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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作为工科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学生专业学习和长久发展的基石。本校作为建筑特色类高校，对

于大学物理的专业支撑需求尤为强烈。但是通过前期的学情分析，发现物理教学内容与建筑特色专业的

关联性欠缺，导致学生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本文以建筑类特色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

化(智能建筑)为例，结合大学物理的教学改革，提出夯实专业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专业

支撑性的改革措施，并通过教学效果的综合分析，提出了几点思考意见。进一步发挥大学物理在学科发

展、专业支撑方面的作用，为国家发展培养下一代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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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asic course for engineering majors, college physics is the cornerstone of students’ pro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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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al learning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As a university with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ur 
school has a strong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support of college physics. However, through the 
early study situation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physical teaching content was lack of relevance 
with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 specialty, which led to the low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poor 
teaching effect. Taking the characteristic specialty of building electricity and intelligence (intelli-
gent building)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s, this pa-
per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tamp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specialt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supporting ability of the specialty, and through a compre-
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effect,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university 
physics 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and cultivat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rchitects, designers and planners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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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教育部印发的《非物理类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指导纲要》中指出，通过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努力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这要求大学物理课程不能仅

仅停留在知识的灌输，更应该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专业为向导、为国育人、育才的思想[1] [2] [3]。为

了体现人才全面培养的思想，同时结合学校建筑类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4] [5]，我们提出了以专业为支撑

的大学物理教学改革。 
本文以建筑类特色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智能建筑)专业为例，结合大学物理的教学改革，通过

学情分析和专业需求分析，分析了本校学生的专业需求和学习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几点教学改革的探

索，并针对目前的教学改革的举措，进行了教学效果的综合分析，同时提出了几点思考意见。旨在进一

步发挥大学物理在学科发展、专业支撑方面的作用，同时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规划师

提供更好的基础支撑。 

2. 学情分析 

2.1. 问卷调查分析 

为了详细的了解学生情况，我们在 2019~2022 年对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智能建筑)专业的学生进行了

跟踪调查，通过 2020~2022 学生调查问卷显示(图 1)几乎 90%以上的学生都能知道大学物理的基础支撑作

用，但是少于 10%的学生了解大学物理对其以后专业学习有何作用。可见大学物理作为专业课的前序课

程，在学生对专业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属于没有重点和针对性的学习。 
同时为了更加细致的了解学生通过物理学习获得哪些知识和能力，我们从 2020 年开始对于学生希望

在物理课程中学习哪些方面的能力进行统计分析，下面以 2022 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图 2)，图中展示了学

生在物理课程中做希望或者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52%)，其次史解决问题的能力(32%)，再次史够用的学

分(11%)，最后才是丰富有趣的人文历史和科学趣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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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mparison of understanding of basic sup-
port and specialized subject support of college physics 
图 1. 大学物理基础支撑和专业支撑了解程度对比 

 

 
Figure 2. Analysis of the ability that you want to learn 
physics 
图 2. 希望物理课程学习获得的能力分析 

 
通过以上的问卷分析，可以看到现在的物理教学存在着学生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渴求和不知道哪些物

理知识是对专业支撑的问题，如果可以在基础课程中对学生善加引导，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基础知识的

专业支撑作用，针对专业支撑的教学探索势在必行。 

2.2. 学生分析 

我们主要对现有学生的思维特点和心理特点进行了分析，授课学生的专业需求主要是建筑电气与智

能化相关领域，专业关键词是“建筑”、“智能”“电气”，该专业具有特色性。专业性较强，需要很

强的针对性。同时，学生大多时 00 后的学生，他们更需要更多新颖、有科技意义的教学元素。最好可以

在兼顾兴趣的同时引入与信息化相关的引例，这样既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做专业引导。教学引力

需要更加新颖、有科技感，提高教学效率。 

2.3. 专业需求分析 

通过我们对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智能建筑)专业培养方案(如图 3)的分析，我们发现其专业核心课程中

最重要的是《电路分析》这门课程，而普通物理课程对于《电路分析》课程以及其后续的专业课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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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以及《电力电子技术》和《传感器原理及技术》都有很强的专业关联

性，这样的专业课设置，都是需要很强的物理学前序知识的基础。所以做好物理课程对于相关核心课程

有针对性的支撑是非常迫切和有必要的。 
 

 
Figure 3. The courses in the major training plan for building electrical and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building) 
图 3. 对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智能建筑)专业培养方案中专业课程部分 

 
基于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学生思维特点专业需求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摆脱基础课程无针对性讲

授知识的现状，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势在必行。并且我们也开展了相应的教学探索。 

3. 教学改革探索 

3.1. 精准教学案例，基础、专业相结合 

首先针对其专业核心课程《电路分析》进行剖析，我们绘制了该课程与普通物理课程的相关联系图，

图 4 中展示了电路分析的基础内容主要关联了普通物理课程中的静电学、静磁学和电磁感应相关内容。

通过分析我们制定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案例作为课堂引入，例如在讲解霍尔效应的时候结合自动驾驶过程

中的 ABS 防抱死系统进行讲解。通过这样的案例设计，首先实现了专业案例和物理课程的有机融合，其

次作为学生们感兴趣的内容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在实际问题模型化、理论化的过程当中也

给学生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锻炼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Figur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Circuit Analysis and General Physics  
图 4. 《电路分析》课程与《普通物理》课程各部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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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针对于某个课程的教学设计以外，我们还结合现在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在课程中引入新

科技的教学案例，在整个专业需求范围内提供知识引领和拓展思考。具体的设计如图 5 所示，我们几乎

在大学物理所设计的力学、热学、电磁学、振动和波、光学以及近代物理都设计了相应的课程引力和知

识拓展，这样除了实现点对点的知识对接以外，还可以从整个课程体系上对学生以后所学专业给与支撑，

让学生可以在物理学习过程中实现对于专业课程的引领。这也体现了教案设计的新颖性和高阶性 
 

 
Figure 5. Some teaching cases are associated with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图 5. 部分教学案例与相关知识点关联 

3.2. 优化教学手段，线上线下融合 

在课程建设中，我们所有的教学设计是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建设的方式，教案内的教学手段和资源包

括雨课堂、中国大学 Mooc 等多种方式，这样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同时依托这些平台，教案中涉及的开

放性题目讨论和仿真实验涉及，也可以通过平台让学生把实践和实验结果进行分享。 

3.3. 开放性题目设计，拓展学习思路 

想让学生能够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和综合应用，只通过课上的讲解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结合课

下的联系和拓展。因此，我们的课后习题会通过布置一些有针对性的开放性题来巩固和拓展知识。例如

我们在讲解电磁感应的时候引入了开放性题目“话筒声音放大”的原理让学生讨论分析，学生通过互感

的原理去实际分析问题，绘制相关原理图，进一步简化为电路图，最后用互感的知识分析讨论，在整个

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学生即巩固了基础知识又锻炼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多元化考核体系、综合评价知识掌握 

1) 闭卷考试。因为本课程为必修课，考核方式包括考试，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 50% 
2) 平时成绩综合评定。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50%，平时成绩由考勤、作业、随堂测试、期中考试、课

外实践等教学环节综合评定。其中实践环节包括演示实验、开放性题目讨论、课后大作业占 20%，期中

测验和随堂测验占 10%，考勤和课堂互动占 10%，平时作业占 10%。 
通过这种多元的综合的考核方式，避免一考定成绩，督促学生在多方面认真学习知识，参与课堂学

习，锻炼动手实践和科学思维能力、实现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考核。 

3.5. 实践教学全方面融入，提升动手实践能力 

为了提升课堂的实践教学情况，本课程专设实践学时，用于学生实践学习，除此之外，实践教学还

融入到课程教学和课后习题巩固当中去，时刻围绕着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包含以下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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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演示实验进课堂。把课堂教学与演示实验相结合，在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动手实

践知识，增加课堂效果。 
2) 开放性题目设计。通过开放性题目设计，让学生分小组讨论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采用学生

互评和教师评价多种方式计入平时成绩，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科技论文的撰写。通过大作业的形式让学生调查研究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分析原理同时拓展应用，

最后可以科技论文的形式上交。 
4) 仿真实验设计。对于一些便于操作的题目，鼓励学生绘制实验设计图，通过软件进行模拟仿真，

进一步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 

4. 教学效果分析 

4.1. 学习成绩分析 

在每一年课程结束以后，我们会针对于该年度的学生的成绩进行分析，包括今年考核题目的难易程

度，学生每一个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及创新性题目完成度进行综合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清

楚的看到有教学案例的授课单元和没有教学案例的授课单元学生掌握程度的区别。可以做到有针对性调

整相关的教学案例。另外，创新型题目是很好的展现学生该课程综合掌握情况的测验，基于对该部分的

分析，我们可以对整个课程的设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为后续的教学改革提供支撑。 

4.2. 教学反馈，四年跟踪研究 

为了更好的了解本门课程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在课程设计中加入了教学反馈环节，教师针对

本节内容需要掌握知识的重点和难点进行调查，学生通过雨课堂投票的方式完成本节课的知识点掌握情

况。这样的教学反馈体系可以通过实时的教学反馈来调整课堂的内容、进度和侧重点，实时掌握学生的

动态，反哺教学。 
同时，作为基础课程，课程对于专业的支撑效果，考单纯的测验和分析还是有欠缺之处，为了有效

的评估教学改革，我们独创了四年教学反馈体系，在学生完成四年学习后在对本课程重点和难点进行反

馈，教师在依据这个统计结果修改教案，尽量对专业有所支撑。通过这样两种反馈体制，致力于把教学

组织方案的撰写做成一个螺旋形的上升体系，也具有很高的独创性和新颖性。 

5. 思考与讨论 

分专业建立特色的教案。对于不同的专业来说，学生对于物理课程需求的侧重点不同并且物理基础

也不同，为了更好地支撑课堂教学，将教案更加细致化和特色化，这样可以真正地做到因材施教和因需

施教，最大程度地把教案利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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