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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课程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必修课程,课程组结合工程教育认证,围绕“以学

生为中心、目标导向和持续改进”的理念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建立符合我校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发展的《大

学物理》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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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Physics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Combined with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the curriculum team carries out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around the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goal-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o as to establis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Physics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school,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Key words] college physics; curriculum syste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我国高等工程教育面临向国际化、多

元化、协同化方向发展的挑战。建立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

度,是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专业认证的

先进理念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工程教育专业教学改革。 

课程组按照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以培养目标为导向、注重教育产出和实际成效、坚持全体

学生共同达标、以持续改进促进教育质量不断提升”的原则进

行教学改革。课程组在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

大学物理课程如何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作贡献的教学理念

和为贯彻这一教学理念所需采取的措施以及对存在问题的对策

进行系统探索。基于此,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本课程组就如何对

大学物理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地

探索与改革。 

1 课程改革的进展 

1.1课程组制定了明确的课程教学目标 

在教育部《非物理类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的框架下,结合我校“厚基础”“擅应用”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

定位,根据学校实际和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中的具体要求制

定了本课程的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知识目标：培养学生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要求学生

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

和正确的理解,为后继课程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察和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

工程意识,促进理论与应用的相融合,提高分析复杂工程问题

的能力。  

素质目标：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实事求实的精神,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提高应用型人才

素质等。 

1.2优化教学内容,修订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是落实课程目标的有效保障,支撑专业培养目标

并达成毕业要求。教学中既要精选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又

要保持物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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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专业的专业特色及后继课程的要求,对教学内容进

行优化。突出专业基础的部分,重点讲授后继课程将所涉及的基

础,适当增加专业的边缘知识,将弱化的知识点作为自学内容。 

(1)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专业侧重对电气系统、设备、工

业过程等的自动化控制,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将电磁学部

分作为最重点的教学内容,将经典力学的各种运动及动力学原

因作为第二重点,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排在最后,而量子力学部

分则以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拓宽知识面； 

(2)机械设计专业的学生需要培养机械工程领域产品研发、

设计、加工制造、试验分析以及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运行维护

的能力,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将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部分(包括

运动学、动力学、振动波动等)和热力学部分(热机冷机、热机

效率等)应作为重点讲解,减少光学的内容； 

(3)化工专业的学生需培养在精细化工领域从事产品设计

与开发、化工装置与工艺设计、项目施工与运营、生产技术与

质量管理等能力,而其后续需要学习《物理化学》这门专业核心

课程,所以我们在《大学物理》的课程教学中加强热力学和量子

力学部分的教学,可适当减少动力学内容的教学； 

(4)土木专业的学生需培养房屋建筑、路桥工程、岩土与城

市地下工程施工、设计管理及研究开发等能力,其后续需要学习

《理论力学》、《结构力学》、《材料力学》专业核心课程,所以我

们在《大学物理》的课程教学中加强动力学和热力学内容的教

学,适当弱化量子论部分的内容。 

以上列举了四个专业的情况,本课程组通过对不同专业教

学内容的优化,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增强了基础学科

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联系,并且我们还针对不同专业特点,量身制

定了《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 

1.3结合专业实际,增加工程应用教学内容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将物理原理在工程技术领域应用的

案例引入到教学过程中,尤其是一些未简化成理想模型的物

理问题,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建立物理模型,侧重物理思想、

分析能力、建模能力的培养。 

在角动量守恒这个知识点,从中国古代被中香炉的技术原

理到陀螺仪在飞机、卫星上的重要应用的案例介绍,不仅突出了

物理原理在工程技术上的应用,还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经典的

物理原理随着技术的发展在新领域产生的新应用。 

在讲授循环过程和热机效率中,教师介绍燃油机气缸的结

构,引导学生应用热力学的等值过程分析燃油机的空气奥托循

环的工作原理,计算热机效率。让学生对提高热机效率的方法进

行讨论,机械类的学生经过查找专业书籍后还提出各种不同的

气缸模型,并对效率进行估算。 

在讲授电势差知识点时,我们讲解了电池的电压,市电的电

压；在讲解静电平衡时,我们引入了静电屏蔽和尖端放电；在讲

解电容时,我们介绍了在目前电子时代器件的电容效应。 

在讲解稳恒磁场部分电流的磁场时,我们介绍了磁学在

1820年下半段的发展的精彩过程。 

在讲解电磁感应时,我们提及了发电机制。 

在讲解光学仪器分辨率时结合人眼这个最为常见的且精密

的光学仪器,课程就显得非常贴近实际。 

本课程组在讲解各知识点时,充分结合专业实际,增加工程

应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中注重实践应用,使得学生在学习每部

分内容时,心中清楚,学习这部分内容今后将在哪些场合有用,

那么学生则会判断出这部分的学习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对实

际工程技术中的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提高知识转化能力。 

1.4根据《大学物理》课程的特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开展

课程思政教学,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1)《大学物理》课程蕴含广谱且深刻的辩证唯物思想,知

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严肃谨慎,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缩影。科学和

人文有机融合,更显科技的人文性。教师在在教学过程中充分挖

掘物理学理论的建立、发展及其运用过程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

素,依托课程知识点自然引入思政元素,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结合《大学物理》课程的特点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有机

地将科学故事、物理学的发展与工业革命、人类文明与和平进

程中起到的作用与课程教学结合,培养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培养

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精神和学习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科学方法。 

(3)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巧妙恰当地利用物理学史、物理学家

的故事、物理定律的发现过程、物理理论体系的建立历程、中

国在科学前沿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等,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有机融合,能实现大学物理课程对学生思想进行“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比如,我们在讲坐标系时曾经提到过“直角坐标的三个坐标

方向互相垂直”的问题,在后续的动量定理时我们将动量定理分

解为三个垂直的分量成立时,我们总结出：直角坐标建立的底层

逻辑就是自然界运作方式的一种呈现。我们在讲例题2.3时,曾

经解释过阻力的“负号”的意义,在阻力振动时再次提到这个

“负号”的意义,此时,我们总结出：惯性是所有物质的的一种

共性,没有驱动,所有物质包括我们自己都愿意保持原状。又如,

通过介绍“中国天眼”的建成过程中的艰辛和世界地位,以及其

总工程师南仁东在建成过程中排除万难,燃尽生命的介绍,对学

生进行思政教育,这样既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研究和献身祖国的科学研究事业,

激励学生珍惜时光好好学习,以及学习南仁东20多年如一日攻

克一系列技术难题的工匠精神。 

课程组在充分挖掘《大学物理》课程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

素的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大纲,指导教师

在具体教学过程自然、巧妙地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一方面加深了

学生对自然界的基础逻辑理解,在无形中端正了学生对理工科

知识学习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润物细无声般地融入了课程思政

的元素,加深了学生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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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组成员于2020年获批了不同类别课程思政实施方式比

较与借鉴研究(招标项目)和“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培育“科学家精神”的路径研究两项湖南省教改项目。 

2 取得的阶段成果 

2.1根据试点班级教学改革情况,撰写了教学总结 

(1)本项目首先是在我校机械电子专业开展课程教学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依据课程教学目标和机械电子专业的特点,注重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工程意识。譬如在讲到霍尔效应现

象时,从霍尔效应现象本身讲到霍尔效应现象在实际中的应

用,用来判断半导体导电类型,测量半导体载流子迁移率、电

导率等,再延伸到霍尔效应的最新发展,量子霍尔效应、分数

量子霍尔效应、反常量子霍尔效应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

学生自己查资料了解相关内容；又譬如在讲共振的内容时,让学

生分析安装在台北101大厦全球最大的“调谐质块阻尼器”的作

用,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物理原理和掌握其工程应用,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2)学校督导和学院督导分别在该班听课检查学生上课情

况,一致反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非常高,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学

习效果非常好。 

(3)本课程组根据试点班级教学改革实效,发表了4篇教学

改革论文,形成好的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固

化试点带来的改革成果。 

2.2建设线上课程资源,探索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方法 

(1)本教学团队和课程组成员从2020年1月开始,在超星泛

雅教学平台(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74139 

11.html)和学银平台上进行《大学物理》课程建设,在线课程

建设内容包含大学物理课程的电子教材、教学参考课件PPT、

教学重难点知识点的讲解视频、章节测验和物理学史的拓展。

《大学物理》课程于2020年获批了湖南省一流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 

(2)课程组已经完成了《大学物理(1)》和《大学物理(2)》

的相关内容和题库建设,《大学物理(1)》课程已经在线开放了3

期,《大学物理(2)》课程已经在线开放了2期,现已录制了180

个教学重难点视频、完成了873道考试试题库和1804道测试试题

库建设。 

(3)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超星教学平台设置随堂测试、问卷、

抢答、签到、课程评分、发布作业和考试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学

生的自主学习。 

(4)在线课程的资源已经被省内多所高校使用,课程每期学

生的在平台学习的点击量达到了1500万,课程的建设得到了同

行和学生的广泛认可。 

3 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3.1如何照顾个性发展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使“每个学生成材”。

但是《大学物理》面对的是刚入校的新生,其学习目的性不强,

缺乏责任感,影响因素很多,共同表现为无法摆脱从小到大养成

的依赖性的心理困境,很不适应“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与科学思

维”的要求。在学习能力各不相同的班级教学中,怎样挖掘学生

的潜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具体落实到因材施教还需进一步探索。 

3.2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方式 

工程教育认证不是评优,而是合格性评价。在工程教育认证

背景下,如何以一种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方式反映课程目标是

否达成,如何通过学生反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仍旧是必需探讨的问题。 

3.3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线上考试机制 

线上课程的学习,重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没有办法

能够实时监控到每个学生的线上学习情况,所以教师对学生的

了解还是存在一定的盲区。所以对组织线上考试还存在一定的

疑问,怎样才能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以及建立合理的线上考试

机制还需探索。 

4 结束语 

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肩负

着知识创新的使命。以上是本课程组在《大学物理》课程教

学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体会和感悟,希望能够为探索

适合当前工科大学物理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起到一定的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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