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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对现阶段农科大学物理面临的困境的分析，提出了过分强调定量运算的教学模式已经严重脱离现有的

实际情况。指出要正确面对物理课程的地位、目标。并给出了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以定性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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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是农科专业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但是近年

来，农科专业的大学物理教学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面对困

难，很多高校的物理教师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比如引

入新的多媒体技术、虚拟技术等，或者将大学物理结合农

科专业来讲授，或者开设各种物理周边的选修课来增加学

生的接受度等等。但是各种治标的方法都不足以真正解决

农科物理教学面对的困惑，本文提出了正确面对农科大学

物理的学科地位，从学生成长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改革大学

物理教学的方法。
一、农科物理面临的困境

现阶段农科物理教学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这样几个

方面：

(一)大学物理的直接应用作用不明显

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形势下，农科院校所培

养的大学生除少部分通过考研进而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外，

绝大多数的学生毕业后都是要直接面向社会，开始一线的

工作。接受高等教育，在这些学生看来，只是一个谋生的投

资阶段。学生在学习中会更加重视那些会对其将来工作产

生直接影响的专业课程，大学物理课程的基本性质就是一

门科学基础科，它培养的是学生的科学素养，而非实践技

能，它所具有的作用需要在学生长期的工作学习中慢慢体

现，并不具有短期的直接作用。所以在一些学生看来，这门

课程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物理无用论”甚至在很多专业课

教师中也存在着。
（二）大学物理不能反映最新的科技发展

现有的大学物理理论体系经过多少年的沉积，已经基

本上形成了所谓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这些

成熟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根深蒂固，虽然看似严密、扎
实，却将物理学最新的科学成果挡在了外面。学生会感觉

到，大学物理只是用微积分来重新讲解了一遍中学物理而

已。而对于学生有兴趣的近代物理的各种理论、应用，在教

学中往往只是泛泛的简介一下，或者干脆不讲。
（二）物理教师过于“专业”
物理教师们在授课时，常常以“专业”的姿态来进行课

程讲授。在授课时进行大量的严密的定量运算。在物理专业

人士看来，物理学的严谨、细密之美就是体现在这样的高度

定量化分析中的，如果要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科学精

神，似乎舍此再无他法了。殊不知，就是在老师的一遍又一

遍的微积分运算中，作为非物理专业的农科学生离物理学

也就越来越远了，因为这些物理教师没有全面的了解农科

学生的基础水平，他们在大一第一学期开始的高等数学往

往还没有结束，物理教学中就要开始使用高数中的各种工

具了。最终造成了学生听不懂，不理解，进而不愿学。
（四）物理课时数太少，无法深入讲授

大学物理课程在农业院校中的课时数这几年越来越

少，现在有些学校的大学物理课时数仅为四十学时，理论

课加上十六学时实验。这么短的授课时间是根本无法系统

全面地进行大学物理讲授的。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大纲已经

不适于现有的教学课时的时候，教师往往机械的缩减教学

内容，前面的细讲，后面的粗讲甚至不讲。
二、正确理解大学物理教学目标

面对以上的困难，物理教师应该客观、正确地面对。在

物理学的作用上，很多物理教师会本能地觉得物理学是所

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所以物理学也就是所有农科专业的基

础课程，从物理学中可以分出许多分支，来形成后续的专

业课程。其实在实际的教学中，并不是这样的。在农科专业

的课程体系中，大学物理其实是无法直接为任何一门专业

课服务的，也就是说，大学物理不能作为任何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
物理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牢牢把握大学物理的教学目

标。物理教学的目标包括三个方面[1]：

(一)知识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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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物理现象、定理、定律、原理，物理结构（理论结

构），物理学的方法（理论化方法、数学化方法、实验化方

法）等等。
（二）智能性目标

包括观察能力（注意日常生活现象的观察），提出问题

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解题能力（基本思想、物理问题数

学化、数学推演、物理意义的讨论），实验能力（设计、操作、
抽象）等等。

（三）思想性目标

科学的世界观，高尚的品格，坚强的意志等等。
在现有的教学环节中，物理教学对于知识性目标贯彻

得很好，而对智能性目标和思想性目标涉足很少。具体的

体现就是在课堂上，学生要面对大量的物理模型，进行繁

琐的数学分析、计算。但是在后两项目标上做得很差，直接

体现的就是学生在一般问题的分析中，大多不会熟练地使

用物理知识来分析解决问题。对于科学的整体认识，大学

物理现在做到的就更少了。
从物理的课程教学目标中去分析，不难看出，物理教

学不仅要让学生学到物理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形成自己正

确的科学自然观，了解和掌握物理学科所体现的认识论、
方法论以及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此而言,物理学应该是一门

科学素质教育课程[2]。
三、采取的改革措施及其效果

为了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我们采取了以定性分析为

主的主式，弱化定量计算；强调对一般问题的观察、分析并

解决的能力。在教学中重点强调学生的直观感受与理论抽

象和逻辑分析的结合。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实践：

（一）以实验现象为入口，引导学生进行对实际问题的

分析及解决

比如，在力学课程教学中，使用一个常人经常出错的

思想实验：跳蚤长大一千倍，其起跳高度能否也增大一千

倍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引入质量密

度、能量密度、机械能守恒、能量守恒等概念，通过详细的

分析加上简单的运算，即可得出正确的结论，即无论跳蚤

长得多大，它都只能跳的和原来一样高。通过这一分析，可

以进一步推广到，动物体型的比例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最后还可以推广至探空火箭为什么要使用多级火

箭。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过程，可以使学生加深对力学规

律的理解，同时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

且还能够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一直处于快乐的状态中。
（二）在近代物理的范围内，直接使用学生已经知道的

结论，反过来推出其基本的原理

比如在相对论的教学中，传统的方法是从两个基本假

设开始，使用洛伦茨公式去推导相对论的结论。但是其结

论中的质能方程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一个知识点。我们可以

从该点出发，先设定能量与质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即：

dE=d(KM)=KdM，对于这样一个方程式，通过核爆炸、核电

等知识很容易让学生理解。然后将该公式带入牛顿第二定

律，通过简单的微积分运算就可以得到洛伦茨变换的公式
[3]。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使抽象的物理理论更容易让学生

接受。
（三）在实验中大量引入探索性实验，来提高学生的实

验分析能力[4]。
比如，我们在传统的杨氏双缝干涉实验中，在观察并

测量了光屏上的条纹后，增加一项内容，要求学生研究光

屏上条纹的形成原因，并用实验验证。这里，无一例外，全

体学生都会给出经典物理中的干涉理论（因为这在教科书

中有详细的分析计算），在该理论中，每一条条纹都是两条

双缝投射过来的光线的叠加。但是在学生尝试着使用一些

障碍物遮在双缝和光屏之间时，出现了与经典光学理论完

全不相符合的实验结果。并且该实验结果可以完全推翻教

科书中的干涉理论。在这个实验结果中，不仅与几何或者

波动光学完全不符，甚至与学生从初中开始学习的经典物

理理论完全不符，这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兴趣，通过对这样

一个实验的分析，学生意识到经典物理理论的局限性，增

加了对于量子理论的直观感受。
（四）引入近代物理知识，介绍最前沿的科技发展

在课程中，我们设置了相当多的课时来给学生简介广

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学等最新的科技发展。在这些内

容的讲解中，更多使用了物理学史的内容，基本不涉及具

体的数学运算。让学生通过对物理学发展史的了解，能够

建立自己科学的世界观。
（五）改革考试方式，减少运算项目，增加定性分析内容

在课程考核中，我们尝试了降低定量计算难度，减少

计算量，增加分析题的比例，在考察基本的物理定律、定理

的基础上，进一步考查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实践中，学生普遍反映这样的定性分析问题

往往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仔细看时却发现需要很仔细

的分析，其难度往往比计算题还要高，但是相比之下，分析

题更能够让学生接受，学生可以尽其所能使用自己所掌握

的物理知识来分析解答，能够体现出其真正而又全面的物

理能力和水平。反观计算题，如果有数学障碍，学生就完全

无法解答了。
（六）开设以大学物理为基础的相关选修课程

如开设《量子力学入门》、《农业生产中的现代检测技

术》、《光学仪器原理与实用技术》等等，这些课程在大学物

理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定性分析与描述，在尽量不使用

复杂数学运算的前提下，让学生将物理理论与实际的生产

活动直接联系起来，使学生理解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作用，

同时加深对专业课程及生产中要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的

理解。
小结

通过以上的改革措施，通过在教学中大量引入定性分

析，弱化定量运算，在近几年的农科物理教学中已经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学生普遍反映大学物理的学习变得有趣

了，实用了。学生通过对大学物理的学习，不仅能够用科学

的态度分析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对最新的科技加深了了

解。这些不仅使学生的科学素养得到了提高，还使学生能

够更好地融入到专业的学习与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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