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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不断扩大，对现有的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产生抵触情绪。因此，

大学物理课堂亟待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化。本研究提倡从物理学史、科学前沿、动手

实践三个方面拓展大学物理课堂内容。首先，加入有趣的物理学史，以引发学生对物理理论的思考和兴

趣，为他们提供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同时帮助学生建立起清晰的物理概念体系。其次，关注科学前沿，

将最新的科学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不仅使课堂内容更具时代感，还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

对科学探究的热情。最后，丰富动手实践，将实际操作与理论教学相结合，以增加课堂趣味性及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同时，本研究还提出了物理学史融入、科学前沿引入、动手实践丰富等具体实践案例，

以及融入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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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an increasing variety of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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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s to acquire knowledge, leading to a resistance towards current college physics classroom 
teaching. Therefore, college physics classrooms urgently need to be reformed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students. This study advocates expanding the content of col-
lege physics classrooms from three aspects: history of physics, scientific frontiers, and hands-on 
practice. First, by incorporating interesting history of physic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ref-
lection on physical theorie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them with a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and 
helps them establish a clear system of physics concepts. Second, by paying attention to cutting-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tegrating the latest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method not only makes the content more relevant to the times but also broadens students' know-
ledge and stimulates their enthusiasm for scientific exploration. Finally, by enriching hands-on 
practice and combining practical operations with theoretical teaching, the proposed method aims 
to add more interest to the classroom and develop students’ creative abiliti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presents specific practical cases such as integrating history of physics, introducing 
scientific frontiers, and enriching hands-on practice, as well as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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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的飞速发展催生了“00 后”获取知识的渠道不断扩大。在这样开放多元的环境下成长的新一代

年轻人，他们接触了诸多优秀的知识分享视频和文章，因而对现有的教学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情

绪。据《2021 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20 届本科毕业生中，有 64%的人认为“实习和实践环节

不够”，43%的人表示现有教学方法难以调动学习兴趣[1]。因此，大学物理课堂亟待改革，以适应时代

发展和学生需求的变化。 
学生喜爱有趣的知识、新颖的学术观点和动手实践的过程，对枯燥乏味的知识、墨守成规的课堂和

教师长篇累牍的讲授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高质量的大学物理课堂应能激发学生对物理学习的热情，

引导他们探究与思考物理问题，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并在动手实践中拓宽知识边

界。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大学物理课堂要让学生感受科学前沿的魅力，在触及人类知识边界的过程中

加深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形成更为清晰的物理图像[2]。在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质量的大学物理课堂

也应主动发挥课程思政功效，学生对知识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热忱是课程思政教育中最佳的潜移默化

途径[3]。 
然而，现有大学物理课堂往往由于有趣知识、多学科知识和动手实践的匮乏限制了课堂效用的发挥，

未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上述具体需求。因此，亟需从融入物理学史、引入科学前沿、丰富动手实践等三

个方面入手，并融合课程思政，拓展大学物理课堂内容，使大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到知识的魅力与实践带

来的成就感，提成课堂实效性。 
本研究旨在基于对高质量大学物理课堂特点和现有大学物理课堂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符合现代学

生需求的教学策略，更好地发挥课堂实效性。本文的第二章将探讨当代大学生对优质物理课堂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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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高质量的大学物理课堂的特点，并指出现有的大学物理课堂存在的挑战，例如有趣知识、跨学科知识、

实践活动的缺失等。本文的第三章将探究改进大学物理课堂的策略，包括融入物理学史、引入科学前沿

以及丰富实践环节。 

2. 大学物理课堂改革的方向 

2.1. 高质量大学物理课堂的特点 

本节将对高质量大学物理课堂的特点进行探讨，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有趣的知识与新知识的融

入、多学科知识与动手实践的结合、科学前沿的探寻与知识边界的突破，以及课程思政在潜移默化中

引导学生。 
1) 有趣的知识与新知识的融入 
现代大学生渴望掌握有趣且实用的物理知识，这种知识往往能够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大学物

理课程应积极保留有趣的知识内容，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愉快地学习。同时，课程应紧跟物理学科的

最新发展，让学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涉及当前热点及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如量子计算、黑洞、暗物质

理论等，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求知欲。 
2) 多学科知识与动手实践结合 
物理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深度探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论体系的建立，还在于多学科知识的交融

与应用。大学物理课堂应与其他学科融合，如数学、化学、生物和工程等领域。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应

用于实际生活和科研项目。此外，课程中可以安排各种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巩固理论知识。

例如，课后实验、课题研究和科学实践活动等形式，以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提高创新能力与实际操作能

力。 
3) 科学前沿的探寻与知识边界的突破 
物理课堂应注重对科学前沿的引导，将最新的物理研究成果、国际学术动态与趋势纳入教学[4]，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感受到探索未知领域的挑战与乐趣。通过关注基本物理概念的原理与应用，明晰

其指导作用，使学生在不断深入探究中形成清晰的科学认知体系。 
4) 课程思政在潜移默化中的引导 
在物理课堂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内涵，讲述物理学百年发展史中科学家们的爱国情怀与探索精神[5]。

以课前引入、课间视频等形式进行国家科学家的经验分享，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与科研创新意

识。通过课程思政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具备人才素质、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优秀人才。 

2.2. 现有大学物理课堂存在的问题 

本节将对现有大学物理课堂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趣知识的缺乏、多

学科知识的缺乏和动手实践的缺乏。这三个问题是限制教学质量提升和学生充分发挥潜力的核心困扰，

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 有趣知识的缺乏 
当前许多大学物理课程过于侧重基本理论与概念的讲解，忽略了有趣知识的重要性，使得学生感受

到学习物理的枯燥乏味。其中，过于追求繁复的数学推导、空洞的理论陈述等问题导致课堂趣味性缺失。

缺乏有趣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往往会导致学生兴趣减弱，进而影响他们对大学物理的学习积极性和成绩。 
2) 多学科知识的缺乏 
物理是一门深刻影响其他学科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然而，现有大学物理课堂中，往往过分强

调物理本身的知识体系，缺少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与渗透[6]。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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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能力。当代社会对高等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注重多学科知识共融与协同创新，教育教学亟需关注这

一问题。 
3) 动手实践的缺乏 
现有大学物理课堂过于注重理论教学，而实践教学相对薄弱。通常，实验课与理论课之间缺乏有机

衔接，实践环节的组织和实施离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相距甚远[7]。这种现象不利于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也削弱了学生对物理学科的热情和兴趣。 

3. 大学物理课堂改革探究 

本节将对大学物理课堂改革的几种可行方案进行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物理学史的融入、

科学前沿的引入、动手实践的丰富。 

3.1. 物理学史的融入 

物理学史不仅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科学家们是如何发现、改进和完善物理理论的，还能激发学生的科学

兴趣。在课堂中，教师可以穿插讲述一些有趣的物理学史故事，使学生了解科学家们的探索精神。例如，

牛顿在鼠疫期间发现的三大运动定律，薛定谔的猫，以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辐射的发现等。讲述这些物理

学史故事能引发学生对物理理论的思考和兴趣，并为他们提供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同时，也能帮助学生

建立起清晰的物理概念体系。在表 1 中给出了几个具体的物理学史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实践案例。 
1) 有趣的物理学史 
在讲授大学物理课程时，教师应关注物理学史中那些有趣、耐人寻味的故事，并进行适当的讲解。

在讲解牛顿三定律时，让学生了解牛顿当时的生活背景，并结合牛顿与胡克关于“光的本质”的争论进

行讲解。在讲述量子力学的诞生和哥本哈根诠释的时候，为学生介绍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等概念，

讲述物理学家的思辩与论战。还可以通过“薛定谔的猫”这个经典的思想实验讲述量子叠加态的概念，

帮助学生了解量子力学的奇特性质。这些物理史引人入胜，不仅能够激起学生的兴趣，还能帮助他们了

解学科知识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 
2) 从不同角度展示物理学史 
在物理学史的融入中，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讲述物理学史。可以沿着物理学的历史发展，按照时

间顺序描述各个时期的重要发现、理论和学派，以便体现其发展脉络。由于物理学可分为许多子学科，

如力学、光学、热力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等。也可以从这些学科角度展开

物理史阐述，有助于理解各个领域的发展和相互影响。还可以介绍物理学史上的著名科学家及其贡献，

如牛顿、开尔文、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爱因斯坦等，同时描述他们的生平、成就以及对物理学的影响。

这些物理学史的不同角度可以让学生更全面了解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体会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交

流，激发他们的探索和思考精神。 
3) 物理学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物理学史的融入不局限于物理领域，在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物理学史可以与各种学科进行结合。

一方面，物理学史可以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相结合。通过与科学哲学进行交叉介绍，

了解物理学史中的科学方法和原则，探讨物理学理论发展的哲学意义，如因果律、对称原理等。运用社

会学知识，分析物理科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影响，探究科学家、科学机构及科学技术在社会

结构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物理学史也可以与数学、化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等自然科学

领域相结合。数学作为物理学的语言，物理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如微积分、线性代数及概率论等都是

和数学密切联系的。同时，还应该介绍物理学在化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如原子物理、光谱学及量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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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在生物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如生物力学、生物电磁学、生物光学等；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应用和发

展，如地震学、大气物理学及海洋物理学等。这些物理学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将拓宽学生的视野，

帮助他们在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提高综合素质。 
 

Table 1. The practical case of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physics into college physics courses 
表 1. 物理学史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实践案例 

知识点 物理学史 课程思政 

牛顿运动定律 以牛顿为主线，介绍牛顿的生平事迹。1666 年是科学史上具有

传奇地位的一年，被誉为“牛顿奇迹年”。当时，英国剑桥大

学因为瘟疫的蔓延关闭了校园，为躲避瘟疫，23 岁的艾萨克·牛
顿返回家乡沃尔索普，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高产的科学研究时

期，其中包括了光学、力学和数学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这

一时期堪称物理学史上黄金时代。 

通过讲述牛顿在瘟疫期间孜孜

不倦地钻研科学，完成许多伟大

科学成果的事迹，激励学生在全

球疫情深重的时刻依然坚持学

习，克服困难，勇于担当。 

胡克定律 介绍胡克与牛顿关于“光的本质”的争论。胡克与牛顿关于光

的本质的争论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关于光的本质，胡克的观

点是光是一种波动现象(波动说)。与胡克不同，牛顿的光学研

究表示光是由一系列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微粒说)。这场辩论推

动了整个物理学界关于光的本质的研究。 

通过介绍胡克与牛顿经历的激

烈争论，让同学们意识到科学发

展的真理往往是在争论和探讨

中不断完善的，正是这些争论推

动了科学的蓬勃发展。 

熵 以生物基因的变异为例，讲述物理学对生物领域的影响。熵最

初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在 1865 年提出，用于描述物质微

观状态分布的凌乱程度，它反映了一个系统的不确定性。20
世纪，著名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在其代表作《生命是什么》

开始从物理的角度分析生命现象，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 

通过介绍基因变异的原因，强调

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研

究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提高我国

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显示了

跨学科交流的重要性。 

量子力学 以爱因斯坦与玻尔的激辩为例，介绍量子力学的趣事。在 20
世纪初，爱因斯坦与玻尔围绕“上帝是否掷骰子”这一问题展

开了激烈争论。爱因斯坦认为，在上帝的世界里理应是有序且

决定论的，而量子力学中概率性的观点则与此背道而驰。然而

玻尔则坚信概率性是量子世界的本质特征，它为我们提供了最

真实、最准确的描述自然现象的方法。让学生了解量子力学发

展过程中的争论与思考，引发他们对量子力学的兴趣和思考。 

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学生，要以客

观的态度去验证真理，而不是墨

守成规，要勇于挑战权威。鼓励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勇于探

索、敢于质疑，形成自己的判断

和见解。 

3.2. 科学前沿的引入 

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及时关注科学研究的前沿进展，将最新的科学成果融入课堂教学。

这样不仅可以使课堂内容更具时代感，还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究的热情。同时，

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兴趣，为他们今后的科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因此，科学前沿

的引入是大学物理课堂改革的重要方向。在表 2 中给出了几个具体的科学前沿引入大学物理课堂的实践

案例。 
1) 引入新颖观点和现象 
科学前沿的引入主要体现在将新颖的观点、现象和研究方法融入课堂教学。例如，在讲解圆周运动

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星系旋转曲线之谜，从而介绍暗物质的知识，在讲解万有引力定律时，教师可

以向学生介绍华中科技大学对于引力平方反比验证的最新研究；在讲解量子力学时，可以向学生介绍量

子计算和量子通讯的最新应用领域。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引入新的科学成果，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原理

和发展趋势，显著提高教学质量。 
2) 展示前沿技术和装置 
在物理课堂上，教师可以向学生展示一些前沿技术和装置，让学生了解其原理和应用。例如，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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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光学时，可以向学生展示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现代通信的革命性意义；在讲解磁矩时，可以向

学生展示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如何在医学领域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这些前沿技术的介绍，可以使学生对

所学知识更加具体，并激发他们投身相关领域研究的兴趣。 
3) 关注重大科学项目 
大型科学项目通常汇集了最前沿的科学突破和技术成果，是各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国

际上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通过高能粒子对撞实验观察到希格斯子，从而验证了希格斯机制的存在；

国内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曾是全球排名第一的超级计算机，为学术研究提供计算能力支持；国

内的大亚湾中微子探测实验测定了中微子最后一个混合角。将这些重大科学项目的相关内容融入课堂教

学，可以让学生对物理学科产生更深刻的理解，提高科研兴趣。 
 

Table 2. The practical cases of introducing cutting-edge science into college physics courses 
表 2. 科学前沿引入大学物理课堂的实践案例 

知识点 科学前沿 课程思政 

圆周运动 星系旋转曲线之谜是指观测到的星系旋转速度与理论预测不符的现象。

根据牛顿万有引力理论，星体绕星系中心的速度应该随着离中心距离的

增大而逐渐减小，然而实际观测到的距离星系中心较远的恒星旋转速度

几乎不随距离改变，这便是星系旋转曲线之谜。为了解决这个谜团，物

理学家们提出了多种理论。其中最著名并且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暗物质

的存在。 

要保持对未知的敬畏，并以

谦逊的心态去发现并解决

问题。应在掌握专业知识的

基础上，跨界学习，开阔视

野，提高综合素质，形成多

元发展的格局。 

万有引力 华中科技大学历经 30 年，测量迄今国际上精度最高的万有引力常数 G
值。从 1980 年开始，罗俊团队便致力于采用扭秤技术精确测量万有引

力常数。历经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99 年获得了第一个 G 值，

被国际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录用。现在，团队再次取得世界性的成果，

成为目前国际上最高精度的 G 值。 

在追求学术和科研成果的

道路上，也必须具备毅力、

耐心和远见，只有这样，才

能取得让国家和世界骄傲

的辉煌成就。 

质能方程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是一个大型科学实验装置，位于瑞士和法国边境

的日内瓦附近，由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管理。它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能量最高的强子对撞机，主要用于物理学家们研究粒子物理，以此

来探索更多的宇宙奥秘，包括黑暗物质、反物质、最基本的宇宙粒子等。

LHC 的建成对于科学家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包括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提

供了更加先进的学术方法与手段。 

LHC的建设与运行过程中，

凝聚了来自不同国家、文

化、背景的科学家们的智慧

与共同努力，启示我们在新

时代下，不断加强国际交流

与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量子力学 ER=EPR 猜想指出量子纠缠(EPR)和虫洞(ER)实际上是等价的物理现象。

其中， Einstein-Rosen (ER) 是指广义相对论中描述万有引力的

Einstein-Rosen 桥，而 Einstein-Podolsky-Rosen (EPR)则是指量子力学中

描述量子纠缠现象的 EPR 悖论。ER = EPR 猜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来理解宇宙现象，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关于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和宇

宙学的认识。 

引导学生关心科学发展的

前沿动态，培养学生的科学

素养和创新思维，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勇于挑战权威的

思想品质。 

3.3. 动手实践的丰富 

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中，强调理论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应充分关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动

手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可以增加课堂趣味性，激发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兴趣，并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丰富动手实践活动中，是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设计实验课程、实践项目，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使

学生真正体会到物理学的魅力，激发他们对物理学的学习兴趣，为学生今后的科学研究和职业生涯打下

坚实基础。在表 3 中给出了几个具体的动手实践加入大学物理课堂的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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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practical examples of hands-on participation in college physics classes 
表 3. 动手实践加入大学物理课堂的实践案例 

知识点 动手实践 课程思政 

相对运动 引导同学们在课外亲自观测星空，通过实地观察发现行星与恒星

的区别。具体做法是同学们在课外时间选定一个观测点，连续数

天观察并拍摄同一区域的星空，从而记录下行星与恒星的运动轨

迹，最后通过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规律。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同

学们不仅能亲身体验到物理学的魅力，还可以培养观察、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加深对天文学基本知识和相关物理定律的

理解。 

在观察、记录和分析过程中，

将体会到集体协作、团结互助

的重要性，在讨论恒星与行星

运动规律时，鼓励同学们形成

自己的思考，在实践中探索科

学。 

抛体运动 实践比赛：学生需要自主设计一个投掷装置，将小球精确地投入

20 至 30 米外的小桶中。学生可以组队参加。在进行实验过程中，

学生还需注意空气阻力的影响，并尝试在模型计算和真实环境之

间找到平衡，让学生深入体会到实际问题比理论模型更加复杂的

现象。通过此类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对物理学科的兴趣和认知，

提高他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和科学素养。 

通过团队合作与竞争的形式，

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

与担当，通过全面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为培养高素质人才。 

角动量守恒 在课堂上探索引导同学们通过对实验，理解角动量守恒的物理内

涵，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验观察能力。首先观察同学坐

在旋转椅子上匀速旋转的状态，然后同学伸开手臂和缩回手臂，

观察旋转速度的变换。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们分组进行讨论，

通过对实验现象的分析，发现角动量守恒定律在旋转椅子的运动

中的体现。 

通过课堂实践探索，让学生了

解物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培养新时代具有创新精神、实

践能力和探索精神的物理人

才。 

电磁感应 课堂上让学生自己搭建一个简单的发电机，利用手动旋转磁铁来

切割线圈中的磁力线，产生电流。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们能够直

观地感受到发电机的运作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法拉第电磁感应

定律及洛伦兹力的相关原理。课后组织学生们开展调研，让他们

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马达转动原理，探讨其在现实

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培养学生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让他们在动手操作中体

会物理学的实际应用，也为他

们树立创新意识，形成自主学

习，自主探究的习惯。 

 
1) 课堂上的动手实践 
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应安排一定的课上实验内容，让学生通过亲身操作了解实验原理和方法。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实验项目，例如，在讲授光电效应原理时，可进行光电效应实验；在讲授电

磁感应时，可进行法拉第电磁感应实验等。课堂上的动手实践活动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

确保学生安全、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课堂上，教师可以与学生保持沟通，及时解答学生在实践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提供合理建议和指导。 
2) 课堂外的动手实践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点，选择合适的课外实践课题。同时，实践活动的内容应与课程教学相衔接，

以确保活动的有效性。在组织实践活动时，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组织学生分组开展实

践活动，每个组员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共同完成课题。在实践活动结束后，可组织学生展示自己的实

践成果，邀请专家和教师对学生的课外实践成果进行评价。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励和肯定，以激励

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努力。 
3) 有组织的实践竞赛 
学校可定期举办物理实践竞赛，鼓励学生参加。竞赛内容可涵盖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

析等方面，旨在检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学校可以提供实验器材、设施等资源，让学生在课余

时间自主或组队进行实践竞赛。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巩固所学知识，还有机会开展自主研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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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可以邀请业内专家和教师组成评委团，对学生的作品进行公平、公正的评判。此外，还可以将参赛作

品进行展览和公开评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物理实践竞赛，提升大家对物理实验的热情和认识，激

发学生的积极性。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有大学物理教学方式已不再满足当代学生的需求。这对我们在大

学物理教育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新的要求。为了解决现有课堂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物理学史融入、

科学前沿引入、动手实践丰富三个方面提出了大学物理课堂改革策略。首先，物理学史的融入能够提高

学生对物理学术观念和创新意识的理解，激发他们的学术兴趣。此外，科学前沿的引入使课堂内容更具

时代感，激发学生对科学探究的热情，并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动手实践的丰富强调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使他们更好地掌握物理学科知识与技能。 
本研究从理论和具体实践策略两个层面，探讨了从物理学史融入、科学前沿引入、动手实践丰富三

个方面改革大学物理课堂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地

制宜地开展各项教学活动。我们应重视学生在物理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激发

他们主动学习的潜能。总之，大学物理课堂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和长期性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只有牢牢把握科学教育的内在规律和特点，以学生为

本，注重培养他们的学术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方能在大学物理教育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国家科技

创新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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