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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是教育的主战场，是教学发展的核心地带，文章提出了要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进行反哺式教学，并建

议以科研成果、军事需求、前沿成果及高新技术成果反哺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引入新鲜元素，补充教学

资源，把科研优势、军事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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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is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core area of teaching development. Feed-
back teaching is proposed to carry out in university physics teaching in this article. And then it 
suggests that the resul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ilitary needs, frontier achievements and high-tech 
results should be feed-back to college physics classroom teaching. These ways can introduce fresh 
elements, suppleme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ransform scientific research advantages and mili-
tary resources advantages into teaching advantages. Teaching quality and classroom teaching ef-
fects are ultimat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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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是生长军(警)官高等教育学员的科学文化必修课程。为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中“立

德树人，为战育人”的思想[1]，在物理课程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更要着力于学员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打下必要的物理学基础；同时针对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在

课程教学中也要紧密结合装备，凸显物理在军事高新技术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结合目前大学物理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要想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提高物理教学的效果，实施反哺式教学[2] [3] [4]是一种有效且

必要的方法。 

2. 课程教学现状及教改的必要性 

大学物理作为军校学员的通识课程，在整个本科教育阶段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但大学物理理论性强、概念抽象、内容枯燥、本身不带“军味”，使得目前学生在学习该门课程时呈现

出“畏难”心理，课堂气氛沉闷、学员参与率低等问题，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人才的培养要求，主要矛

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学内容枯燥，缺乏新意，教员在课堂授课中以基础知识讲解为主，课程教学中存在以知识为中

心的理念，对大学物理授课中结合新元素、前言知识以及军事应用的认识不足，新鲜知识元素少； 
2) 缺乏适合的能与大学物理知识结合紧密的新元素、前言知识以及军事应用案例； 
3) 教学模式创新不足，且基于安全保密原因，学生对手机、平板、电脑等的使用受限，雨课堂、翻

转课堂等结合信息化手段的教学方式在军校实施推广困难，学员对新知识、新元素的获取途径少。 
大学学员思想新颖，思维活跃，希望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元素，课堂上只讲知识点势必会让学

生感觉枯燥、乏味、无趣，如果能够把科研成果、教科研成果及军事需求等引进课堂，实施反哺教学，

无异于向学生注入强针剂，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如何把科研成果、教科研成果及

军事需求与课堂教学的知识点有效结合是笔者要思考的重点问题，笔者希望通过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探究

反哺式教学新模式继而进行教学改变来解决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3.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进行反哺式教学的途径 

反哺原意是雏鸟长大后，衔食喂母鸟；引申为某事物发展壮大后反过来为原来的和基础的服务，促

进其更好发展。大学物理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是从事科研、军事发展及高新技术的理论基础，而这些科

研成果、军事需求及高新技术成果正好为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进行反哺式教学提供方式和途径。 
1) 以科研成果反哺大学物理教学 
就大学物理而言，以科研成果反哺教学[2] [3]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研成果，二是教科研成果。

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教员的科研经历能够促进其教学能力的提升。首先教员的科研活动

经历能够有效丰富教员在课堂上传授知识的模式，使课堂更加丰富有趣；其次科研活动经历加强了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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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要传授知识的应用，为更有效的传授各种课堂知识提供了具体途径，使课堂效果得到优化；另外科研

活动会让教员在课堂教学中更加自信，从而改善课堂教学生态。教学过程本来就是心灵沟通的过程，作

为沟通的主导者，教员的人格魅力是引领课堂沟通的重要因素，而在大学课堂上教师的这种魅力完全来

自于教师对知识把握的自信。因此，加强科研积累，以科研反哺教学也是提升教学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内容上说，大学物理课程教员的毕业论文、科研项目、教育科研课题都与物理知识和应用结合紧

密，在教学过程中融合这些项目的优秀成果，提炼一些内容应用于课堂教学，结合军校为“军”服务的

特点，反哺课堂教学，一定会为课堂教学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让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同时也会使

促进教员更多地关注教学目的专业性、教学内容前沿性、教学过程探索性及教学环节研究性，达到教学

与教科研双赢。 
2) 以军事需求反哺大学物理教学 
2019 年 11 月，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强调，贯彻新时代教育方针，深化军事院校改革

创新，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1]。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在大学物理教

学中也要突出军事特色。物理知识服务于军事应用，同时军事需求和应用也为物理知识的学习提供依托

和支撑，以军事案例和军事应用为牵引，以军事问题解决反哺大学物理教学，更好的服务于教学。 
学员对大学物理的喜爱是学生学习的内动力，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是提高课堂效果的关键。除了教员

搜集军事案例外，也要主动从学员中收集一些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军事问题，结合物理知识点进行提炼，

以军事问题为导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也使不同物理基础、军事

基础的学生都能各显其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强自信心。以军事需求反哺物理教学，使学员在学习物

理知识的同时，学会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军事问题的方法。 
3) 以前沿成果和高新技术成果反哺大学物理教学 
大学物理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但教学内容比较复杂且枯燥，学员对学习的必要性和创新性有所

质疑。关注物理的发展，提炼物理学的前沿成果，找到与大学物理基础知识的关联性、梳理高新技术与

大学物理知识的切合点并应用于课堂，既能补充教学资源，开阔眼界，又能让学生体会物理基础知识对

科学发展前沿的支撑作用，体会高新技术背后的物理基础，为课堂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 
课堂才是教学的主战场，新的教学模式是否合适要由课堂教学实践而来。把三个方面形成的案例通

过引入话题、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融入大学物理课堂中进行教学实践和试用，加入新知识，开拓

新思想，培养学生的学习求知能力和一定的科研素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4. 课堂实施举例 

比如在讲解大学物理电磁学模块安培力时，可以采用如下的方式： 
首先介绍电磁轨道炮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与传统身管火炮相比，电磁轨道炮在炮口初速、打击范

围、打击时效等方面显示出诸多优势，使其能够有效遂行海上反舰作战、空天反导防御以及陆军沿海防

御等使命任务。那么电磁轨道炮的物理原理是什么呢？以高新技术应用引题，提出问题激发学员探索轨

道炮物理原理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结合已有的物理知识建立电磁轨道炮物理模型，使学员掌握物理建

模和将物理原理应用到军事实际中的能力，体现物理与军事高新技术的关系，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物理的

热情和动力，树立“物理强国物理强军”的信心，使学员带着渴求了解电磁轨道炮原理的热情学习载流

导线在磁场中的受力——安培力。 
然后在安培力的讲解过程中可采用“由易到难，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从学员熟悉的均匀磁场中

通电直导线所受安培力入手，过渡到电流元在磁场中的受力——安培力的微分表达公式，引导学员用微

元法分析问题，再到任意通电导线在非均匀磁场中的受力的计算，融入“以直带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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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electromagnetic railgun 
图 1. 电磁轨道炮工作原理示意图 

 
最后将电磁轨道炮简化为一个例题，以例题形式讲解轨道炮的原理。电磁轨道炮是一种利用电流间

相互作用的安培力将弹头发射出去的武器。如图 1 所示，两条扁平的长直导轨相互平行，导轨之间由一

滑块状的弹头连接，强大的电流 I 从一条直导轨流经弹头再从另一直导轨流回。结合本次课内容例题可

抽象为：导轨上的电流沿圆柱面均匀分布。设圆柱导轨半径为 R，两圆柱导轨相距为 L。求弹头所受的

磁力。学生在求解本题的过程中加深对安培力的理解，并体会物理基础知识对高新技术的支撑作用。 
通过以上方式，以军事需求和高新技术原理反哺物理教学，更好的服务课堂教学。 

5.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现状及进行反哺式教学的必要性，并建议以科研成果、军事需求、前

沿成果及高新技术成果反哺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引入新鲜元素，补充教学资源，把科研优势、军事资源

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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