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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教育转型是一种基于理念和精神， 

实施过程的转型。以认知规律为导向，结合军队院校的特点， 

转型及其不断深化过程的一些思路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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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大学物理整个教学过程的素质和能力培养 

本文给出了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模块化教学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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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College Physics Modula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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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Physics is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which focuses on the students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Guided by cognitive law and combined with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methods and the explor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llege Physics modular 

teaching in the educ~ional transform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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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教学是一种针对讲授内容的特点，按照讲授的 

目标，把课堂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个有机联系而又相对独 

立的模块，然后再把它们组合成完整的教学 内容体系，并 

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加以实施的新的教学模式。模块化教 

学是精英教育转向通识教育过程中教学方式的一个重要过 

渡 ，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教育理念。‘】 其指导思想是根据 

现有的师资力量和学员水平 ，将教学 内容进行优化并全方 

位重组，最大限度地调动学员和教员的积极性，在力争全 

面提高大学物理教学质量的基础上，鼓励个性发展，引导 

学员朝着能发挥 自己优势的方向发展。 

一

、 开展模块化教学的现实考量 

在军队院校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大量压缩大学物理 

教学课时、注重素质和能力培养，着眼于提高学员的自主 

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素质，适应新的人 

才培养方案，进一步推进大学物理教育转型，模块化教学 

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L2 因此，军事院校大 

学物理教学重组教学模块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以精讲经典、 

加强近代、强化工程技术应用为前提，重点结合军事院校 

特点，着眼军事应用，同时将经典和近代物理教学内容有 

机融合。 

(一)教学模块体现军事特色，将军队院校教育转型落 

到实处 

笔者在2009级学员中开展了大学物理教育转型的调查 

研究，进行了 “大学物理课程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共设计 

了7个问题，调查对象既包括当时正在学习大学物理的学 

员689人，也包括部分高年级学员170人，共859人，具有 
一 定的普遍性。其中问题6：“你认为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 

应向那些方向改革?”78％的学员认为应该加强物理学与军 

事高科技的融合；问题5：“你认为大学物理在现代军事科 

技和装备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调查显示，学员非常认可大 

学物理在现代军事科技和装备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认为很 

重要和重要的 占91％)，其中认为很重要 的：67％ ；重要 

的：24％ ；一般的：9％，不重要的O％。 

目前 ，军事院校的大学物理课教学与军事技术课教学 

存在脱节的现象，军事课教员在军事课堂上回避了高新技 

术的物理实质而只讲技术的应用，而大学物理课堂上，物 

理教员也很少涉及军事高新技术的细节而只讲最基本的物 

理原理。-3 显然 ，物理学和军事高新技术在这里出现了脱 

节，这一现状对于军事院校而言是不合理的，同时也不符 

合创新素质的培养原则，无法出色完成综合性高科技军事 

人才的培养目标。然而，学员尤其是军校学员恰恰对物理 

学中的军事高科技内容最感兴趣，这一部分教学内容的缺 

失无疑扼杀了学员学习大学物理的热情和兴趣。 

作为军队工科院校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工科大学物理 

教学除了要完成其在地方院校赋予的任务以外，还应突出 

军事专业技术特色，更好地服务于学员后续军事专业技术 

课的学习。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其院校及专业特点， 

找准工科大学物理与其军事专业技术课教学的结合点，强 

化物理学在军事专业技术中的应用。首先，在教学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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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与其军事专业技术联系不太紧密但又不影响后续大学物 

理课学习的内容大胆地舍去；同时，强化并增加与各专业 

学院后续军事专业技术结合较为紧密的物理课程教学内容； 

再次，在教学过程中选择模块化教学，使物理学与军事高 

科技紧密结合、形成统一模块，为后续军事专业技术课的 

学习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着眼教学全过程。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 

教育转型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大学物理教学 

不但要以教育部颁发的 “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还要 以军训部颁发的 “教学内容基本要 

求”为依据，同时还强调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不能为其所绊。 

笔者首先从教学内容的角度出发，仔细研究了国内外一些 

著名大学非物理类专业的大学物理教学情况，得出的结论 

是 ：虽然这些学校所用教材的内容和我校所用教材的内容 

基本相同，但是其课堂教学却截然不同，在这些学校，大 

学物理课堂教学内容丰富，绝对没有死扣教材，而是远远 

超出了教材的范围；其次，基于认知规律、教学模式以及 

实施过程，笔者发现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非物理类专业在 

大学物理教学实施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将经典和近代内容 

相融合、将理论和应用相结合 ，全方位整合了大学物理教 

学内容。 

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不能完全照搬教材，而必须从认知 

规律出发，正确认识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这也正是教 

育转型对大学物理课堂教学的一个要求。事实上，目前多 

数教材对经典物理的内容进行压缩或用现代物理观点进行 

了改编，对一般学员而言，这些教材的难度又太大，使得 

他们对大学物理学习产生了畏难情绪。其实，为了体现课 

程内容的现代化，教材加大近代物理内容的比例是有其必 

要性的，但 问题是，如何在解决好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 

“度”的同时，解决好课程内容与学员可接受性之间的矛 

盾。通过同类教材的国际比较，笔者发现对于经典物理和 

近代物理 “度”的掌握，并不主要是 “量”的问题，而是 

“平衡点”的探索。例如，在发达国家，有些大学物理教材 

近代物理内容的比例不超过教材篇幅的百分之十 ，而有些 

教材的比例则超过百分之三十。但是，这些教材的共同特 

点是，物理内容浅显，着重于对物理定理、定律和概念的 

分析和说明，经典和近代内容前后穿插，相互融合。对于 

“平衡点”的探索，我们应该避免只用经典观点介绍经典部 

分的内容、只用近代观点介绍近代部分内容的模式，而应 

该从认知规律出发，精选经典物理内容，以经典内容为基 

础，利用与其相关的近代物理内容将经典物理 内容进行扩 

展和加深，实现经典和近代内容在讲授过程中的有机融合。 

二、模块化教学的实践探索 

(一)延伸模块化教学。实现通识教育和精英教育的有 

机结合 

模块化教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学员对教学内容的自由 

选择上，目前我校大学物理教学正在尝试采用模块化教学， 

这种教学模式便于将大学物理教学与中学物理教学重复的 

内容隔离，兼顾精讲和自学、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实现 

学员逻辑推理和归纳演绎能力的培养。在此基础上，将不 

同层次教学内容的模块放在校园网上，学员可以根据自己 

的学习情况、兴趣和需求自主选择不同教学内容及其模块， 

从而实施完全意义上的模块化教学。针对专业技术和初级 

指挥类人才学习状况不同的现实，采用不同类别的教材， 

并且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将不同类教材的教学内容各 自 

进行大胆优化 ，优化 的结果是将所有大学物理教学内容分 

为两大部分，即通识部分和精英部分，每一部分又由若干 

个教学模块组成，各个教学模块相对独立，其内容的选择 

要结合所在专业特点。另外，将这一教学模式与考核模式 

紧密结合，要求每位学员在通识模块之外必须选择两个以 

上精英模块，否则大学物理成绩记为不合格。另外，结合 

目前我校本科学员导师制的不断完善，可以尽量多地选择 
一 些酷爱物理、精英模块部分成绩比较好的学员，动员其 

在两年以后以大学物理为平台完成毕业设计，这样就为综 

合型军事人才的培养建立了一个 良性循环的机制。 

(二)模块化教学延伸到习题讨论课的一些尝试 

目前在基础理论教学中，开展讨论式或者研讨式等新 

的教学模式有些困难，但是基于模块化教学的习题讨论课 

却比较容易实现。原因在于模块化教学使得教学内容相对 

独立，因此在教育转型要求提高学员 自主学习能力的背景 

下，便于就整个模块或其中某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将习题 

课转型为讨论课，能最大限度地培养 了学员的独立思考、 

协作、组织能力和交流能力。具体做法是以自然班 (8人 

左右)为小组就模块内容、习题或知识应用展开讨论，通 

过讨论，学员对所学模块的内容可以相互启发、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从而获得较完整、深刻的认识。在对知识进行 

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一系列加工处理过程中，提高 

了学员的能力、丰富了知识。笔者基于模块化教学组织了 

几次习题讨论课，其中一次习题讨论课以动生和感生电动 

势以及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为对象，讨论的结果是同学们 

不但熟悉了电磁学部分的解题思路，巩固和深化了磁学部 

分的大学物理教学 内容，同时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兴趣、 

锻炼了能力。讨论过程非常踊跃 ，甚至涉及到了描述电磁 

场的物理量与参照系的关系、涉及到了爱因斯坦相对性原 

理和洛伦兹变换 ，远远超出了经典物理的教学范畴，真正 

实现了经典和近代物理教学内容的无缝衔接和融合。 

三、结束语 

在教育转型大背景下 ，大学物理教学必须贯穿于整个 

教学实施过程、体现素质和能力培养。本文结合我校以及 

本人教学过程的一些体会，立足于军校教育，从教学内容 

出发，兼顾通识教育和精英教育，着眼于教学全过程，给 

出了大学物理模块化教学在教育转型及其不断深化过程中 

的一些思路和探索。由于大学物理模块化教学是一种复杂 

的、新型的教学模式，因此，随着教育转型的不断深化， 

这一教学模式还需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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