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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人才培养对大学物理课程改革要求与实践
娄庆，史新伟，单崇新

郑州大学物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      要  ：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现代化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大学物理是一门基础课程，在多数工科、理

科专业中均有开设，且为后续的理工科专业教学打下坚实基础。为响应“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基于人才培

养进行创新、实训、评价等维度的优化改革，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因此，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未来应

当重视实践教学、深化校企合作，复合课程思政建设、职业精神培养，为专业人才的全面发展与求职就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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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modern education. Especially college physics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that is offered in 

most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major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teach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ade in China 2025", it is 

worthwhile for us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optimization reforms based on talent cultivation in dimensions 

such as innovation, practical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Therefore,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physics 

teaching is imperative, and in the future, practical teaching should be emphasized,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hould be deepen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mposite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spirit cultiva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safeguar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job seek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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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物理课程教学问题分析

（一）教学目标定位缺失

大学物理教学目标展现的是学生的学习方向以及对应需求，

是这一阶段教学工作的重点。但当前大学物理教学目标定位不明

确、不准确，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一方面，由于教师本身对于

课程目标理解不够清晰，或者没有考虑到学生整体基础偏弱的情

况，导致教学目标难以对应学生真实需求，最终难以形成适应性

的教学活动。另一方面，许多教师都受到传统教育观念影响，仅

仅围绕教学进度、教材资料等刻板设置教学目标，使得教学效果

与预期出入较大，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大学物理教学目标定位的

不准确问题 [2-3]。此外，教学目标与教学环节不对应，教学目标与

课后评价、作业设计不对应，也都真实影响到最终的学生感受、

学习成果，以及课堂评价、教师评价等等，最终难以实现大学物

项目信息：感谢全国高等学校大学物理改革研究项目支持（项目号：2024PR004）。

理教育革新。

（二）教学内容形式单一

教学内容主要来自所选教材、本院校的教学资源等，但在大

学物理教学中显然安排不够合理。尤其是统一教材的使用，使得

部分教师完全遵循其中的教学内容，忽视学校办学特色、学生基

础，达不到理想教育效果。而在教学资源的筛选应用方面，部门

教师的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掌握不足，甚至难

以在短时间内积累起相应经验，更拉低了教学资源利用效率。还

有关于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不够，伴随软硬件建设不

完全、教学资源分配与管理差等，严重制约着物理教育水平提

升 [4]。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都是大学物理教育困于传统育人模

式，使得教学内容、形式不够创新，而拉低教学成效的直接体

现，需要我们不断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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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工科人才培养对大学物理课程提出新要求

新工科背景下，科学技术快速迭代，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新

工科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大学物理作为工科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内容上要涵盖

经典物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还需融入现代物理的前沿知识，以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使其能适应未来科技发展的需求。方法

上，需从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元化

教学模式，诸如采用探究式、项目式学习等，激发学生的主动学

习和创新思维能力。同时，应加强大学物理课程与工程实践的紧

密结合，通过引入实际工程案例，让学生深刻理解物理知识在工

程领域的应用价值，提升学生运用物理原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

能力。最后是课程评价，除了对基本知识理解程度、记忆情况的考察

外，还需对学生学习过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综合评价 [5-7]。以

此助力新工科人才的培养，使大学物理课程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体

系中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

三、新工科人才培养下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策略

（一）新工科导向教学内容与方法创新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内容应打破传统知识体系的束缚，紧密围

绕新工科专业特点进行优化整合。对于电子信息类新工科专业，

在力学部分可着重讲解波动与振动知识，量子物理内容则可详细

阐述半导体物理基础，为学生后续学习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原

理筑牢根基。而针对材料科学与工程等新工科专业，教学内容可

增加晶体结构的物理原理讲解，帮助学生理解材料性能与微观结

构的关系 [8]。同时，引入前沿科技成果中的物理知识，拓宽学生

视野，让学生意识到大学物理知识在新工科领域的广泛应用，使

学生所学物理知识能无缝对接未来专业课程学习及实际工程应

用。采用多样化创新教学方法是提升大学物理教学效果的关键。

例如，问题导向式教学，通过设置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

导学生运用所学物理知识去分析、探索解决方案，在解决问题过

程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线上通过教学平台提供丰富学习资源，尤其是微课

视频、虚拟仿真实验等，供学生自主学习；线下课堂则进行重点

知识讲解、答疑与讨论，这种方式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极

大提升学生学习主动性。

（二）注重大学物理实验、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以实验课程、产学

研活动等，保证物理教育契合新工科人才培养要求。大学物理课

程应增加实验教学比重，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例如，设计

“基于光干涉原理的微小位移测量装置”实验，学生需自行设计实

验方案、选择实验仪器、搭建实验装置并分析实验数据，通过该

实验培养学生实验设计、操作以及数据处理能力 [9-11]。建立与新

工科企业的合作，开展实习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入企业了解实际

工程中的物理问题及解决方案，尤其是与当今热门的新能源汽车

制造企业合作，学生可了解电机驱动中的电磁原理应用、电池能

量转化中的物理过程等。鼓励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以

物理知识为基础开展创新实践，诸如研发新型传感器、设计节能

设备等，在项目实践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使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新工科领域工作岗位要求。此外，与企

业合作举办实践演练和竞赛活动，搭建学生实践交流平台 [12]。

可以定期组织技术大赛、创新项目孵化等，以挖掘和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招聘优秀人才的可靠平

台。这些内容也是学生评价的一环，以后期评委团、企业导师和

指导教师共同参与评价，反映学生在物理竞赛、实验实践中的真

实表现，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指导与建议，逐步提高其物理素

养、物理综合水平，助推大学物理教育现代化、全面化发展。

（三）人工智能赋能物理课程教学改革

依据学生情况准备好教学素材，包括音视频、微课资源、导

学案等等。预设预习任务强化学生物理探究兴趣，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与批判性思维。因此，恰当融入课时学习重点知识背景，或

者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还有网络资料等，引导学生深入分析，

提前做好学习准备。比如说，关于光的偏振教学中，提前发放偏

振实现3D电影效果的原理介绍视频，让学生对相应知识点有所

了解。对于一部分喜欢看电影的同学来说，更是激起他们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能够自行利用智慧工具搜集一些物理学习资料，充

实自身 [13-14]。在薄膜干涉教学中组织学生探究，以小组的方式

明确光学实验的一般步骤、注意事项等，也对于薄膜干涉原理、

实验操作有更加全面的了解。教学伊始，老师提出一些贴近生活

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无色的肥皂液能吹出五颜六色的肥皂泡

呢？”由此引入小组合作探究，学生相互配合，先是从公式推导

单色光的薄膜干涉原理，基于光的波动性，当一束单色光照射到

薄膜上时，在薄膜的上下表面分别反射的两束光会发生干涉。进

一步解释当光从光疏介质射向光密介质时，在反射过程中会产生

半波损失，会使反射光的相位发生突变，改变光程差，原本的明

纹可能变为暗纹，反之亦然。在此之中，询问 AI智能师，罗列具

体的公式、原理，以及实验步骤。对于多色光的薄膜干涉，也是

如此 [15]。课后，通过几道典型题目解析，帮助学生深化与凝练知

识点。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可以精简题目，甚至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设置个性化学习任务，方便课后复习。诸如此类的还有很

多，新工科人才培养推进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教学，从根本

上提升了大学物理教学效率与质量。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工科人才培养下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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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创研物理智慧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全面能力与素质，也值得

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作为一线教师，应当剔除应试教育下固化

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对新理念、新技术应用推

广，真正构建适宜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的学习平

台。同样的，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育人理念，不断提高物理

教学效率和育人实效性，逐步发展智慧化、现代化与全面化的物

理教育，奠定今后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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