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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工科理念的提出和推广,工科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物理化学作为工科学生的

基础课程,其课程建设也需要与时俱进。文章叙述了新工科教育与物理化学课程建设的联系,分析了物

理化学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了新工科背景下的物理化学课程建设策略,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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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and promotion of new engineering concepts, engineering educatio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 the basic course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physical chemistr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lso need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physical chemistr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hysical chemistr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physical chemistr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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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化学作为化学科学的重要分支,涵盖了热力学和动力

学以及反应化学反应平衡和速率等内容。对于工科学生而言,

物理化学是需要其掌握的基础课程之一。通过学习物理化学,

学生不仅可以了解多相平衡、化学平衡、化学反应等相关知识,

还能够培养自身的综合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

基础。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物理化学课程建设面临着一定的挑

战,如该课程包含一些抽象概念,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程“难以

理解、枯燥乏味”,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对此,物理化学课程建

设还需进一步优化。 

1 新工科教育与物理化学课程建设的联系 

随着我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新工科成为高校

教育改革创新的必由之路,新工科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展

新兴产业的工科专业,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云计算等,另一

方面,也包括对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和改革,其中就包含物理化

学,新工科的建设旨在为科技和产业变革提供对口人才,使之适

应新时代的需求。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

高校工科教育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新工科背景下,教师需要解

决传统工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围绕着创新驱动发展找准教

学改革的关键。物理化学课程作为工科专业中的重要课程,需要

与新工科教育相结合,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在实际教学

中可以引入更多与产业相关的案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也可以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优化,如采用启发式

教学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物理

化学人才。 

2 物理化学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课程难度较大 

物理化学涉及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

法,是探究化学变化本质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其涉及的知识较为

复杂,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才能理解和应用相关概念,掌握

公式的运用,许多学生也因此产生了畏难心理,在学习中感到枯

燥乏味,长此以往,对物理化学的兴趣逐渐减退,教学效果受到

了影响。 

2.2教学方式单一 

当前,物理化学的教学方式仍以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为主,尽

管多媒体教学已在我国高校普遍使用,但它仅仅是将传统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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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教学换成了现代化的屏幕教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教学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往往被动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思考和参与的

机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长此以往,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难以得到有效培养。因此,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十

分必要。 

2.3考核方式需要改进 

物理化学课程考核方式主要依赖于平时表现和期中期末考

核,其中平时表现包括出勤、课堂提问和作业,占比约为30%,期

中期末考核占比约为70%,而且考试内容往往由教师指定,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考核点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原理,无法全面考查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期末考试也只能评价学生的记忆

力,并不能代表学生的实际水平,特别是由于期末考核所占比重

较大,部分学生可能会在平时学习中懈怠,而在考前进行突击复

习,这无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4课程思政融入不足 

物理化学作为一门专业课,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

体之一,其可以融入多种思政元素,如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和创

新精神,然而,目前课程在思政方面的融入还略显不足。一方面,

物理化学与思政元素的融合不够充分,很多潜在的思政内容并

未得到有效地体现,在教学内容设计和实验教学中,对科学精

神、团队协作等价值观念的渗透不够深入,缺乏对学生思想品德

的引导和培养。另一方面,在引出思政内容时显得略显牵强,缺

乏合理的衔接和延伸,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思政内容的理

解和认识有所欠缺。 

3 新工科背景下的物理化学课程建设策略 

3.1整合教学资源,降低课程难度 

近年来,尽管物理化学理论课时减少,教学内容依然庞杂,

涵盖了大量公式、符号和概念,这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项挑战,

大部分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在学习时感觉到困难,甚至有

些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教师需要对课程内

容进行优化,激发学生对物理化学的学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重组和优化教学内容,化繁为简,增加与学生未来职业相关

的实际应用和前沿知识,并引入网络资源等现代教学手段,从实

际需求出发,同时确保不违背教学规范,科学合理地选择课程内

容,避免内容过于繁杂的同时,保持物理化学知识的系统性和逻

辑性。例如,教师可以将学科前沿和科研成果有机融入课程中,

更新教学内容,从而使学生认识到物理化学的重要性,并激发他

们的学习热情。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延伸课堂内容,突破时间、空

间和地域的限制,实现资源共享,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从而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索兴趣。 

3.2结合“互联网+”,丰富与优化教学方式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成为教学发展的一个重

要趋势,“互联网+”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的学习体验,将抽

象的知识形象化,使学生能够易于理解。在物理化学课堂教学中,

教师需要结合“互联网+”进行授课,提高教学过程的互动性。

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公式以及重难点知识,教师需要书写板书,

以此来加深学生的印象,而一些实验过程,如热传递过程、焦

耳-汤姆逊实验、卡诺循环过程等,可以通过视频或动画展示,

强调细节,使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中掌握重点与难点,通过多

媒体教学,可以使课堂节奏张弛有度,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同时,“互联网+”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探索空间,使得

教学内容不再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可以通过互联网

获取更广泛、更深入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可以利

用课堂时间进行更多的拓展,引导学生探索相关领域的新知

识。如在使用热分析法制作金属相图时,教师可以进行适当拓

展,鼓励并引导学生了解物性分析法、动态相分析法、扩散偶

微区分析法等一些相图制作的其他方法,简要介绍它们的原

理、特点以及区别。当使用奥氏粘度计测量乙醇粘度时,可以

拓展介绍其他类型的粘度计,如玻璃粘度计、旋转粘度计等,

使学生能够了解不同粘度计的原理和适用范围,通过“互联网

+”不仅能够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还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与应用能力。 

3.3改进考核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能力 

对于提高课程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改进课程考核方式至

关重要,对此,教师需要建立多元评估体系,确保对学生进行全

面评价。首先,教师可以加大平时表现的评价比重,并丰富评价

的方式,如大作业、小论文、专题讨论和实践评价等,引入辩证

思考的开放性习题,使考核内容更具挑战性和启发性,促进学生

深层次学习。其次,教师需要善于利用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

是课程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为学生提供持续的反馈,帮

助学生改善学习状态,并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形成性评价可以

及时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并提供改进的方向,提高学生的学习

动力。再者,教师要减少评价的主观性,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参与

评价过程,可以有效降低教师评价的主观性,生生互评和自我评

价的应用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从而提

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公开详细的评

分标准。此外,教师也要提前告知学生考核方式,使其更有效地

准备和规划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 

3.4加强课程思政设计,实现与内容的有机结合 

课程的思政点设计要平衡公正,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

考,结合社会问题,将思政内容融入课程。如,教师可以通过引

入物理化学中的概念,引入课程思政。在物理化学教学中,热

力学第一定律阐述了能量的守恒性,这一概念表明能量不可

能凭空产生或无故消失,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

这类似于生活中的努力与回报的关系,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通过这个例子,学生可以思考到在学习和生活中,没有付出辛

勤努力就很难获得成果,将这些思考带到物理化学的课堂上,

可以让课程内容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不仅提高了学生对物理

化学课程的兴趣,还能让他们意识到物理化学中的知识在生

活学习中同样适用。物理化学中的其他概念也可以为学生提

供启示,状态函数的变化值与变化的具体路径无关,只与初始

和最终状态有关,这可以启发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多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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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时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再如,速率控制步骤指的是一

个化学反应中由最慢的基元反应控制整个反应速率,类比到集

体,这也说明了集体中个别人的能力差会影响整个集体的表现。

因此,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不要成为集体的短板,从而培养学生

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促进集体共同进步。此外,教师也可

以物理化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为前提,引入课程思政。在日常生活

中,饮用水的纯度至关重要,而这需要用到物理化学中的电导知

识进行检测,普通蒸馏水的电导率为10-3S/m,由于工业废水的

随意排放,我国的水质状况较差,当水体受到污染时,电导率会

增大。通过学习电导,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环保和资源节约,从小

事做起,增强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实现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的有

机融合。 

3.5优化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随着工科类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理论课学时的压缩成为

一种客观现实,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师需要重新审视并改革传

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十分必要,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大纲,选

择部分内容,引入翻转课堂。在课前,根据学生的主动性和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使小组内部可以相互辅

导的同时保证小组之间竞争的公平性。通过向学生发放任务单,

要求他们在课前认真预习、收集资料,并在小组内相互讨论和修

正,在课上每个小组都有机会以PPT形式进行10～15分钟的授课,

教师在此过程中给予指导和点评,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

在小组授课结束后,教师及时进行点评,纠正学生可能存在的错

误和遗漏,加深对课程重难点的讲解,并帮助学生进行思路的整

理和总结,通过这种翻转课堂的方式,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调动他们的学习主观能动性,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从而达到更好地教学效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的使命不仅

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基础知识、基础能

力与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是学生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物理化学课

程建设中,需要重视学生核心要素的培养,合理进行课程设置,

适当改革教学方法,通过实验、项目实践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探索欲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创新活动中去,从而培养

具有责任心和创造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使其在未来的工作和

生活中能够胜任各种复杂的工作任务,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作

出积极的贡献。 

[基金课题] 

榆林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改革项目(KCSZ2330)；榆

林学院模块化课程建设项目(KC2210)。 

[参考文献] 

[1]柴成文,樊红霞,王琛,等.“新工科”背景下物理化学实验

课程建设实践[J].大学化学,2023,38(03):64-69. 

[2]徐涵,江蓉,关婷婷,等.新工科背景下物理化学课程思政

建设与实践[J].广州化工,2022,50(16):208-210. 

[3]曹小漫,孙志佳,张庆国,等.基于课程思政理念下的物理

化学课程改革探索[J].广州化工,2022,50(04):136-137+144. 

[4]张淑娇,王力川,马龙,等.新工科背景下“物理化学”课程

思政的融合与实践[J].安徽化工,2022,48(01):196-198. 

[5]王女,闻利平,赵勇,等.工科物理化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思

考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21,(27):97-100. 

作者简介： 

刘慧瑾(1981--),女,汉族,陕西佳县人,榆林学院化学与化工

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一直从事《物理化学》、《物

理化学实验》的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