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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为出发点，本研究从课程内容重构入手，依托线上教学平台，围绕内容重

构、过程性评价、自主学习三大要点，分为课前、课中、课后、评价四大阶段进行探究式教学设计，建

立了“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将“思政元素”贯彻课程全过程，课程思政成为学

习需求的内驱力。课程通过应用智慧教学平台，实现课程教学和学习全过程数据采集，对于教学内容掌

握，知识点的深层次应用等教学效果进行及时精准反馈，不仅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反思、提升，而且为学

生提供精准指导，让学习者最终达到“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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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improving th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this study start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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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of course content, and based on the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around the three 
main points of content reconstruction, process evaluation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it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pre-class, in-class, after-class and evaluation, and an hands-on inquiry based 
learning mode of “three drives and one precision” is established. In the teaching, the “thinking and 
politics element” is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course, and the course thinking and politics be-
come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learning need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platform, the course realizes the data collec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provides timely and accurate feedback on the teaching effect such as the mastery of teaching con-
tents and the deeper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points,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tea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but also provides accurate guidance for students, so that 
learners can finally achieve “learning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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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情分析与教学目标 

物理学的规律有极大的普遍性，物理学原理在各个专业都具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如表 1 所示，作为

一门通识基础课，大学物理 B (II)课程内容抽象，涉及面广(图 1)，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本课程

的教学对象是本科二年级上学期学生。这些学生在知识学习方面，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定基础知识，正处

于由基础课学习到专业课学习的过渡阶段；在情感和价值观方面，他们刚刚成年，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

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专业能力方面，他们刚刚开始专业课和实验课的学习，正在处于专业技能养成的

初始阶段。 
 
Table 1. Basic course information 
表 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B (II) 面向专业 理工科各专业 
课程性质 必修 课程分类 公共基础课 
学时 64 课时 每学期人数 900 人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knowledge in the course 
图 1. 课程教学知识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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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是一所特色鲜明、以工为主的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坚持“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生

命线”的理念，始终以培养厚基础，宽专业，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为目标。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根据

课程学习的特点，本研究创建了三驾马车牵引，一项工作助力的“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在知识，能力，情感三个层面上实现我们的教学目标。一是情感方面，本课程要在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层面上，引导学生认清事物的科学本质，培养对待世界的科学态度，承担大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

知识方面，要求学生在基础知识认知层面上，形成物质观念，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等，能用

其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三是能力方面，需要学生在科学思维与科学探究层面上，具有建模的

意识和能力。能运用科学思维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科学推理、找出规律、形成

结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意识，能基于证据大胆质疑，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追求科技创新。 

2. 课程教学设计方案 

2.1. 教学改革重点解决的问题 

大学物理 B (II)是面向理工科 35 个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它的前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和以力学、电磁

学为主的大学物理 B (I)课程，后续课程是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进行教学改革之前，本课程在教学内

容上以满足教指委教学指导要求为主，未经提炼。主要以传统讲授式教学为主，知识传授大于价值传导，

学生感到理论枯燥；相对应的传统考试评价方式，也使得学生局限于知识点死记硬背。因此在课程教学

上主要面临如下难点问题： 
1) 内容庞杂，大班上课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2) 知识抽象，学习难度大，学生学习兴趣不足，课堂参与度低。 
3) 后续应用不明朗，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的深度不够。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针对以工科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背景，结合课程自身特点，按照专业特色

和实际应用重新梳理了教学内容，利用过程性考核结果的大量数据实现了教学内容的精准讲授，创建了

“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2.2. 探究式教学设计理念 

 
Figure 2. “Three drivers, one precision” hands-on inquiry based learning model 
图 2. “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探究式教学(Hands-on Inquiry Based Learning)，又称“做中学”、发现法、研究法。它的指导思想是

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觉地、主动地探索，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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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客观事物的属性，发现事物发展的起因和事物内部的联系，从中找出规律，形成概念，建立自己的认

知模型和学习方法架构。可见，在探究式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主动能力都得到了加强[1] [2] 
[3] [4] [5]。 

大学物理 B (II)课程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为出发点，从课程内容重构入手，依托各种智慧教

学平台，围绕内容、动机、互动三大要点，分为课前、课中、课后、评价四大阶段进行探究式教学设计，

推进学习中的认知支持、情感支持、行为支持，实现学习全过程数据采集，识别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的

差异化需求，建立“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图 2)。其中“三驱动”是指以教学内容重构实现

的学习需求驱动；以过程性评价实现的学习迫力驱动；以鼓励自主学习实现的学习兴趣驱动。“一精准”

是指结合过程性评价结果的大量数据，识别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学

习方案”，进行教学内容的精准讲授与学习效果的精准反馈，实现教师与学生的精准互动。 

2.3. 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及应用 

本研究的课程内容梳理和资源建设均围绕“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展开。 

2.3.1. 教学内容重构 
为了满足不同专业群体和不同学生个体的学习需求，本研究从案例建设、演示实验和思政建设三个

方面进行了教学内容重构。 
1) 案例库建设结合我校专业特色，重新梳理了教学内容，本研究按知识点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案例库

建设。案例中既结合了各专业的专业特点，又结合了课程思政元素，既满足了不同专业的专业需求，又

满足了同学们承担社会责任的情感需求。 
2) 演示实验针对大学物理 B (II)内容庞杂的课程特点，按学科门类梳理了演示实验。我校演示实验

中心为北京市科普基地(图 3)，利用基地的演示实验，通过引导学生认清事物的科学本质，培养对待世界

的科学态度。 
 

 
Figure 3. Demonstration experiment center 
图 3. 演示实验中心 

 

3) 思政建设针对大学物理 B (II)近现代内容较多的特点，我们有意识的在各章节增加了我国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关领域取得的科技成就，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

了文化自信，极大提升了学习动力。 

2.3.2. 过程性评价 
为了实现对学生学习效果的精准评价，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实现有效的师生互动，进行精准的过程

性评价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1) 题库建设本研究按知识点划分，细化到章节，依据题目的应用层次建立了可以进行分类评价的数

字化题库。 
2) 评价结果的有效应用依托在线考试系统，本课程在知识，能力，应用三个方面分阶段对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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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实现课程教学和学习全过程数据采集，对教学和学习行为大数据进行多角度、全

方位的分析、挖掘和关联，利用数据画像识别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图 4)。 
 

 
Figure 4. Data mining of process evaluation 
图 4. 过程性评价数据挖掘 

2.3.3. 自主学习 
探究式教学的特征是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为了加强学生的主体地位、主动能力，我们在课前、课后

都为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提供了有效助力。 
1) 多种学习平台的构建。根据各个教学平台的特点，本研究在教学平台实现了资源共享，通过精准

的教学准备实现引领式自学。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在雨课堂平台实现了课内互动，利用线上测试

平台实现了过程性评价，在课堂教学与课后指导中实现精准反馈。 
2) 实验平台的构建。本研究依托北京市科普基地以及油气光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为同学们的课后科

学实践提供了有力保障。 

2.4. 课程教学设计思路 

(1) 课前阶段，以学习需求驱动 
明确精准的教学目标并进行精准的教学准备，实现引导式自学。第一是通过问卷、访谈、测试数据

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进行学情、教学内容分析，进而明确精准的教学目标。第二是通过线上教学平台进行

学习资源准备，开展线上预习。通过实际问题和专业案例引领，充分展现课程内容的趣味性、挑战性。

激发学生学习意志，让学生从情感上达到“我需要学”的学习需求。 
(2) 课堂教学，实现精准互动式领学 
在这一阶段，教师发挥导学、领学和督学的作用。第一，针对预习及过程性评价的分析结果，有针

对性的进行问题讲解，进行学习效果的精准反馈。第二，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演示实验展示，案例展

示，提出科学性问题，引领学生利用现有知识进行自主解答，让学生个人和小组充分参与到学习过程中，

帮助学生从被动学习发展到主动学习、从浅层次学习达到深度学习。 
(3) 课后阶段，以学习压力和学习兴趣驱动 
通过线上考试系统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过程性考核，在此阶段学生线上进行配套练习测试，线下

进行答疑分析，引领学生复习好基础知识。引导学生对科学性案例进行小组在小班讨论课中进行解答，

满足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本研究依托北京市科普基地以及油气光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为

同学们的课后科学实践提供有力保障。 
(4) 评价阶段 
通过多维评价机制，实现多模态精准评价。构建集过程性评价(平时成绩 35%)、表现性评价(小班讨

论课 5%)、结果性评价(期末考试 60%)为一体的课程成绩评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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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课程成绩评定方式及评价成效 

本课程构建了集过程性评价(平时成绩)、表现性评价(小班讨论)、结果性评价(期末考试)为一体的精

细化课程成绩评定体系，如图 5 所示。其中，平时成绩占 35%，由作业与课堂测试(20%)、小测验(15%)
构成。小班讨论占 5%，结果性评价占比 60%。通过多维评价机制，实现多模态精准评价。课程通过应用

线上教学平台和测试平台，实现课程教学和学习全过程数据采集，对于教学内容掌握，知识点的深层次

应用等教学效果进行及时精准反馈，不仅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反思、提升，而且为学生提供精准指导，让

学习者最终达到“学有所成”。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图 5. 课程评价体系示意图 

3. 课程教改效果达成情况 

3.1. 创建了“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为出发点，从课程内容重构入手，依托云班课智慧教学平台和智夫子

考试平台，围绕内容重构、过程性评价、自主学习三大要点，分为课前、课中、课后、评价四大阶段进

行探究式教学设计，推进学习中的认知支持、情感支持、行为支持。本研究的课程内容梳理和资源建设

均围绕“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展开。为了满足不同专业群体和不同学生个体的学习需求，

本研究在案例建设、演示实验和思政建设三个方面进行了教学内容重构；在题库建设和评价结果的有效

应用两个方面开展了过程性评价；进行了学习平台和实验平台的建设为自主学习提供了有力支持。实现

学习全过程数据采集，识别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的差异化需求。在课堂教学与课后指导中实现精准反馈。 

3.2. 在教学中将“思政元素”贯彻课程全过程，课程思政成为学习需求的内驱力 

针对大学物理 B (II)近现代内容较多的特点，有意识的在各章节增加了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关领域取得的科技成就，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文化自信，极大

提升了学习动力；引导学生认清事物的科学本质，培养对待世界的科学态度，承担大学生应有的社会责

任；激发学生学习意志，让学生从情感上达到“我需要学”的学习需求。 

4. 小结 

本研究建立了一种“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将“思政元素”

贯彻课程全过程，课程思政成为学习需求的内驱力。通过课程内容重构，过程性评价、鼓励自主学习等

三项举措，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和测试平台进行课程教学和学习全过程数据采集，识别不同群体和不同个

体的差异化需求，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学习方案”，进行教学内容的精准讲授与学习效果的精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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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精准互动。实践证明，“三驱动一精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以兴趣牵引，实现了对

于教学数据的有效利用，极大地提升了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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