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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师范认证背景，基于OBE教学理念，针对物理学专业“理论力学”课程的教学弊端，依据毕业要求，

从课程大纲修订、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模式改进、课程考核及评价等方面，探索“理论力学”课程的教

学改革策略。通过探索及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这种教学改革关注学生发展，突出学生中心理念，具有

良好的教学效果，为物理学专业的其它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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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ying on the background of teacher certification, based on the OBE teaching concept, aiming at 
the teaching disadvantages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course for physics majors, and accord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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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ion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strategy of “Theoretical Mechan-
ics”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outline revis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egration, teaching mode improvement,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Through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kind of teaching reform pays attention to students’ devel-
opment, highlights the student-centered concept, and has a good teaching effect,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ther courses in the physics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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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师范类专业认证是专门性教育评估认证机构对高校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状况实施的一种外部评

价过程，其核心理念“成果导向教育”(简称 OBE)，强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毕业目标”为教育导向，

要求课程教学也要由专业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反向设计而决定，这种理念的实施使课程教学更具

有目的性、前瞻性、方向性，也更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培养质量[1] [2] [3]。师范类专业认证背

景下对师范类专业的专业课程教学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为契合师范专业认证要求，师范类专业课程

改革迫在眉睫。 
“理论力学”是师范类专业物理学大二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业内称为“四大力学”(理

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的第一门课程。本课程是后续其它理论类物理课程的桥

梁，在整个物理学课程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师范专业认证要求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在专业课教

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创新能力的学科素养的同时，强化课程思政教育的渗透[4]。但传统的“理论力

学”教学模式多以讲授为主，极大的忽略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目标和要求格格不

入。在此背景下，本文以物理学专业“理论力学”课程为例，针对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融入 OBE 教育

理念，依据毕业要求，从课程大纲修订、教学模式改进、思政元素融入、课程考核及评价等方面，进行

“理论力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 

2.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模式固化 

传统的“理论力学”课程在教学模式上存在如下问题：教师位于主导地位，基本知识的传授和重要

基本理论的讲解是课程教学的核心内容，被动接受成为学生的基本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学生

综合实践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当前专业核心课程学时精简的背景下，课程知识传授成为授课教师教学

全部内容，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锻炼不足；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授课方法使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无法提高。 

2.2. 课程思政缺乏 

课程教学承担教授知识体系的同时，还担负着起育人功效[5]。因此，高校应将专业课的教学与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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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机结合，以培养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新时代大学生为己任，这恰

恰也是师范类专业认证对专业课程的基本要求之一。而传统“理论力学”教学偏重知识体系的构建，教

师没有剖析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从而导致“理论力学”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效果不佳，与师范

类专业认证内容契合度不高。 

2.3. 考核方式片面 

传统的物理学专业“理论力学”课程考核方式，课程成绩基于平时成绩(含作业成绩、期中测验成绩、

课堂表现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且期末考试成绩占比达 70%。传统的考核方式过多地强调期

末考试的总结性评价，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和综合能力评价重视程度不足，造成对学生的评价不够客

观、科学。 
综上，传统教学模式和考核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学内容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课程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3. “理论力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3.1. 完善课程目标，修订教学大纲 

课程目标表述要科学合理，体现课程特色，在准确对接毕业要求的同时，清晰的反映学生学习成果。

因此，课程目标要符合 OBE 理念，符合毕业要求指标点要求，准确阐述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所获得的知识

和能力。依据保定学院汽车与电子工程学院物理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以及课

程体系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矩阵，将“理论力学”的课程目标修订完善。如课程目标：能够积累牛顿力

学、分析力学、哈密顿力学等相关人文知识，简述发展史和列举相关科学家；通过基本原理体会辩证唯

物主义思想及物理简约美和对称美，例证基本原理在自然和技术科学的渗透作用，拓展视野；具有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和自我反思意识，能够结合信息检索、收集和处理能力开展创新实践。该课程目标详细

阐明课程思政教学要求和具体能力要求。 

3.2. 依据认证理念，改进教学模式 

在师范认证背景下，教师要摒弃“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模式，依据课程目标要求和学生学习特点，

借助学习通等在线教学平台构建教学模式。引进 BOPPPS 教学模式[6]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程教学

过程，注重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传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高效达成课程教

学目标。 
课前，教师将学习目标、预习资料以及一些慕课资料等上传至超星学习通平台，使学生明确本节课

具体要求和基本学习内容。随后，设定适当的问答题、选择题、判断题等开展前测，了解学生的课前准

备情况。 
课堂上，通过有效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通过参与式学习强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产生即时双

向教学效果和学习效果反馈，教师根据反馈结果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讲解，从而充分调动学生自主

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总结环节，教师围绕学习目标，引导学生总结知识内容，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结

构，做到系统化、精炼化。同时，强化学生探索问题的科学方法与思想，提升分析和解决实际物理问题

的能力。 
课后，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布置习题作业、问题讨论、章节测试等开展后测，检查学生对知识点掌握

程度；设置以章节为中心的力学专题，以学习小组为单位通过检索完成专题内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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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剖析教学内容，深挖思政元素 

师范认证要求深刻剖析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7] [8]，在潜移默化中加强思政教育。笔者所在课程教

学团队在教学过程贯彻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将课程思政设定为教学目标，基于学生视角设计教学过

程、遴选教学方法，加强核心问题讨论，鼓励学生阅读科研文献，通过小组合作针对开放问题进行研究

等，实现课堂内外有机衔接。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组织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能够剖析、梳理、

总结出课程的育人核心要素(图 1)。 
 

 
Figure 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course 
图 1. “理论力学”课程思政章节案列 

3.4. 改进考核方式，加强过程性考核 

基于 OBE 制定课程考核与评价体系[9]。课程考核与评价分为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占比均为

50%。过程性考核采用作业、课题讨论、PBL 分组项目、章节测验、研究报告等多种方式、设置不同权

重；终结性考核采用期末标准化试卷进行。每项考核与评价方式制定详细评分细则。章节测试以选择题、

判断题、填空题为主，根据标准答案由学习通 APP 进行打分；课题讨论根据学生观点的准确性、完整性

等进行赋分；教学设计、思维导图、研究报告(表 1)等以 PBL 分组项目形式开展，通过学习通 APP 发布

要求及评分细则，采用教师评价(权重 0.5)、组间评价(权重 0.3)、组内互评(权重 0.2)等方式评价；期末标

准化试卷主包括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计算题、证明题等，依据阅卷评分标准评分。 
 
Table 1. The grading rules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research report 
表 1. “理论力学”研究报告评分细则 

研究报告评分细则 

考核方式 
研究报告提交情况及质量分值 

90~100分 76~89分 61~75分 0~60分 

组内互评 
(权重0.2) 

积极参与组内讨论，

制定研究方案时提出

有有效意见，认真履

行组内职责，完成任

务良好 

较积极参与组内讨

论，制定研究方案时

能够发表意见，较好

履行组内职责，完成

任务良好 

能够参与组内讨论，

制定研究方案时沉默

少言，履行组内职责

时积极性不高，完成

任务合格 

不参与组内讨论，对

小组分配的职责拖拉

或者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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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组间互评 
(权重0.3) 

论点正确，论据充分，

方法可行，资料详实，

论证严谨，逻辑性强，

论文结构严谨，层次

清晰，行文流畅。写

作格式规范，字数完

全符合要求，无明显

错别字。 

论点正确，论据较充

分，方法可行，资料

较详实，论证比较严

谨，符合逻辑。论文

结构较严谨，层次分

明，行文较流畅。写

作格式基本规范或有

个别地方不合规范

(小于等于2处)，字数

偏少，无明显错别字。 

论点基本正确，论据

较少，方法基本可行，

资料缺乏，论证基本

严谨，逻辑稍有。论

文结构基本合理，层

次比较清楚，行文较

流畅。写作格式规范

性尚可，不足之处较

多(大于等于2处)，字

数偏少，有少量错别

字。 

论点错误，论据空乏

无力，方法错误资料

缺乏，论证自相矛盾，

逻辑紊乱。结构混乱，

文不对题或有明显抄

袭现象。写作格式不

规范，字数严重不足。 教师评价 
(权重0.5) 

研究报告成绩 成绩 = 教师评价 × 0.5 + 组间互评 × 0.3 + 组内互评 × 0.2 

4. 教学改革的预期成效 

4.1. 树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物理学专业知识体系抽象深奥、数学推导比较繁琐，逻辑性极强。因而在“理论力学”教学过程中，

能否依据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学生自身能动性，激励学生勇于探索力学规律，

对于契合师范专业认证要求的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修订教学大纲、引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 BOPPPS 教学模式，精心设计学习方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突显学生学习主体地位，对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思辨能力，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较明显的提高。 

4.2. 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学科素养培养是师范类专业认证的重要指标之一，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是实现学科素

养培养的关键环节。“理论力学”与现代科技紧密关联，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学生在

学习“理论力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以问题为导向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通过引入相关前沿动态，鼓

励学生通过自己思考以及小组讨论，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从而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备合格

学科素养。 

4.3. 提升学生的思政认知 

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课程改革中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理论力学”作为物理学的基础，其发展的

历程伴随了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关机械运动规律的阐述与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契合，国内、外爱国科学

家在“理论力学”的杰出贡献对学生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的培养具有促进作用。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建设

进行有机融合，剖析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元素，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政认知水平，符合思

政建设目标。 

4.4. 期末考试成绩提升 

期末试卷成绩是衡量课程教学改革成效的重要手段之一，2020 级学生(教学改革后)与 2019 级学

生(教学改革前)期末考试试卷均为试题库随机抽取组卷，因此试卷难度相当，考核方式相同，对比考

试成绩(表 2)，虽然试卷成绩平均分增长仅 2.67 分，但 70 分以上学生所占比例增幅明显，由 41.6%增

至 57.6%，这表明“理论力学”教学改革实践初步取得了成效，明显促进了大部分同学期末考试成绩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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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grades 2019 and 2020 final exam results 
表 2. 2019 级和 2020 级期末考试成绩对比 

 人数 平均分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0~59 分 

2019 级 77 65.53 11 (14.63%) 21 (27.3%) 24 (31.2%) 21 (27.3%) 

2020 级 92 68.20 15 (16.3%) 38 (41.3%) 21 (22.8%) 18 (19.6%) 

5. 结论 

在师范认证背景下，基于 OBE 理念，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突出学生课堂教学主体地位，落实学科

素养培养、突出创新能力、强化课程思政教育成为专业课教学改革的核心。笔者结合本校学情，以培

养目标为依据，从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引入线上线下结合的 BOPPPS 教学模式、剖析课程思政元素、

改革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对“理论力学”课程进行改革探索，为物理学专业的其它课程教学改革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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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20GJJG358)；2023 年度河北省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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