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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知识。研究性教学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动机的同时，
增强学生参与教学内容中知识建构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让学生从
知识的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积极主动的探求者【4】。

通过研究性教学的实践，也发现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如：
教师在研究性教学中的干预，完全依靠教师自身的知识能力水平，
对小组作品的评分与个人的评分有适度偏差，教师能否把握好评
价指标的误差，需要教师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比较总结。研究小组
的活动部分是在课下展开的，小组成果在课上只能派代表来展示
与相互讨论，无法保证在每次研究小组活动中所有幼师学生都积
极投入其中。因此，如何建立研究小组活动的评价体系等问题，
将在以后的教学中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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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冯伟

(江苏大学理学院物理系江苏镇江212013)

【摘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各类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全新的要求。迫
使人们必须对高等教育尤其是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改革，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笔者从明确教学目的、更新教
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对如何改革大学物理教学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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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和带头学科，它承载着研究物
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物质最基本的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及其
相互转化的规律的重任。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普遍性，它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渗透到了自然科学的一切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
各个部门，是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和工程技术的基础。在现今以
高科技为特色的时代下，物理学更成为各理工科专业乃至各个文
科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传统教学模式
和课程结构单一的影响，目前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已难以适应高校
理工科不同专业对培养高科技人才的需求。如何使大学物理课程
教学适应社会对理工科人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是我们物
理教育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题。对此，我们认为主要从转变教育
理念，更新教育思想，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教
学方法这几点人手，有利于改进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从而实现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本科人才的需要。

一、明确工科大学物理教育目的，改革物理课程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和工程技术的基础。联合国第

58次全体会议作出决议，史无前例地把2005年定为“国际物理年”，
更是确认了物理学是当今众多技术的发展基石，这充分肯定了物
理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大学物理的教学既为工科大
学的学生学习工程技术知识和今后的长远发展打好物理基础，并
且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一方面，物理学的思想是当今科
学技术发展最主要的源泉；另一方面，时代和社会对科学素质要
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
的科学态度，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要求我们要把物理教学的重点从单纯的知
识传授转移到科学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上来。做到这些．也
就实现了大学物理课程在工程教育中的作用。另外，对工科专业
来说，物理课程是重要的基础课，该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动手能力和全面素质以及服务于专业课等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因此，新时期对物理课程有着更高的要求，需要加强物
理程的教学。但是同时物理课程又面临着和专业课程竞争课时的
现状，课时并不多，那这就要求我们对物理课程进行改革。物理
课程改革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与时俱进。即加强近代物理和
高新技术的内容；二是要在课堂教学上精选内容，注重物理教学
中基本思想的同时也要注重其中应用性知识的教学，要注意课程
的开放性，即各门学科与物理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把物理学的
新成果、新知识、新方法充实到各相关课程的教学中。

二、加强大学物理中物理学史的教学工作
物理学史集中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物理世界的现

象、结构、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史进程。物理学史对物理教学

的重要作用很早就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六七十年代曾举办
了“关于物理学史在物理教育中的作用的国际专题研讨会”(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seminar on the Role of the History of physics

Education)。在物理的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适量地穿插渗透
物理学史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既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
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既能使学生从中学到研究和探索物
理的方法，又能使学生体验到科学的本质，从而提高自己的科学
理性，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此外，现在大学生中普遍存
在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是非物理专业的学生却还要学习大学物
理，总觉得物理学习不如数学和外语等课程的知识实际作用来得
大。而针对此，我们通过了解和分析物理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发
现正是物理学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诸如化学、生
物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与新的交叉学科的诞生。这样有利于
非物理专业的理工科学生能够对物理重新获得一个明确清晰的认
识，从而能踏实专心的学习物理，认真思考物理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及与其专业的结合促进。而要能很好的发挥物理学史对物理
教学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所引入的史料要相当的精炼和具
有代表性。针对物理教学课时不是特别充裕的现实，我们可以在
穿插时简洁扼要地将史实要点介绍给大家，然后再相应的留下一
些小小的相关引导。而对于那些学生们高中就已经很好的掌握了
的理论如力学部分，我们应将侧重点灵活的变动，将力学几千年
以来的发展史巧妙地融合进去，这样可以让学生们对此有更完整
和生动的认识，在教学效果上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可以培养
学生对科学的初级认知，而且可以使学生从中汲取很多智慧和启
发。

三、采用“启发式”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处于被动吸收知识的

地位，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都不理想。而现代科学教育理念是教
师应起到“主导作用，“启发式”的引导学生能够独立的发现问题、
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教为主导，学为主体，以人为本”的教
学原则，注重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教学方法的应用，这样才
能提高物理教学效果，使学生从被动化为主动。通过采取“生本”
教育，利用启发引导，自学，讨论的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
学生能够在独立探索中获取知识，增长能力，认识客观世界。我
们教师在讲授物理知识时，则应侧重讲清知识的整体框架和数学
模型的建立，物理概念和理论的建立过程和研究方法，避免单纯
讲授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将学生推人纯粹的题海当中，注重给
学生指出思考问题的方向和方法技巧。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
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的学习活动。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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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物理教育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培养和提
高学生的探索和创新能力，是实现大学物理创新教育的一条重要
途径。在物理教育过程中开展研究性学习，也必须依据物理教学
大纲、教材、专业特点、学生实际水平和认知规律，有计划地分
段实施。

四、“有的放矢”侧重授课内容，介绍相关前沿知识

大学里各专业都以大学物理为基础必修课，但因专业不同，
大学物理的教学也要“因材施教”，根据授课学生的专业，授课
内容侧重点肯定有所不同。例如对于数学、化学专业来说，对经
典力学基础要求的不多，可在中学物理的基础上对牛顿力学部分
作大幅度的精简、浓缩及总结；对医学专业来说，可以精简传统
物理学教材中如分子物理学和热力学基础等与其联系不显著的章
节；对于生命科学专业，则需要适当增加有关流体力学的内容。
另外，从工科物理的特点出发，我们提倡将一些应用方面的知识
放入教学内容中。如热学中的临界点、相变及液晶的应用，电学
中的各种粒子加速器、等离子体、质谱仪和超导体等的应用，光
学中的全息技术、信息光学和非线性光学的基本知识，量子物理
中的光电效应、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和激光技术等的应用。这
些内容往往与近代物理和新技术密切相关，把它们加入教学内容
中，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提高科学素质和综合应用的能力。此
外，教师还应根据各专业领域的新课题、新发展，结合教材内容，
不断的将工程实践中正在使用和即将推广使用但还没来得及补充
进入教材的新知识、新技术引进到课堂教学中来。这样学生会感
到他们学到了活的、实用的知识，触摸到社会的最前沿和科技发
展的新动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物理与自然生活相
结合，“从物理走向生活，从生活中学习物理”，才能使物理学散
发出它应有的吸引力。

五、灵活运用多媒体教学，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变革
现代信息技术与大学物理教育的整合使得在教学中运用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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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技术已成为教学方式的主流。适当的多媒体教学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给师生之间的互动式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有利于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多媒体教学在形式的灵活性、教学
内容的容量以及单位教学时间的使用效率等方面都具有十分明显
的优势，通过提供文字、图形、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
媒体信息，为科学、生动、直观、灵活和广泛深入地展示大学物
理理论知识和物理内涵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但从教育生理学的角
度，在教学过程中，长时间只和一种媒体打交道容易诱发生理疲
劳，对传统媒体是这样，对多媒体教学也是这样。因此两种媒体
交替使用，更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若课堂讲授内容图像较
多时，采用多媒体效果要好一些。若以文字和公式推导为主，粉
笔加黑板的教学方式可能更好一些。在教学中我们应注意到对多
媒体教学的适度、灵活的运用，针对课程内容的不同特点和学生
的情绪状态，有机结合黑板和幻灯片。例如，在近代物理中的量
子力学的教学中，出现的科学家、科学事件特别的繁多，发展过
程曲折，内容量很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幻灯片这一信息涵盖
量大这一特点，把实验演示，一些理论上的数学推导都放到幻灯
片上，而对于各种理论的传承发展与关键转折我们则可以采用黑
板，通过粉笔画思维导图的方式给学生讲解，事实证明这样的有
机结合的讲解方式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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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教育理念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历史新
课程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不仅是对教材内容的整合，而且对历史
老师也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即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统一，课程功能“从单纯注重传授知识转
变为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第一线教师，我现就教学上的点滴
心得写出，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突破了以往历史课程内容的编排体系，依
据“贯通古今、中外关联”的原则，以专题形式构建了历史教学
的新体系，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课程目标的创新
第二、课程结构的变化
第三、课程标准的创新：
第四、注重学生体验和知识更新
第五、课程的实施：
第六、学习方法的变革
第七、课程评价的改变
第八、课程管理的创新
总之，新课程注重以“人”为本，突出人文素养，具有强烈

的亲切感，为促进人的生命整体和谐发展这一终极目的服务，努
力实现学生养成学会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经验，培养学生根据历
史的经验思考和认识现实问题，营造和谐氛围，以激发探究的兴
趣。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较强的知识整合能力，树立宏观的历史
观念，即所谓的“大历史观”。

二、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反思

随着新课改的展开和新课程的实施，原先的教育教学理念、
方法、范围和过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教育教学的重
要环节之一的课堂教学的要求和实施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通过
培训、学习和进行教学实践，我对在新课程教学中面临的新问题
有了初步的认识。

1、初高中历史教育现状和知识的衔接问题
新课程的编写采用了专题的形式。而这应建立在学生掌握通

史的基础之上。但初中历史由于中考不考或只考政、史合卷，课
时安排少，没有正规的教学、学习和训练环节。这就决定了众多
学生既对初中历史知识的掌握情况不理想，无法成为学习高中历
史课程的必要的知识基础：又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和方法的培养。
而在激烈的高考竞争和沉重的升学压力下，学校又非常自然地将
语、数、英三门高考必考科视为“宠儿”，客观上理科专业在数
量和“质量”上的优越性，主观上重理轻文观念的沉淀，必然导
致重理轻文的教学管理机制，数、理、化便也成为“嫡系”学科，
而包括历史在内的其他学科便当然沦为‘‘庶族”，在这样的氛围中，
有学文科意向的学生和属于历史学科的课时，以及学生予以历史
学科的重视、时间和精力便都属于“少数派”。因此学生初中基
础薄弱已成为高中新课程推行的一大障碍，而高中课时紧任务重，
新课程不得不负重前行，这可能是新课程实施者所始料未及的。

2、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问题
新课标在教学过程中最基本的理念有三：
(1)新课标要求教学的知识应注重实用性。
(2)教学过程中以学为主，真正做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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