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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 高校物理教学要顺应教育工作的

发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使高校物理多样化、有效地

发展，体现出高校物理的强大活力，从而达到育人目的。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技术创新的趋势 [1，2，3]。技术革新的大

方向是多个领域的交叉和融合，“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互联网＋”、“新一代 AI 发展”等新技术的出现，

呈现出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态势 [4，5，6]。在高等教育工

作不断发展创新的当下，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将人工智

能融入教育教学中，真正促进大学物理教学实现现代化

高效发展。

2017 年，教育部从战略发展需求、国际竞争形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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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的新需求出发，提出了“新工科”的新理念 [7]。

工程教育理念、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是新工程

学科建设体制下的重要内容，对我国的教育教学和课程

改革都有新的需求。物理学既是现代工程技术的重要基

石，又是土木工程、机械制造、新能源、材料学、汽车

工程等相关传统工科的基础。在“新工科”课程中，高

校物理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时代、先进性，注重学

生的逻辑思考和创造，加强学生对工程应用问题的分析

和解决。大学物理是一门综合性的基础课，它旨在通过

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科技思考和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

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从而在未来更好地

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新工科”背景下大

学物理的教学内容上应该体现时代性和前沿性，着重培

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创新意识，锻炼学生分析、解

决工程应用问题的能力。在新工科的建设与探索阶段，

《大学物理》的学科内容必须顺应新的理念、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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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的路径，适时进行新的教学，使之更加系统化、交

叉化、创新化。所以，探讨新工程时代下高校教育面临

的问题，解决高校教育的症结，探讨与之相匹配的教育

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探究新工科背景下大学

物理教学存在的问题，破解其症候难题，探索其相适应

的 教 学 模 式 具 有 重 要 意 义。2014 年，Srinvasan 等 创 建

OCT 数据集，利用支持向量机（SVM）对 OCT 视网膜图

像进行分类识别，将其分为 AMD 和 DME。2017 年，江

苏大学的马海乐教授，开展食品科学与物理学的跨学科

交叉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8]。2019 年，陕西师范大

学屈世显教授，致力于 X- 物理学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构建“课堂教学 + 讨论课”、双语课和全英文

课混合教学模式 [9]。2020 年，深圳大学乐阳教授，把地

理的信息融入教学体系中，使本科生的培养方案更加多

元化 [10]。2022 年，复旦大学程训佳教授，从多学科相融

合的角度提出新型的分析寄生虫感染的技术 [11]。

物理学既是一门专业性强涉及领域广的一级学科，

又是一个行业涉及面极广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 [12]。在

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已

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新的物理原理不断被新的物理实验所证实，应

用在新的材料、新的工艺，以及更多的新的学科上。人

类社会发展离不开生活、生产乃至生存，这些无一不需

要物理学。教育是根据国家未来和社会发展需要，对自

己的职业发展做出相应的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物理

学科改革已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 [13，14，15]。为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如何变革物理学专业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概念早在

1956 年由麦卡锡（McCarthy）在达特茅斯（Dartmouth）

学会上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是二十一世纪最先进的三大

科技，是一项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技术，它需要对人的智

力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一种智能的行为。随着人工智能

和物理学的发展，“智能物理”的研究已经开始了。中

国物理学会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智能物理”的发展

进程中，提出了要把物理学和新兴工业结合起来，通过

理念创新和跨越发展来实现对传统工业的改造，从而使

中国从一个建筑大国走向建筑强国。尽管近年来，人工

智能技术已经与物理学科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目前高校物理教学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教学方式仍处在

起步状态。高等学校是培育具有较强创造力的优秀人才

的理想场所。但就当前而言，不管是跨学科的跨越式发

展，或是在人才的素质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当前

的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技术和物理

的优点，实现跨越式的跨越式发展，为大学的未来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此，对高校物理与人工智能相结

合的高校物理教育系统进行了探讨，并对其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剖析，以这一思路为主线，

本文建立了“图像识别 + 大学物理”的教学思想。

1　“图像识别+大学物理”教学体系核心思想的提出

AI 不断融入高校物理，并应用在智能规划、智能设

计、智能防震减灾等方面。它的核心要点是对传统物理

的持续“数字化”，“数字化”是新物理学科建设的核心

问题，也是新物理学科建设的一个重大难题。

2　“图像识别+大学物理”人才培养教学体系

图像识别技术（Image Recognition）是人工智能的重

要研究领域，利用计算机对获取的图像进行处理、分析

和理解，以识别不同模式目标和对象的技术 [16]。图像识

别技术具有很大的用途，它所涉及到的数字图象的加工

和模式识别等都在不断地被引入到物理研究中。归纳总

结图像识别技术研究的核心框架，基于图像识别技术解

决问题的关键步骤可以分为四个内容：图像获取、图像

处理、特征提取以及模式识别。基于物理学专业属性，

以图像识别研究的四个步骤为依据，探索“图像识别 +

物理学”的核心思想。

从数据信号层面上进行分析，以大学物理中的光学

为例，光学可以被解释为物理学专业人才对图像信号、

声音信号以及机器信号等一切与光学有关数据信号的获

取及处理的学科。因此，“图像识别 + 大学物理”核心是

将物理学数据信号转换为图像信号，并对图像进行分析

研究，再提取特征参数建立物理学中图像目标之间的关

系，并利用模式识别方法，对物理学中图像信号加以解

释、分析的过程。

大学物理课程中融入很多 AI 元素，无论在线上还是

线下的课程都可以适时加入人工智能的知识 [17]。在课程

解说部分，例如在讲解安培力的时候，让学生们试着分

析我国的磁悬浮列车，列车配备人工智能大脑；在讲解

动量这一名词时，首先给学生介绍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

历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火箭上，使火箭能够自主

学习并进行信息分析，让学生了解依据动量守恒定律自

主推导火箭被推入太空时的速度变化。“人工智能”与物

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一次教育改革的

浪潮正席卷全球，所以，在高校物理教学中，AI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这是需要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的课题。

2.1 数据获取思维的形成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人工智能在人类社

会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它是基于传统的机器学习

方法及其相关的深度知识体系来实现对数字图像的自动

分类与检测。将图像识别技术融入到大学物理，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物理学专业学习中的非图像信号

转换为数字图像信号。透过老师的指引，让同学们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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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领域中找到可以获取数字图像的研究方向，让同学

们可以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对关于大学物理的课题进行

系统性的思考。

2.2 数据处理思维的建立

基于大学物理研究领域初步获取的图像数据信号，

所包含的信息冗余，难以进行分析与处理。所以，要对

学生进行图象信号加工的思维方式进行训练。通过《数

字图像处理基础》的教学，强化对图像处理技术和信息

的处理思维模式。

2.3 定量化思维模式的建立

“图像识别+大学物理”的核心是基于视觉传感器，

通过图像手段数字化传统的大学物理，实现科技化、智能

化、实时在线的新大学物理。然而，仅通过图像处理技术

无法建立智能化模式。因此，需要培养学生形成对图像信

号定量化分析能力，通过计算机提取出输入到模式体系的

特征参数。开设计算机语言的相关课程，系统的帮助学生

形成关于图像信号定量化分析的思维模式及操作能力。

2.4 系统化思维体系的建立

当学生形成数据获取、处理以及定量化思维模式后，

为了能够实现智能化大学物理，还需要学生形成系统化

思维体系，运用计算机去理解、分析图像信号，从而实

现机器视觉代替人眼去处理物理学中的各种问题。同时，

开设《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课程，促进学生形成系统

化的思维体系的形成。

3　“图像识别+《光学》”的融合教学模式

《光学》是物理学专业核心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针对光学课程内容，开展融合教

学体系研究。依据融合模式及学生实际对人工智能时代

的物理学掌握程度，老师将指导学生在物理学中融合人

工智能，通过参与学术会议与学者进行交流学习，并研

读文献，逐步建立融合人工智能的物理学思维模式。在

这个思维模式下，逐步探讨人工智能的大学物理人才培

养体系的构建方法，以长春建筑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

项目研究团队为主力教师，学生为主体构建“AI+”大

学物理人才培养新体系。认真参考并仔细研习“复旦共

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的经验，创建最为适

合当下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人工智能与大学物理相融

合的教学模式。

4　结论

“图像识别 + 大学物理”旨在培育智慧物理的专业人

才，融合式教学体系是对传统专业进行转型和升级的初

探，基于构建人工智能与大学物理相融合的教学体系，

将图像处理技术融入大学物理中，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产

生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本文提出将图像处理与识别

技术融入物理学形成“图像识别 + 大学物理”的思想理

念，对后续的交叉学科教学体系探索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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