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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new era designates direction for cultivating cadets of military 
school. By analyzing the teaching object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physics in military 
schools,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methodological initiatives and practice effects on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reformation of military scho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has certain guidance 
function for the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college physics through reformation of four 
aspects including content of courses and assessment model,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ilitary applications, the feedback of teaching under the new educational pattern of enhanc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cadets for 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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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为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文章从军队院校大学物理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现状

的分析出发，论述了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方法举措以及实践效果。研究表明：在“立德树人、

为战育人”的格局下，通过教学内容和考核模式、课程思政、军事应用以及教学反馈和反思四个方面的

改革，对于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质量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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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指出“发展教育，必须有一个管总的方针，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对军队

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1]。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关系新时代军事

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全局。要坚持立德树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确保枪杆子永远掌

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确保党和军队事业后继有人；要坚持为战育人，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么，确保培养的人能够打赢现代战争。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着眼军队院校建设和人

才培养的长远大计，赋予了军事教育鲜明的时代要求和强军指向。 
大学物理课程是军队院校生长军官高等教育各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所传授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帮助学员系统地打好必要

的物理基础，对于培养学员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增强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促进学员

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格局下，全面贯彻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将物理知识的传授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这个根本目标相

结合是新时代赋予大学物理课程新的要求。 

2. 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对象和教学现状分析 

2.1. 教学对象分析 

随着高考模式的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深入推进，不同省份采取不同的高考模式，不同省份学员选修的

物理模块不尽相同这就导致学员所具备的物理基础各不相同。军队院校学员大部分为高考入学的理科考

生，通过高中阶段的学习，这些学员对基本的物理现象、物理概念和物理方法有了初步的掌握，但是中

学物理存在概念不系统、不严密的缺点，学员容易用中学学习的公式生搬硬套大学物理内容，另外学员

容易忽视对大学物理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定律和基本方法的把握[2]；同时，学员还有一部分为文科考生

和部队考生，这部分学员数学物理基础较差，有些甚至没怎么学过物理，对基本的物理概念和物理方法

的掌握不够，认为物理知识枯燥难懂，学习兴趣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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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现状分析 

2.2.1. 教学模式不够丰富 
在当前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员经常会把物理教学过程程式化，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教

学模式不够丰富。有些教员对教学缺乏足够的热情与精力投入，在课堂上甚至出现“照本宣科”的现象，

使得学员的学习兴趣不断下降；有些教员在物理课堂教学中依旧采取“一支粉笔讲到底”的方式，缺乏

与现代教学手段的结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因材施教，只是单一地不断向学员灌输物理知识，导致学员

获得的知识碎片之间缺少关联，难以学以致用[3]。 

2.2.2. 教学内容与军事衔接不够紧密 
相比于地方高校，军队院校学员面临着繁重的学习和训练任务，伴随着近年来，许多军队院校对大

学物理学时的不断缩减，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进行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就成了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员面

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大多数物理教员着眼于向学员进行传统知识点的讲授，过分强调结论和公式的记忆

以及物理知识的逻辑推导，而向学员传授的大学物理内容与军事联系不够紧密，缺乏相关的军事应用教

育，不能结合学员的专业特点，将物理知识在相关的军事领域进行有效的拓展，这就导致了学员不能将

物理概念原理与军事应用相结合，在迈入部队之前白白丢失了了解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军事前沿的大好时

机，对于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培养帮助不大，不能满足部队的实战化需求。 

2.2.3. 考核方式不够全面 
在当前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对学员的考核方式相对单一，不够全面。对学员的考核评价

仅侧重于学员解题能力的考查，而忽略了对学员的创新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德育方面的有

效考查。这种片面的考核方式，不利于学员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化为己用，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结

合，同时对于学员的德育培养帮助不大。 

2.2.4. 教学反馈不及时，教学反思不深刻 
由于军队院校的特殊性，学员在学习和训练之余的自由时间较少，大学物理教学效果往往存在着反

馈不及时的现象。大部分教员只能通过学员的课堂表现、考试成绩来对学员的学习效果进行衡量，虽然

学期结束之后也会存在着教员与学员的评教评学，但是大多流于形式。同时，部分教员在学期结束后只

对所授班次学员的成绩(最低分、最高分、平均成绩、及格率和不及格率等)进行简单的总结，而对整个教

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不够，教学反思不够深刻。 

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格局下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方法举措 

3.1. 转变教育观念，改变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强调“教员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学员在课堂上被动接受知识，很少有思考的

机会。军队院校大学物理教员应将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强化“学员为主体、教员为主导”的

教育观念，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加强案例式、研讨式、探究式、启发式等教学模式的运用[4]，引导学员

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2. 优化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突出军事特色 

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分为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两部分，在不损害物理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前提

下，对这两部分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优化，以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为主线，将物理

知识教学和物理思想方法相结合，科学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同时教学内容要融入思政元素，体现出军事

院校与地方院校的区别，突出军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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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立德树人”——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 
坚持“立德树人”，大学物理教学内容积极融入思政元素。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是将物理课程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在物理课程中恰当的融入思政教育，以物理课程为载体，向学生传达正确的政

治思想[5]，只有将理性的知识学习和感性的思政教育有机结合才能实现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双赢局面。

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物理学经典案例，以物理学家成长经历为推手，以物理学家坚持不

懈的科学精神为牵引，实现对学员的价值引领；通过对物理学思想(比如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等等)和方法

(物理学中的类比法、猜想法等等)的深入介绍，帮助学员构建物理理论建立的图像，提高学员的科学素养，

培养学员的科学精神；通过对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等等)的介绍，增进学员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学员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对物理学所蕴含的美学精神(神秘的对称、惊人

的简洁、美妙的和谐、多样的统一)的展示，强化物理美学的熏陶，培养学员的军事审美情趣，塑造学员

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境界[6]。大学物理课程思政侧重于在专业知识传授的过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对学

员的思想进行教育和升华，相比较单纯的理论说教和思想教育，这种知识传播形式能够在课堂上把思政

内容和物理知识兼容并蓄，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潜移默化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 

3.2.2. “为战育人”——教学内容突出军事特色 
坚持“为战育人”，大学物理教学内容应突出军事特色。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将物理知识的

传授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这个根本目标相结合，利用物理知识原理对典型的军

事应用实例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研究，突出军事特色。根据学员的专业特点，我们物理课程组收集整理了

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在直升机上的应用、蒸汽弹射器、利用薄膜干涉测量战斗机表面摩擦力等

27 个典型的军事应用案例，并收集整理了与物理知识军事应用相关的典型例题和习题，将之纳入大学物

理课堂，强化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和观念；录制了 51 个物理在军事装备技术中的应用的 MOOC 视

频上传到军职在线教育平台，方便学员进行网络学习；开设了物理与军事选修课，便于学员拓展学习。

通过这些措施，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将物理知识进行合理的拓展，与军事高新技术相结合，激发了学

员的学习兴趣，既为学员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又为学员的以后的任职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3.3. 创新考核方式，实现对学员的综合评价 

为了真正实现对学员的综合性考核评价，要创新考核方式，改变传统单一的“终结性”考核模式，

采取“形成性”考核方式，将对学员的考核遍布于整个大学物理学习周期。考核不再局限于最终的期末

考试，注重对学员平时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效的考核力度，同时鼓励学员进行诚信考试模式，帮助学员树

立诚信考试意识。我们物理教学课程组将学员的课堂考勤、平时作业成绩、月考测验成绩纳入学员的综

合考核，同时鼓励学员积极参加物理创新俱乐部、“八一杯”物理科技创新竞赛以及山东省物理科技创

新大赛，充分调动学员的对大学物理的学习兴趣。 

3.4. 构建高效的教学反馈机制，注重教学全过程的深刻反思 

教学反馈是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更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8]，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

构建高效的教学反馈机制。我们物理课程组在每学期都会组织所有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并且在大学物理

开课之前到学员队走访进行课前调查，对学员的物理知识的掌握以及物理学习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进行

初步的掌握；在大学物理学习过程中与学员建立稳定的联系机制，除了利用课堂表现、作业以及月考成

绩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之外，每周安排一次定期的辅导答疑，同时在学期中间还会组织一到两次教员学

员的教学联席会，及时了解学员物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期结束之后，除了对学员的学习成绩做

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各个题型的得分率、各部分知识点的得分率等)之外，还会召集部分典型学员召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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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习情况分析会，了解学员的学习状态以及学习心得，详细分析学员学习过程和教员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以及好的经验做法，为后续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提供借鉴。 
教学反思是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是教师成长的智慧引领[9]，在大学物理教学过

程中，注重教学全过程的深刻反思。我们物理课程组要求每名教员课前要反思教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课后要对每次课的教学进行总结，记录教学过程中的优点和特色，为以后的教学提供借鉴，同时对教学

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之处也要记录到课堂教学设计当中，认真分析问题所在，寻找解决办法；教学过程中

鼓励教员之间的交叉听课，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高职教员对年轻教员进行督导听课，课程组每周组织

一次集体备课，由高职教员对年轻教员的授课进行点评，帮助年轻教员不断改进和完善课堂教学；同时，

学期结束之后每名教员要对自己整个学期的授课进行深刻反思，深刻查找问题，书写心得体会。 

4. 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实践效果 

通过以上教学方法举措的实施，大学物理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效果明显。具体表现在：在课堂

教学方面，相比于以前的传统教学模式，学员对大学物理学习兴趣变得浓厚，课堂气氛变得活跃，学员

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教员教学能力提升方面，教员在教学上投入更多

的精力，对物理教学内容的研究更加深入，对物理教学方法的研究更加多样化，教学能力有了显著的提

高；在学员学习能力提升方面，学员不再只关注单纯的物理知识的记忆，对物理学思想以及物理学方法

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学员的求职欲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解决生活学习训练当中具体问题的能力较

以往有了较大的提升；在学员学习成绩方面，学员的考试成绩相对以往有了一定的提升，同时学员参加

物理俱乐部以及物理创新竞赛的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仅去年一年学员参加山东省大学物理竞赛就有

36 名学员获一等奖，39 名学员获二等奖，19 名学员获三等奖，获奖比例为 82%；学员参加第十一届山

东省物理创新科技大赛获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3 项，获奖比例高达 100%。 

5. 结语 

在“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格局下，大学物理教学应该在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与军队院校培养德

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目标相结合，实现学员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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