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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现状，提出工业见习是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课

程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充分利用和挖掘西南后发展地区工业生产资源条件，合理优化压缩《大学

物理》课堂教学内容，适当增加工业见习的比重，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实际生产的工作场景，促使物理基

础理论知识与生产实际有效融合，提高理工类学生对《大学物理》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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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s in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dustrial novitiate is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link in the teach-
ing of College Physics in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southwest, making full use of and excavating the 
condition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resources in the developing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rea-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407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407
http://www.hanspub.org


潘彩娟，韦相龙 
 

 

DOI: 10.12677/ces.2022.1010407 2597 创新教育研究 
 

sonably optimizing and compress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College Physics, and appropriatel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novitiate, letting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act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the work scene,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basic theory 
knowledge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improving the interest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College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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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化、地方化发展迅速，

地方高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承担着服务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地方经

济建设培养人才和输送科技创新生力军的重任。地方高校相对于中央各部委直属高校而言，其教育管理

权隶属于地方，办学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拨款。广西多数高校，尤其是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

区和边境地区的高校(我们称之为后发展高校) [1]，与国内的其他高校相比，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办学历

史较短，《大学物理》教师队伍相对薄弱，物理实验、实训室建设条件有限，但他们所在区域周边多数

是新兴工业集群发展的区域，虽然企业规模不大，但新建企业的新一代的设备设施为《大学物理》课程

的工业见习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类各专业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其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素质、科学思维方法

和科学研究方法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因此，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

的《大学物理》教学不能简单地沿袭其他高校的教学形式，而应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模式，提高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2. 《大学物理》课程改革现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了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我国部分院校先后对《大学物理》课程进

行了教学改革和研究，文献[2] [3] [4] [5] [6]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讨和

研究，在实践教学方面主要侧重于校内的课堂演示实验、实验课的改革，不少院校在新建《大学物理》

演示实验、添置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对实验室进行开放管理、支持开展研究性实验、组织开展竞赛活动

等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从有关文献对多所高等院校开展的“《大学物理》课程学生问卷调

查研究”的结果看，多数学生对《大学物理》的课程结构、教学资源等问题不是很认同，《大学物理》

教学改革虽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但教改效果甚微[5]。因此，仅限于校内的教学改革，仍然不能适应新

一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大学物理》教学需要进一步加强校外实践性的教学。 
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的定位是高素质、强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当前，多数院系的《大

学物理》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盲目模仿重点本科院校的情况，以传授教材知识为主体或全部，教师们热衷

于书本知识的传授，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和权威性，往往以简约、规范的课堂授课

方式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向学生传授的知识与企业生产最新技术和科技发展脱节，学生缺乏对物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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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实际应用的感性认识，从而导致学生缺乏对《大学物理》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3. 《大学物理》课程工业见习的必要性 

工业见习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有效方式，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设置工业

见习环节，让理工类学生从基础必修课的学习开始就开展校外实践学习活动。 

3.1. 工业见习是《大学物理》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 

《大学物理》包含力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等普通物理学部分内容，课堂讲授主要以物理的基本

概念及公式的推导为主，较少涉及实际生产的应用问题，尽管可以通过网络或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实

际生产现场的情景，使学生获得准现场的教学效果，但学生无法真切感受到物理基础理论在实践应用的

实际情况。 
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课程的工业见习，学生通过参观实际生产工作流程，感受力、热、

电、光在实际生产上的放大和具体应用，学生不仅获得物理基础原理、基本规律在实际生产应用的感性

认识，而且也有效拓宽和加深学生所学的物理基础理论知识，有效帮助学生将书本的物理知识与实际生

产有机融合，促使《大学物理》学习既具有系统性的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 

3.2. 工业见习是实现《大学物理》综合性培养的有效途径 

《大学物理》基础原理一般都是在理想或单一条件下的模型，很少涉及自然、真实多种复杂因素共

同影响的情况；校内实验也往往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实验验证，学生缺乏实际生产过程复杂因素综合考虑

的学习和训练。 
厂矿企业在实际生产中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还需要考虑材料综合利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

护等等综合性问题，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工业见习，使学生明确在实际工业生产中，不仅要从理论

上探索物理原理在实际应用的效益问题，还要考虑安全生产、“三废”治理和环境保护等等综合性问题，

只有综合考虑物理原理在实际应用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才能实现设备运行的合理性和生产发展的可持

续性。 

3.3. 工业见习有效弥补《大学物理》教学条件不足的缺陷 

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办学经费有限，物理演示实验室及实训室等投入不足，

而《大学物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在学习中离不开实践技能的学习。要提高理工类学生物

理理论与实践联系的能力，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必须借助于校外厂矿企业的设备设施，开展西

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课程的工业见习教学，为学生提供基础理论知识在真实工业生产应用的

场景，通过参观相关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的过程，促进学生对课堂基础理论知识深入理解，同时，也促使

学生对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带着问题进入课堂。 
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课程的工业见习不仅能弥补校内实践教学条件不足的现状，而且

能丰富课堂理论知识和校外实践知识，使后续的课堂教学能更密切结合当地的生产实践问题，有效地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 

4. 开展《大学物理》课程工业见习的措施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基本特色，按照当今世界课程结构“综合化”和“学术化”统一的原则，结合

西南后发展地区经济建设实际情况，深化《大学物理》课程内容改革，以物理知识应用为主，加强物理

理论与实际生产的联系，开展工业见习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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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业见习有机融入《大学物理》教学 

随着西南地方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传统的《大学物理》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西南后发展

地方高校《大学物理》教学的要求[7]。为此，在认真调研当地工业生产资源条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专

业需求情况，按照“系统、全面、简捷、新颖”的原则，对《大学物理》课堂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和更新，

以物理知识的应用为主线，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将工业见习内容有机融入不同专业的《大学物理》

的教学过程中。 
围绕地方的火力发电站、水利发电站等的基本工作原理，将电磁学、热学等部分内容进行更新和重

组，打破原有《大学物理》教材的传统结构体系，建立以电学、热学为主线的知识结构体系，使其逻辑

性、系统性更强，并能充分反映物理知识应用的内在联系；在力学、光学等部分内容则以“必需、够用”

为原则，对一些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精减和整合，确保工业见习在《大学物理》的教学实施。 

4.2. 工业见习列入《大学物理》教学计划 

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工业见习要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为导向，遵

循“物理－应用－提升”的原则，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工业见习。如，

在学生完成力学和热学内容的学习后，可以开展参观水利发电厂为主题的工业见习；在学生具备一定的

电磁学理论知识后，可以适时开展参观火力发电厂为主题的工业见习。 
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工业见习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它是提高《大学

物理》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编制工业见习教学计划，合理设置工业见习环节，工业见习学时建议占课

程总学时的 10%左右。 

4.3.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为确保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的教学质量，大学物理教师不仅需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基础

理论知识，而且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使物理基础理论知识与工业见习的有机融合，才能有效提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针对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课程工业见习的特点，需要对大学

物理教师进行系列的培养，如选送大学物理教师到相关厂矿企业挂职锻炼，增加教师对企业生产技术、

生产工艺的了解，使教师们具备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 
另外，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要进一步加强与当地厂矿企业的合作，选聘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作

为工业见习的指导教师，巩固和稳定《大学物理》课程工业见习校外指导人员的队伍。 

5. 结论 

工业见习是西南后发展地方高校《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理工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

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学生通过工业见习不仅获得物理原理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的感性知识，增强物

理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流程有效融合，促进学生形成完整的物理知识体系，而且更好地调动学生对

《大学物理》知识学习的兴趣与热情，让理工类学生能够坚信基础理论知识对实践工作的重要性，为后

续的专业知识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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