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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跨学科实践的趋势和大学通识教育的需求，《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作为一门高校的跨学科通识

课程显得格外有意义。在其它高校开展《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知

识图谱分析，创新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方式和考核制度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本文旨在对我校开展本课程的实践经验进行分享，并做出相关探讨，更好地开展《物理学

与人类文明》课程创新改革，为跨学科通识课程的建设提供可参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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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and the demand for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ourse “Physic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is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Physic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conducted in other universities, we have conducted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innovative teaching contents, as well as meaningful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systems, and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are our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conducting this course and make relevant discussions to bet-
ter carry out the innovative reform of the course “Physic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able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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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正逐步提高，教育政策和文件中都提到通识教育

的问题。为了适应全球跨学科合作的趋势，我国加强了对于跨学科教育的重视，并提出了“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学科的建设”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提出了“推行模块化通识教育，促进文理交融”的

本科教学改革目标[1]。《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是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其涉及到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合

作，具有广阔的前景，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医类院校的学生，更具有独特的教育意义。现代的医学者不仅

需要纵向深度掌握本专业的知识，还需要横向培养人文素养、心理素质、科学精神等综合素质[2]。通过

专业学习掌握临床技能的同时，还需经过通识课程的教育，从而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丰富的创造力、

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对患者进行人文关怀的能力。过去的传统通识课程教学模式已逐渐不能满足国家对于

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跨学科通识课程的开展会是未来高校综合课程的改革趋势[3]。本文基于我校对《物

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的实践经验，旨在分享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方式和考核制度，制作流程图见图 1，
并对课程建设进行相关探讨。 

2. 开展《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实践经验 

2.1. 课程定位与教学目的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是一门高校面对全校本科生开展，结合跨学科实践的通识课程。该课程的开

展帮助学生理解物理学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有特色地结合不同文理学科，从多个方面系统论述了物

理学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发展史，帮助学生理解物理学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并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同时，

结合现代社会文明热点问题，共同探讨物理学将如何推动人类未来文明进展，增加课程的前沿性和趣味

性。我校通过开展该课程，为学生打开了跨学科交融的大门，并且将科学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从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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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科的“广”度培养具有跨学科能力、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学生，同时培养具有一定物理常识、

了解人类文明演进以及具备人文精神的高素质医学人才。 
 

 
Figure 1. Practice flow chart of the course carried out by our school 
图 1. 我校开展该课程的实践流程图 

2.2. 基于图谱分析丰富课程内容 

为探索物理与人类文明主题相关的文献整体研究现状与方向，辅助《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的开

展，我们设置关键词为“物理”与关键词“人类文明”，对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云平台、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三大中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文献，设置检索时间为 2000 年 4 月 2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1 日(文献检索日)。初步检索文献为 309 篇，进行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212 篇。导入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图与聚类图。 
文献中的关键词能反映该文章研究的主题，并且能够高度概括文献的主题内容及其所覆盖的知识面，

可以反应其热点趋势[4]。根据图 2 可以看出，检索得到的物理与人类文明相关主题的文献中，隐藏检索

的关键词“物理学”和“人类文明”后，发现物理教学相关的关键词出现较多，包括“初中物理”、“高

中物理”、“物理教学”、“物理课程”、“学生”、“物理知识”与“物理实验”等关键词。高频关

键词还涉及到不同学科，例如“地理学”、“动物学”、“伦理学”、“人文意蕴”、“历史”、“物

理”与“政治学”等。通过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更清晰看出物理与人类文明主题的文献整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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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图 3 中展示了该主题相关文献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物理教学的研究(#2 物理学，#10 教学重难

点)，以及其它各学科的交叉研究，例如物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2 物理学，#6 历史，#15 哲学)。 
基于这些关键词聚类的结果，我们将《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划分为三个方向进行教学。第一部

分聚焦于#0 物理学家、#1 思维发展、#2 物理学、#3 人类社会、#5 人类、#7 爱因斯坦、#12 发展史，讲

述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的概述；第二部分侧重于#2 物理学、#6 历史、#9 经济学奖、#15 哲学，以物理学与

其它文理学科的融合为角度，探讨人类文明演进；最后一部分内容涵盖#4 世界、#8 科技革命，共同展望

物理学对世界未来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 
 

 
Figure 2. Keyword co-occurrence diagram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 

 

 
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diagram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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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物理学与人类概述 
提出并简要阐述物理学和人类文明之间密切的关系，讲述杰出物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对物理学的发

展与人类文明演进史进行简要介绍。帮助学生理解物理学促进科技进步，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当今社会

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再到展望未来的天体物理、引力波等领域，物理学对人类文明的发

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同时介绍人类文明的需求和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医疗技术等目

前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说明人类文明促使着物理学的研究发展。 

2.2.2. 物理学与文理学科 
我们将教学范围扩大，包括物理学与医学、数学、哲学、艺术、生活以及其他自然学科的交叉融合。

采用实例应用分析的方法，阐述物理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不仅让学生理解并掌握物理

学依赖于其它学科的发展建设之上，同时也引领他们认识到物理学的进步和创新对其它学科的推动和影

响。跨学科实践的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发散性、整体性以及联系性，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未来

的挑战，并加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2.2.3. 物理学与人类未来 
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介绍物理学在人类未来中的探索。从星际穿越、人

工智能、混沌等方向出发，探讨物理学在这些领域中的应用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可

以共同探讨物理学对于人类未来的贡献以及将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同时，我们还探讨了当代物理学中的

新兴领域，例如量子计算、量子通信、超导材料等方向的发展。通过这样的讨论和探究，可以让学生更

好的认识到物理学在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激发他们对于科学探究的兴趣和热情。 

2.3. 教学方式 

目前该课程的教学研究推荐采用“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的教学模式。相比于以老师为中心，学生

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的新教学方式能够适当刺激学生的积极性，加

强师生间的互动，提升教学质量[5]。但这种教学模式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学生数量众多，教师数量相对

较少，增加了老师的任务量；同时，管理分散的学生也是一个难题。 
我校在开展该课程的学习时，采用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对课程内容进行教学，增加课程内容的丰富

性和趣味性。同时结合“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我们将同学们分为不同的小组，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课堂讨论、课后考核以及翻转课堂的开展，增强了师生间的互动，并且锻炼了学生相

互合作、沟通与表达的综合能力。同时为了解决学生数量众多且分散的问题，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

教学模式。在线下以小组为单位，结合物理学与其它各文理学科进行翻转课堂的开展；通过线上平台，

老师上传本专业的教学视频，上传课后作业，并且结合各种多媒体资源补充同学的翻转课堂内容，包括

相关的视频、图片、音乐等，方便数量众多且分散的学生进行学习和管理。 

2.4. 考核方式与教学效果评估 

为了更好评估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我们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在平时成

绩中，除了个人出勤率的考核，还包括以小组为单位的翻转课堂成绩、以小组为单位回答问题的成绩、

线上平台中的个人课后作业成绩；在期末时指导同学们撰写本课程相关的小论文一篇并进行打分，将平

时成绩与结课论文成绩汇总成为最终成绩。从出勤率、课堂活跃度、学生积极性、学生回答问题以及期

末总成绩的情况来看，学生对于本课的教学过程是满意的，并且比之传统的概念灌输和学生被动接受的

课堂，该课程采用的教学方式所达到的教学效果更好。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1057


木本荣，周娅 等 
 

 

DOI: 10.12677/ae.2023.1391057 6798 教育进展 
 

然而，结合我们学校对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分析，该课程的开展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作为一门高

校选修课程，学生来自各不同专业，包括医学类、体育类、文学类等，学生基础和背景也不同，这会影

响课程进度。其次，该课程具有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要求教师具备广泛的知识储备，但跨学科知识

的匮乏仍是一个挑战点。最后，在线上课堂的开展中，部分学生可能表现出相对随意和懒散的态度，不

重视老师上传的教学视频，并存在着线上平台课后作业抄袭的情况。因此，该课程未来的开展需要更加

注重学生自主学习性的综合素质培养，以及加强对线上课堂的监控和督促机制。 

3. 基于本校开展该课程的实践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我校在开展《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的过程中，结合相关主题文献的研究现状对课程内容进行了

设计，在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中做出创新并实践，刺激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取得了比传统教学模式更好

的教学效果，但也同时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好推动该课程的开展，基于我校的实践经验，我们提出以

下建议： 

3.1. 结合可视化图谱设计课程内容 

建议在通识课程的开展中，可对相关主题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绘制可视化图谱，以探索该主题的

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并将分析结果融入课程内容的教学中，增强相关课程内容的科学性、前沿性、

趣味性与丰富性。 

3.2. “双线”融合式教学模式 

融合式教学模式强调从教学形式、方法与学习评价等多方面进行深度融合，以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

的教学内涵，达到更好的教学水平，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6]。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线上课堂的开展

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融入了当代教育发展中，创造了许多新的教学模式。我校对于该课程的开展采

用线上线下双“线”结合的融合式教学模式进行开展，见图 4，此方式打破了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

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 
 

 
Figure 4. Dual “line” combined teaching 
图 4. 双“线”结合教学 

 
一方面，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线下翻转课堂并进行讨论，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教师辅助课堂开

展。此模式锻炼了学生合作、沟通与表达能力，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且师生角色互换的方式活跃了课

堂氛围，学生主动学习的效果比被动的接收灌输更好。另一方面，教师通过线上平台上传本专业的教学

视频，可将跨学科通识课程的内容转化为短视频内容，并发布课后作业，同时可结合各种资源补充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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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翻转课堂内容，包括相关的视频、图片、音频等。此模式以教师为主导进行教学，同学可以自由安

排时间对该课程进行自主学习，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生数量众多、分散、难以管理的问题。采用双“线”

融合式教学模式能更好地培养学生学习主动性，打破传统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的模式，突出学生在学习中

的主体地位，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3.3. 跨学科教学 

近年来，我国对于跨学科学习尤为重视，跨学科教育可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使学生可以用不同的学

科视角去看待问题并分析问题，培养跨学科素质。跨学科教学是一种以主题为载体，融合其它多个学科

的内容，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活动[7]。过去传统通识课程的教学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大学生生活方

式与思维的变化，同时逐渐不能满足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3]，通识课程中融入跨学科教学可能会成

为未来通识课程的主流。 
在如今，通识教育中跨学科的课程并不少见，但教师间通过合作教学进行授课的方式却很少[1]。中

国的教育大多以专业性的课程为主，自高中以来就开始文理分科，缺乏具有广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的高

素质人才。目前提出“跨学科教研共同体”的说法，是指具有不同学科专业知识、经验的教师之间打破

学科界限，将不同学科的方法、知识衔接起来，形成以“合作”为核心相互交流、共同推进教学研究的

一个教研共同体[8]。因此，我们在跨学科实践教学中，可以通过不同学科的教师合作授课的方式来提升

教学质量。 

4. 总结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是一门基础性的通识课程，为辅助该课程的开展，我们探索物理与人类文明

相关主题的文献研究现状并绘制知识图谱得知，该主题的文献整体研究中重视教学的研究，并涉及到多

个其它学科领域。同时结合时代跨学科学习的趋势，我校在开展该课程的过程中加入不同文理学科进行

思考与教学，将《物理学与人类文明》作为一门跨学科通识课程来开展，培养具有一定物理知识、了解

人类文明、具有科学素养和跨学科思维的综合素质人才。 
我们在授课内容、教学方式与考核制度中都做出了创新，并在实践过后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授课内容中结合相关主题的研究现状图谱，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并顺应跨学科学习的趋势与其它文理

课程融合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素养。在教学方式中我们主要采用双“线”结合模式进行教学，

线上线下的学习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考核方式中注重平时成绩的占比，

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好的学习效果。根据我校对于《物理学与人类文

明》课程的开展情况，我们建议将相关主题文献的可视化图谱分析结果融入课程内容的教学中，采用双

“线”融合式的教学模式，并对未来跨学科通识课程的教育中提出多学科教师合作授课的建议，共同推

进相关课程的教学研究，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与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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