学特色，

提高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质量，课程教师应当结合学生

专业优化教学内容，加强并完善物理实验教学，以实际

生活为案例进行教学，举办校园物理竞赛活动，丰富课

程教学手段，优化教学评价机制，从而全方位地提高大

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效用，促进学生物理学水平的全面提

升，并推动学生实践能力、观察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显著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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