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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也是培养学员基本科学素质的理论基础。根据 “大学 

物理”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开展课题式研究性学习活动和培养人文素质这三个 

方面探讨了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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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iversity Phys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courses，and it is also training students theoretical 

basis of scientific quality．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physics course，the teaching practice，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reform respectively from the teaching content，carting out the topic—type 

research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cultivating humanistic quality of the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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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是培养军队院校生长技术军官和生长指 

挥军官的重要必修基础课程。该课程对提高学员的科学素 

质和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 ，以及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在大学物理课中，如何使课堂教学生动形象， 

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员的综合能力，是教员面临 

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探索和实施军校大学物 

理教学改革，也取得了多项成果，其中获得军队级教学成 

果一、二等奖各一项。其成果的有关信息分别在 《科技 日 

报》、《解放军报》和 《人民海军报》等报纸多次进行报 

道。本文就大学物理教学分别从改革内容体系、开展课题 

式研究性学习活动和培养人文素质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

、 改革教学内容 

最近几年来，很多院校对大学物理课的学时一减再减， 

而教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难度也越来越深。学员感觉教 

员上课在赶进度，学员疲于应付而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 

理论与实践联系不紧密。教学内容是大学物理课程改革 的 

重点，面对这一困境，本文对大学物理内容改革提出几点 

建议。 

(一)打牢两个基础 

1．打牢正确的中学物理基础，纠正不正确的中学物理 

内容 

“中学物理”是 “大学物理”课程的基础，由于中学 

物理没有单独设科进行高考，中学生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像学外语和数学那样学习中学物理。此外，中学物 

理中有些内容不够严密准确，甚至是错误。中学生往往带 

着中学物理的烙印进入大学校门。每年，为了帮助学员克 

服因内容上存在的问题，教员要花很多时间进行解决。对 

于某些物理学内容，少数学员等大学物理课程结束了，还 

是一知半解。军队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各地区对 “中学物 

理”的要求有所不同，学员掌握的中学物理基础也各不相 

同。笔者在授课过程中注意到，原本是涉及中学物理中很 

基本的内容，总有一部分学员没有反应，或者根本听不懂， 

还有些学员用中学不正确的物理学术语和方法学习。这是 

因为中学的物理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够牢固，同时中学的物 

理学术语和方法理解的不够准确。直接影响了大学物理课 

程的学习。遇到这种情况时 ，笔者在课堂上留出一定的时 

间对有关的中学物理内容进行复习，对不正确的物理学术 

语和方法进行纠正。同时 ，对基础差的学员进行单独辅导， 

作为基础课教员一定要有耐心 ，克服 “只管讲授大学物理 ， 

而不管复习中学物理”的思想，“磨刀不误砍柴功”，虽然 

要多花一些时间补习中学物理的知识，但只要复习得当，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 ，打牢正确的中学物理基础 ， 

纠正不正确的中学物理内容，有利于大学物理教学。 

2．打牢高等数学基础，灵活运用数学工具 

高等数学是大学物理学习的重要工具，也是区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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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的根本所在。涉及到矢量运算、微积分、简单的微分 

方程等数学工具 ，方法灵活。就大学物理的内容而言，学 

员在大学物理开课后，虽然高等数学知识能满足课程的要 

求，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学员停留在中学物理处理的思路和 

方法，有些物理学问题，学员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其解决。 

不会灵活运用高等数学工具用很简单的办法来处理大学物 

理问题，达不到学习本课程要求。从历届学员学习情况看， 

很多学员之所以在学习大学物理课程时感到困难 ，有两个 

原因：一是数学基础不牢固；二是数学应用不灵活。因此 

在课程中，必须强化复习一些必要的数学知识，尤其是矢 

量运算 (矢量叉积、矢量数积等)、简单的微分方程求解方 

面的知识 ，并注意将这些数学知识和本课程中的物理概念 

联系起来，确实打牢数学基础 ，为本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整合两个内容 

1．物理理论课与课堂演示实验的整合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大学物理教学中的演示实验 

是最具直观和活力 、最能展示科学内涵的有效手段。目前， 

课堂演示实验包括物理仪器实验演示、视频演示、多媒体 

动画演示等多种方式。在理论课堂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 

演示实验 ，可以激发学员的求知欲和兴趣、培养学员的科 

学探索精神。笔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一共插入三百多个 

不同方式的演示实验。此外 ，根据学员 的兴趣，组成学员 

兴趣小组 ，到实验室进行一些科技创新活动。由学员找题 

目，自行设计方案，自己完成制作。这种将枯燥的物理理 

论与生动的演示实验整合的方法 ，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2．物理学理论与应用的整合 

物理学和 自然现象 、生产、军事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联。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都 

离不开物理学。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的最新应用， 

使物理知识的学习与社会、生产、军事、生活、科学技术 

密切联系在一起，让学员不仅学习系统的物理知识 ，还要 

懂得这些知识在其他科学、技术、军事、社会生活与生产 

中的应用 ；培养学员具备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 、具有 

科学精神和能力以及了解军事、了解社会 ，致力于军队建 

设的高素质人才。笔者将教学中涉及物理学应用的内容分 

为两种 ：一是书本内容；二是文献内容。对书本内容，一 

般按正常进度进行实时介绍，有些 内容通过学员课下自学 

完成。对文献内容，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穿插讲授 ，而且 

每年的内容有所更新。此外，对某些物理学应用，作为一 

种专题，单独进行学术讲座。有些文献内容由教员提供参 

考资料的出处 ，由学员课下 自学完成。 

二、开展课题式研究性学习活动 

多年来，学员对各门课程的学习，主要是采取接受性 

学习的方法 ，即以教员传授的方式把知识以现成定论的形 

式呈现给学员。不能否认，在学习事实性、技能性、规律 

性知识时，这种方法有其明显的作用与效果。但是，对于 

军校学员进行科学探索精神、科研能力与综合实践能力培 

养方面，这种方法就不是最有效的了。因此，在教学中既 

要让学员运用接受性的方法学习，同时还要使学员学会自 

主学习。为此，笔者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组织开展了课题式 

研究性学习的活动。 

(一)开展课题式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内容 

开展课题式研究性学习活动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课题 

式研究的内容是什么?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总结 

出适合低年级本科学员开展课题式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 

个方面： 

1．大学物理学的内容与方法 

众所周知，作为基础课的 《大学物理》，其内容相对稳 

定、理论比较成熟。要在大学物理学中寻找研究的题 目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学物理学中的个别内容，确 

实存在一些问题 ，这就要求学员在听好课、熟练掌握好大 

学物理学内容的基础上，以怀疑的态度来研究某些 问题。 

在查找和阅读与大学物理学有关的学术刊物的基础上，就 

可以发现一些研究性的课题。例如，物理元矢量模写法的 

普遍错误、光子的内部结构的猜测、有关佯谬的讨论等等。 

物理学理论性强 、逻辑严密、高度定量化 ，它在长期 

的发展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方法，建 

立了物理学方法论。了解物理学方法，以小课题的形式来 

研究这些方法，这也是作为研究性学习的课题所在。 

2．物理学在军事中的应用 

军队武器装备的技术，无不包含着丰富的物理学的基 

本原理。笔者在物理知识介绍的同时，增加一些军事应用 

知识的介绍，结合物理学在武器装备中应用的学术讲座， 

扩展学员的知识视野，使学员发现所研究的课题。这些课 

题一般为物理学在军事中应用的综述性内容。例如，笔者 

对低年级本科学员指导过的小课题 “激光干扰技术及其发 

展现状”、“激光物理与激光隐身技术”、“潜艇静电危害及 

防护”、“美国导弹告警技术的发展”和 “红外诱饵技术的 

现状与发展”分别发表在 《红外与激光工程》、《激光与红 

外》、《军械工程学院学报》、《飞航导弹》和 《红外技术》 

杂志上。 

3．交叉学科 

物理学理论 的应用，目前已渗透到多个学科，内容十 

分丰富、知识的涉及面也很广。笔者在讲授大学物理内容 

中，适当介绍物理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结合专题讲座， 

同时介绍笔者多年来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成功经验和体会， 

使学员的知识面得到加宽，也为学员开展研究性学习找到 

课题。当然，交叉学科要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低 

年级本科学员来讲比较难。但是，交叉学科对于大多数人 

来讲都是一样的，只要研究的论点有一定的新意、能初步 

解释实验结果 ，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例如，笔者对低年 

级本科学员指导过的小课题 “红外技术催陈酒和食醋的微 

观机理研究”、“高压静电场对花卉调控作用的微观机理” 

等总结成论文后，分别发表在 《红外》和 《内蒙古农业科 

技》杂志社上。 

(二)课题式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实施 

主要通过集体讲座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形式，对课题 

式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和步骤进行了系统的指导。并结合笔 

者多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和体会，从如何针对课题查 

资料，到如何撰写课题研究报告等都一一作了详细的介绍。 

在实施课题式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笔者要求学员认 

真完成小课题的研究工作 ，勉励大家争写高质量的课题论 

文。并承诺把优秀论文推荐到国内有关刊物上发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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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高了学员们开展课题式研究性学习的积极性。学员围 

绕研究的小课题，到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有些学员还通 

过上网下载所需要的资料。指导教员对每个课题均进行 了 
一 对一的个别辅导。由于研究经费的限制，笔者还积极与 

地方高校联系，帮助学员查找课题必需的而本学院没有的 

资料。 

学员完成课题后，根据课题的科学性、探索性和创新 

性的原则，指导教员挑选了部分完成的比较好的课题，对 

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再通过学员的认真修改，总结 

成有正规格式的学术论文，最后由笔者推荐到相应的国内 

刊物上。截至现在 ，共有 14篇由笔者指导的低年级本科学 

员论文发表在有关 国内刊物上，其中有一位学员的论文被 

美国的EI摘录，填补了我院低年级本科学员的论文被 EI 

摘录的空白，极大地激发了学员学习大学物理的兴趣。 

三、培养人文素质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凡是能够增进学员的智慧，激发 

学员的心灵的教育就是人文教育。大学物理中渗透人文教 

育，对于军校学员十分重要。 

(一)培养学员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品质 
一 个人一辈子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失败 ，学员心理调控 

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今后的发展和进步。目前的军校学员 

多为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占多数，心理承受力普遍较 

差。教学过程中，教员安排难度适中的物理问题供学员思 

考，增强学员的心理稳定性和适应性。能力较差的学员所 

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能力较好的学员要多，但不能完成计 

划学习内容。对于这样的学员，教员应注意引导和鼓励，消 

除学员的自卑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教员应鼓励学员在 

学习过程中能够承受挫折与失败。使学员在知识与技能提 

高的同时，意志品质也得到同步发展，培养学员良好的心 

理素质。 

(二)挖掘培养物理学美。培养学员的审美情趣 

大学物理学中包含许多物理学美。例如美妙庄严的牛 

顿力学体系；优美典雅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称和谐的静 

电场和稳恒磁场理论等，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作为教员应 

该引导学员去感受 、去发现和体会物理学中包含的美和科 

学的魅力 ，从而达到陶冶情操，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目的。 

(三)穿插物理学史 ，培养科学精神 

在物理学科学创新的历史 中，包含丰富的人文教育内 

容。例如在近代物理学中，从牛顿的微粒说 、惠更斯的波 

动说、麦克斯韦的电磁说，爱因斯坦的光子说到光的波粒 

二相性等等，其中凝聚了科学家的智慧才华及奋斗历程。 

教员要善于利用这些人文教育的内容，使学员感受科学的 

发展来自于人们的不断探索和执着追求。鼓励学员要勇于 

面对科学探索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困难 、挫折 、甚至失败。 

学会从失败中找出原因，不断总结。学会像物理学家们那 

样，具备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和献身科学的精 

神，使学员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养成刻苦钻研的习惯和 

坚强的意志，树立起献身军队、报效祖 国和精诚敬业的奋 

斗精神，增强自豪感和使命感。 

大学物理的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不仅 

要求学员学到物理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提高他们的科学 

素质 ，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涉及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内 

容很多，本文仅仅侧重于 3个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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