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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冠疫情反复和常态化防疫的情况下，在线教学成为高校主要的教学方式。本文根据大学物理课程在

线教学的优、缺点，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内容与形式以及课后评估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进一步提

高大学物理课程在线教学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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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teaching has become a major teaching method in universities amid repeated and regular 
epidemic pre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online teaching of college 
physics, this paper makes in-depth thinking from three aspects: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eaching content and form, and evaluation after clas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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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课程是一门面向高校理工科一年级学生的公共基础课，能够培养大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探索

能力，对大学生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和个人发展至关重要。2019 年底新冠疫情在我国爆发，在教育部“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倡导下，高校大学物理课程开始在线教学[1]。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变异，2022
年我国上海、西安等多个城市疫情反复并进行常态化防控，师生也再次转移到在线教学。然而，疫情需

要师生时刻保持防疫状态，长时间的精神紧绷和校园学习环境缺乏导致学生出现较大的心理波动，大学

物理课程在线教学也会随之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本文从大学物理课程在线教学的优、缺点出发，对常

态化防疫下如何保证大学物理课程的在线教学质量，进行深入思考。 

2. 大学物理课程在线教学的优点 

在线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在空间、时间和自主性方面有显著优势。首先，在线教学解除了传统课堂

对教学场所的限制。在线教学仅需要一台连接网络的电脑、甚至平板和手机，师生在家或寝室即可以进

行，既符合我国当下防疫政策、避免人员流动和聚集，又节省了去教室的通勤时间，师生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用于课堂上。其次，在线教学的时间有灵活性。教师将课堂教学录制成视频并通过学校平台提供

给学生，学生可以随时学习和复习，不会因疫情、停电、断网等突发情况错过课堂内容。此外，在线教

学使大学生更能自主性地学习。由于课堂的录制视频可以调节播放内容和倍速，学生可以自己主动观看

视频进行学习，根据自己对知识内容的实际掌握程度进行查漏补缺。例如，对于已经熟悉掌握的知识内

容可以跳过或快速播放，对重点、难点和不懂的知识内容可以低速或反复播放，甚至截屏作为电子笔记，

加强知识记忆，十分利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3. 大学物理课程在线教学的缺点 

在线教学的优势显著，但其缺点仍不容忽视。首先，在线教学模式单一，缺少高效的课堂互动。传

统课堂中，教师除了通过语言与学生进行交流之外，还可以通过目光、表情、肢体与学生互动，营造愉

快的课堂氛围，使学生间形成良性竞争的学习氛围，但这些在线课堂中会受到很大的限制[2]。尤其在疫

情反复和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学生容易产生较大的情绪和心理波动、甚至出现消极的学习态度，影响

了学生在线互动的积极性[3]。而且，学生学习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噪音、并会从学生端设备实时传

到在线课堂中，影响课堂秩序。对此，教师通常会在授课时将学生关麦禁言，形成教师授课–学生听课

的单一教学模式[4]。由于教师和学生的认证过程不同，这种模式导致教师无法及时发现学生的知识薄弱

处，学生学习和互动的积极性也随之降低。设备、网络等连接问题可能使在线互动不流畅，消耗更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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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时间，学生回答问题时还可能出现各种出人意料的状况。这些客观因素不但影响师生互动的积极性，

还可能分散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其次，在线教学的课堂约束力低。大学物理课程逻辑性很强、知识内容多、课时少，课程学习需要

大学生有高度的课堂专注力。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实际相隔很远，难以通过摄像头高效地进行

课堂巡视，无法及时获得每个学生真实的上课状态，课堂约束力被极大弱化，大学物理课程的在线学习

主要靠大学生的自觉性。有的大学生自制力比较差，在关麦情况下利用视频盲区一心二用、一心多用，

甚至关闭摄像头，出现睡觉、吃东西、打电话、看视频、玩游戏、中途离开等现象，在线教学效果大大

降低。 

4. 如何保证大学物理课程在线教学的质量 

为了保证大学物理课程的线上教学质量，教师可以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内容与形式、课堂评估

等方面进行调整和改变。 
1、大学生心理健康 
在疫情反复和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对提高大学物理在线教学的教学质量十

分必要。尽管学生对疫情已经有所了解，但疫情的再次爆发将学生封锁在校园、且进行常态化防疫，这

使学生的心理状态受到很大的影响。调查发现，2021 年某高校校园封闭管理 30 天内，1816 名大学生(本
硕博)中出现抑郁状况的学生占 38.76%，出现焦虑状况占 16.36%，高于疫情期非封校的水平。特别是 203
名本科生中，出现抑郁和焦虑的学生高达 43.84%和 20.2% [5]。本科生的心理抗压能力相对薄弱，长时间

面对疫情何时能结束、线下教学何时能恢复等诸多不确定性，难免会出现情绪和心理波动。周围同学的

隔离确诊状况、缺乏对变异病毒的深入了解以及自我猜测等也会增加恐慌。这些直接影响了上课的状态

和学习效果，尤其是对逻辑性很强的大学物理课程。 
对于在常态化防疫情况下大学生可能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教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教

师自我心态调整。面对疫情和教学压力，教师也可能有一定的情绪和心态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决定教

师的课堂言行、影响课堂氛围和教学效果。教师定期进行自察和适当心态调整，线上课间休息时播放一

些音乐，营造轻松愉快的在线课堂氛围，向学生传递积极乐观的抗疫精神，舒缓学生的不良情绪。 
其次，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学习状态来关注其心理健康状态。学生的心理状态会直接表现为学习状

态。教师可以通过多方面来关注学生的状态，包括学生的签到情况、上课状态、作业完成情况等。对于

按时签到、作业及时独立完成、上课积极且专注的学生，予以公开表扬和鼓励，并树立为榜样带动其他

学生。对于初期学习状态不佳的学生，要及时关心并适当提供建议方法，以免恶化。对于情况严重的学

生，要与辅导员、班主任进行沟通，共同进行心理疏导。 
此外，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地融入思想政治元素。在大学物理课程在线教学过程中适当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能引导学生积极面对疫情、培养良好的品格，达到教书和育人的双重

目标。例如，在讲解“牛顿第一定律”时，通过介绍力学从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发展到牛顿第一定律、

以及牛顿提出此定律的过程，让学生知道人类世界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不要畏惧新冠病毒，疫情终将

会结束；但发展需要过程，需要保持坚定的学习心态、探索未知，不断发展自己。又如，在讲解“动量

守恒定律”在飞行器上的应用时，通过简短提及我国最新航天动态展示我国航天科技的强大，既培养航

天精神和爱国情怀，又让学生在疫情下对祖国充满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2、在线教学内容与形式 
要保证大学物理课程的在线教学效果，需要教师对在线教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适当地调整和改变。

一方面，在线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增加师生互动环节。大学物理课程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应用性，这要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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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线学习时有较高的专注度。在线课堂约束力低，适当的互动让学生更专注于在线课堂学习，还有

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可以尝试多种在线互动方式，例如与学生发起连麦、学生发弹

幕、学生“举手”提问、在讨论区提问等。还可以使用一些能共同编辑的协作软件，如 word，excel 等，

线上课堂上学生同时在一个程序进行公式推导、答题等，相对传统教室对学生板书的限制，这种方式可

以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有非常大的互动优势。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进行有效的在线互动，教师在课前

需要提醒学生自行调试设备，避免设备、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师还需要规范学生互动时的行为，

如规范提问和弹幕的内容、明确禁止刷屏等与课堂无关的行为，避免扰乱课堂秩序。 
其次，将大学物理教学内容与疫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例如，根据热量守恒定律分析夏季开空调

的核酸亭内各种热量间的关联等，既展示了如何应用大学物理知识，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

通过调整在线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线上学习环境，提高大学物理课程的在线教学

效果。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大学物理课程的在线教学形式。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是为了知识的应用。不

同于以往的基础知识–应用的单向教学形式，尝试应用–基础知识–应用的闭合体系。例如，教师从河

道两侧冲刷程度不同的现象出发，让学生现场讨论和思考原因，引入科里奥利力的概念，然后深入讲授

惯性力和非惯性系中的力学关系和公式等，然后再回到非惯性系的实例应用。这种形式将在线教学体系

化，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既加强了现在课堂互动，还利于培养学生探索知识和学以致用的能力。 
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大学物理课程在线教学。随着抖音、B 站等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使用，

知识的传递形式呈现多样性，学生更倾向于直观的图片和短视频。对于枯燥难懂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师

可以筛选优质的互联网教学资源，将抽象、难理解的物理知识点通过图片或动画形象化，将学生无法实

践的实验、宇宙天体、微观世界等用视频展现，利于学生充分掌握大学物理知识，增强趣味性。教师还

可以分享一些学习网址、公众号、博主等供学生拓展知识，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此外，将在线直播授课与录播视频学习两种形式相结合。大学物理课程教学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的学

生，教师直播授课能够根据各班级学生情况讲解，还能观察学生的上课状态和心理健康，能有利于提高

教学效果。同时，教师直播内容录制并通过学校平台提供给学生，便于学生查漏补缺，自主学习。两种

方式结合，充分发挥在线教学的优势。 
3、在线课堂评估 
有效的课堂评估对大学物理课程的在线教学十分重要。教师准确的掌握学生每节课的学习情况，才

能在后续教学中针对性地授课，帮助学生全面掌握课堂学习内容，在线教学亦是如此。首先，教师可以

依据课后作业直观地判断在线教学效果。教师通过一网畅学、超星、班级 QQ/微信群等平台发放作业，

并通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上传作业照片。教师根据作业是否及时上交、独立完成度、以及正确率等评估

的教学效果，并进行教学方式、方法、重点等方面的反思，及时调整。 
其次，设立课堂反馈平台。不同于传统教学，在线课堂结束后师生联系立刻中断，学生没有了及时

向老师请教问题的机会。在每节课结束后发放一个调查问卷，让有疑问的学生填写，把自己的疑问以文

字、照片等形式传递给教师，教师在线答疑课堂上或者通过其他联系方式给学生反馈。 
此外，可以利用智能手机进行简短的课前复习或课后总结。鉴于智能手机的普遍性和方便性，教师

可以将每节课的重要定义、定律、公式等基本内容编辑成选择题，通过一网畅学、超星或学习通等平台

发放，让学生在上课前或下课后利用手机在 1~3 分钟内完成并能自行核对答案。这种形式简短省时，既

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又能帮助学生解决概念不清、公式模糊等问题，教师还可以通过平台快速查

看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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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常态化防疫的情况下，在线教学对高校学生的培养至关重要。本文对此背景下的大学物理课程在

线教学进行了多方面思考，包括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学内容与形式和课堂评估。我们在利用在线教学

的优势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通过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尝试、反思和优化，提高大学

物理课程的在线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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