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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的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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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转变教学理念、提 高教师 自身素质、整合并优化教学模式以及提高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兴 

趣等方面介绍了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的几点做法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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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llege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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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llege physics ale suggested．The efficiency of co~ege 

physics teaching can be improved by renovating the educational idea，perfecting the teachers’quality，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odel and increasing the studen~’interest to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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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物理学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面起着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有其独特的优势⋯。所以，大学物 

理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将对学生在创造性思维方面的训练 

效果产生直接与长期的影响。而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大学 

物理的课堂教学质量，也一直是各级教学管理部门与广大 
一 线大学物理教师探索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 前提——贯彻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思想 

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它的终极 目标是使学生 

得到科学发展。在教学 中以人为本 ，就是要使所有的教学 

设计与实施，均要立足于学生，将学生看作是一切教学活 

动的主体、服务对象与能动的个体 ，他们的科学发展是教 

学活动的出发点、落脚点与终极 目标。只有学生得到了科 

学发展，课堂教学才能获得它的价值基础。因此 ，在大学 

物理的教学中，应 以知识为载体，以探索物理方法、启迪 

物理思维、渗透物理思想、培养科学精神为中心任务。具 

体说来，就是要求我们在大学物理教学设计或实施过程中， 

有意识地渗透甚至突出以下素质或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J： 

I)科学的时空观、运动观，完整的物质世界图像一科 

学的世界观； 

2)清晰的物理思想 ，系统的物理思维方法一科学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 

3)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善于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一 

创新素质； 

4)从基本物理思想出发，采用直观猜想、类比、定性 

与定量的方法得到物理结果 ，或判断结果的合理性的能力 
一 创新思维方法 

5)概括物理现象、建立物理模型、抽象物理本质的能 

力一独立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其 

他学科及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体的物理知识经过一定时间后可能会遗忘，但学生 

们在大学物理课堂上所接收到的思维与方法的训练、思想 

和精神的熏陶却可以使他们受益终生，成为其自我教育、 

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与不断创新的源泉。 

二、关键——努力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 

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教师的 

主导地位会有所降低，实际上，这反而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要提高大学物理的课堂教学质量，对处于课堂 
一 线的大学物理教师而言，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教学基本功， 

如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板书能力，稳定的心态及控制课堂 

节奏的能力等，还要努力提高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 

(一)挖掘教材的素质 

要驾驭教材，首先要细抠教材，达到对本课程体系的 

深刻理解。从知识层面来看，就是要 “专”；从实践层面来 

看，就是要 “深挖洞”，即细看、深想、多追究。这样，不 

仅能抠出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 ，领会其言外之意和弦外之 

音，从而在授课时做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还可找到不 

同于教材的证明、推导和计算方法，发现其没写出来的话 

和没讲出来的道理。如一般大学物理教材 ，很少提到干涉 

的三个层次 (瞬时干涉一暂态干涉一稳态干涉)，也绝 

少提及衍射的本质 (无源空间的边值定解问题)，但作为大 

学物理教师，却必须对这些问题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从而 

能在课堂上游刃有余地引导学生，开展积极、发散的思维 

训练。另外，我们在抠教材中如果遇到问题，也决不能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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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材，而要独立思考，大胆提出不同的见解，努力培养 

自己的创新能力。只有当教师 自身具有一定质疑能力与创 

新素质，其学生才能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紧跟前沿的素质 

广泛了解与本课程相关的前沿知识与应用前景，特别 

是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 ，包括军事高技术中的应用，是 

每一位一线大学物理教师的 “必修课”。这从知识层面来 

看，就是要 “博”；从实践层面来看，就是要 “广积粮 ”， 

即多看、多了解、多积累。如从强迫摆的运动到混沌的定 

义与刻画，再到非线性非平衡系统的 自组织；从斜入射光 

栅方程到相控阵雷达的扫描机制 ，从直线光栅到圆纹光栅 ， 

从单光栅衍射到叠栅莫尔条纹⋯⋯等等。只有 “厚积”才 

能 “薄发”，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能围绕教材，又能 

跳出教材，向学生展示与讲授内容相关的前沿性问题、争 

议性问题、研究现状与应用前景，并最终形成 自己的理论 

体系和教学思路。 

(三 )驾驭素材的素质 

经过 “深挖洞”与 “广积粮”这两步准备，教师已储 

备有大量的物理及与之相关的素材，但课堂上时间有限， 

不可能也没必要一古脑摆出来。因为我们讲课决不是对已 

有知识的照本宣科，而是一种再加工、再创造的过程。因 

此，大学物理教师必须要从纷芸繁杂的素材中发掘出学生 

最需要的物理思想与方法，并通过精心设计与组织，使这 

些思想与方法，经过最佳途径，最高效率地转化为学生的 

思想与方法。从这个意义讲，教学也是一门艺术。 

三、途径——整合、优化课堂教学模式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物理的教学模式已出 

现了很大变革，其中最常用的是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但 

如果在教学中过多地依赖多媒体课件，甚至把屏幕当作黑 

板 ，从而使得对一些物理问题的推理、计算过程和逻辑思 

路在屏幕上一闪而过，造成学生没有时间进行分析和理解， 

则多媒体教学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由传统的 “老师讲”变 

成了 “老师放” 的技术性改进而已，这样的教学模式，即 

便是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并不能真正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所以，提高大学物理的课堂教学质量的必经之路， 

是以开发学生思维为中心，整合、优化各种课堂教学模式。 

(一)利用多媒体技术．重建物理图像、强化能力培养 

多媒体技术的优势是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图、文、 

音、像并茂的学习内容。因此，充分利用其技术 ，首先可 

以将各种复杂的物理图像或过程 (如电磁场分布、干涉或 

衍射光路图、驻波的产生过程⋯⋯等)搬上屏幕，向学生 

提供形象化的教学信号，这既可节省大量的板书时间，又 

能化解教学难点；更重要的是，教师可通过各种媒体课件， 

在课堂教学中实现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声音、动画 

等多种信息的交互传递，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引入讨 

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和实践式教学 ，从而加强能力和素 

质培养的功能；此外，利用多媒体课件，还可使教师在完 

成教学大纲所要求内容的同时，还有时间向学生介绍与教 

学内容相关的前沿知识或技术应用。这样不仅扩充了学生 

视野、增大了课容量，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可提高其学习效率； 

(二)利用传统板书手段，展示逻辑推理、构建知识整体 

传统的黑板板书模式尽管在图、文的规范，音、像的 
表达等方面与多媒体课件无法比拟，但其 “可擦写性”或 

“随机应变性”却是独特的。例如，可在板书一些物理问题 

的推理过程、计算过程中，展开交流讨论，训练学生的逻 

辑推理与分析演绎的思维品质，而板书的这一作用是不可 

替代的，另外，板书能使学生在上课的过程中随时回顾前 

面教师所教的主要内容，从而能将整堂课的内容在脑海中 

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屏幕上所闪现的一个个知识 

片断。部分教师在制作课件时把屏幕当成了黑板的替代品， 

可是屏幕上的内容是不断替换的，怎能完全替代黑板呢? 

(三)利用演示实验．展示真实过程、探究物理本质 

物理学是--：3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 自然科学。尽管利 

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将各种实验搬上屏幕，但这种以影视 

或动画形式演示的实验，无法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 

更谈不上进行实验探究了。因此，笔者认为，只要条件许 

可，一些简单且易操作的演示实验，如定轴转动刚体的角 

动量守恒定律、多普勒效应 、双缝干涉 ，单缝、圆孔与光 

栅衍射⋯⋯等等，应尽可能地在课堂上就地实时地开展， 

特别是，如果能让学生参与操作，则其学习的主动性、积 

极性与学习兴趣，无疑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四、手陵一 激发学生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而能引发学 

生最深厚、最持久兴趣的，莫过于学科本身的魅力。所以 

在教学中应首先通过展现物理学科的魅力，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与兴趣。具体可通过在教学中向学生充分展现物 

理学的美 (如对称美、简 洁美、和谐美、多样统一美 

等)、物理学史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物理学原理在 日常 

生活、生产特别是在现代高科技 的应用、物理学发展进程 

中富有启发意义的趣闻轶事或思想碰撞，来激励他们学习 

物理的兴趣；其次，在教学中，教师应特别注意提高教学 

艺术。教师在上讲台前，是一个 “编剧 ”，而站在讲台上， 

就是一个 “导演”兼 “演员”，他在 台上所表现的功底与 

投入程度，将直接影响台下参与者——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效率。所以教师在课前精心准备教学素材，反复锤炼教学 

语言，在课上则可一方面鼓励学生提 出问题或不同见解， 

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教师自己灵活运用设问 (或反问)、悬 

念、联想、引申、假设、反证、类 比、甚至故意出错或设 

置 “陷阱”等各种手段，吸引学生们共同参与交流与讨论； 

再次 ，可通过适时介绍我国或华人物理学家在科技领域的 

卓越成就，来提高他们学好物理的热情与积极性；另外， 

教师的个人形象与人格魅力 ，对学生们也有 。言传身教” 

与 “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营造平等、 

融洽、热烈的课堂氛围，树立正直、亲切、宽严相济的教 

师形象，必要时，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改变 

部分学生认为物理 “不好学、学不好”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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