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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大学物理》的不及格率出现了显著增加。一批学困生#由此而产生。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下，如何有效帮助这些学困生，成为《大学物理》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深入剖析了产生这

些学困生的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实践结果表明，在学困生愿意学、努力学的前提

下，《大学物理》任课教师的应对措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学困生顺利通过课程考核。本文可以为

其他课程学困生学习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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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ailure rate of “college physic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 group of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arise from this. Under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oncept, how to ef-
fectively help thes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teaching 

 

 

*通讯作者。 
#学困生：学业存在困难的学生或者学习上遇到困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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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college physic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he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are willing to learn and study h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eachers of “college physics”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the stu-
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to pass the course assessment smoothly. This paper can provide 
positive reference for other courses fo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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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是众多大学理工课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它与数学相类似，逻辑性强，很多内容前

后连贯，在很多概念或者公式推导过程中都应用了高等数学思维。因此，《大学物理》对于学生培养严

谨的逻辑思维、有理有据分析问题和处理事情的思维是非常有益的。正常来说，《大学物理》应该是绝

大部分理工科学生的优势科目。然而，很奇怪的是，近十年来，《大学物理》的不及格人数在逐步升高，

甚至近几年更是居高不下，部分学生甚至因此而无法正常毕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大学物理》学困

生？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按照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1]，这些学困生更应当给予关爱和帮助。

作为一名《大学物理》的任课教师，可以采取那些措施来帮助这些学困生呢[2]？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

展开深入分析和讨论。 

2. 学困生产生的原因分析 

学困生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报复性放纵。高中阶段，家长和老师都催得紧，学

生长期处于一个相对压抑的状态。考上大学之后，既没有家长在身边紧盯，也没有老师跟着屁股后面督

促，部分学生觉得可以放纵了，整日沉迷于游戏或者个人兴趣小爱好中而不可自拔，最终荒废了学业。

二是不适应大学快速、自主的学习生活。与高中不同，大学的很多课程，尤其是《大学物理》、《高等

数学》之类的基础课程，基本都是大班授课，一两百人一起上课。而且教师上课通常以 PPT 为主结合部

分板书，一次授课的内容相对较多，少则十几页 PPT，多则四五十页 PPT。如果学生课前没有进行预习，

课后又没有及时复习巩固，仅凭课堂上短暂的学习是无法起到让人满意的效果的。尤其是《大学物理》

这类逻辑性强、前后具有连贯性的课程，如果中间某些知识点没有学好，很容易影响后续内容的学习效

果。三是部分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问却没有及时解决。很多基础差的同学往往比较

内向或者有些自卑，学习上遇到疑问，既不愿意问同学，又担心问题简单不好意思问老师，因此问题越

积越多，对《大学物理》产生厌学心理。四是部分学生学习不得法，对《大学物理》心存恐惧。近几年，

《大学物理》的授课对象有了一些新的情况：部分同学虽然高中阶段是学理科，但是却没有学习物理，

相当一部分的同学在高中阶段就是学文科，物理是零基础。高中阶段学文科的同学甚至坦言，高中的时

候就是因为物理学习不得法，怕学物理，所以才选择了文科。五是极少数同学不相信教师的辅导，做了

很多无用功。考前复习的时候，这部分同学鼻子眉毛一把抓，在不是考点的地方下了很多功夫，甚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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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同学不听教师的提醒，平时没有及时复习，考前也没有合理安排时间，仅仅是在考试前一天晚上突

击复习一下，考试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3. 以学生为中心，多管齐下，助学困生进步  

针对后进学生的客观情况，《大学物理》教研室多次开展讨论[3] [4] [5] [6]，拟定了以下应对措施。 

3.1. 在突出重点/考点的同时，将知识点讲透 

在正式授课之前，给学生讲解《大学物理》教学大纲，明确每一章的重点内容。同时，要将往年经

常考察的知识点(考点)清晰的指出来，让学生准确无误的掌握考点。在授课过程中，尽可能使用通俗的语

言，将知识点讲透，使学生理解每一个关键知识点，清晰地掌握每个关键知识点的考察方式。这样可以

让学生做到有的放矢，避免做无用功。 

3.2. 坚持开展《大学物理》答疑活动，及时为学生解惑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当今教学活动中，答疑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然而，现在真

实的情况是，教师的授课任务重，学生的学习科目也比较多，学生在后续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问时，未必

能够马上找到教师解惑。为了能够尽快帮助后进学生解惑，《大学物理》研究室拟定了三条有效应对措

施。一是学生通过网络平台(例如微信、QQ、学习通等)提出疑问，任课教师看到之后迅速回复学生，为

其解惑。二是在图书馆二楼有《大学物理》答疑室，在规定的时间内有任课教师在那里进行答疑。三是

学生可以直接到《大学物理》教研室直接找其他任课教师进行解答，而不是一定找自己的任课教师解答。 

3.3. 录制知识点讲解视频，供学困生反复学习 

对于新知识，有人接受能力强，有人接受能力弱。而学困生往往是接受能力较弱的那部分人。对于

同一个知识点，优生可能只需要讲解 1~2 次就已经学会了，而学困生可能需要讲解 3~5 次，甚至更多的

次数才能掌握。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课堂上的时间是有限，而且也不可能为了迁就极少数而耽误整个

课堂的教学。针对这个问题，有效而可行的方法就是录制知识点讲解视频，作为重要的辅助教学资源，

将其发给学生或者上传到学习通等教学平台上，供学生观看，反复学习[3] [4] [5]。 

3.4. 开展针对性《大学物理》讲座，提高学生的应试技巧 

很多重修的学困生都是免听的。这些学生的消息渠道是相对闭塞的。他们既不了解《大学物理》教

学大纲中的考核要求，也不了解命题的变化方向。不客气地说，很多人的应试技巧很有问题。例如，他

们因为不知道评分的规则而错失了很多本来可以拿到的分数；他们不知道哪里是得分点而错失好多分；

他们不会看题目中的关键词而导致无从下手；他们不懂得如何扬长避短。因此，对这些免听的学生开展

针对性的《大学物理》讲座是非常有必要的。讲座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展开[3] [4] [5]： 
(1) 最新版教学大纲的重点内容和考点。 
(2) 考点所对应的经典例题及其解题思路。 
(3) 哪里是得分点，如何拿分、如何拿高分。 
(4) 如何看关键词、如何从题中或者图中挖掘有用信息，如何将有用信息与相关的公式关联起来。 
(5) 如何扬长避短。 

3.5. 引导学生建立个性化的错题库和经典例题/习题集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然而，在大学物理大班教学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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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与学生互动交流的机会本来就少，要做到因材施教是非常困难的。根据以往的教学实践经验，将知识

碎片化，一点一点的喂给学生，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可行办法。同时，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将知识碎片进行适当调整[6] [7] [8]，使其符合自己的学习习惯或者记忆思维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引导

学生建立个性化的错题库和经典例题、经典习题集。通过错题库，让学生知道自己经常犯那些错误，并

找到避免犯相同错误的方法。同时，通过经典例题、经典习题集准确掌握重点内容(考点)，提高复习效果。 

3.6. 学会总结：传授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带领学生总结经典例题的解题思路和详细步骤 

总结让人进步，快速成长——总结可以让人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总结可以让人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乃至捷径。总结是有效提高学习效果的一种有效方法[7] [8] [9]。《大学

物理》的学习亦是如此。下面举两个例子简要说明经典例题结题思路的总结。 
例一：简谐振动 x-t 图类型题的经典解题思路 
(1) 列出简谐振动的运动方程 ( )cosx A tω ϕ= + ，并由图得出 A； 
(2) 根据 t = 0，x0 = x1，代入运动方程，结合旋转矢量法，得到初相位ϕ ；并代入运动方程； 
(3) 根据 x = 0，t0 = t1，代入运动方程，结合旋转矢量法(取值范围(0, 2π))，得到圆频率ω ； 
(4) 将圆频率代入运动方程，即可得到完整的运动方程。 
例二：平面简谐波波形图类型题的经典解题思路 
(1) 以 x 轴正方向为例，列出平面简谐波波函数的标准形式 ( )cosy A t x uω ϕ= − +   或者

[ ]cos 2y A t xω ϕ π λ= + − ，(如果不知道传播方向，需要学会根据某一点的振动确定传播方向)。 
(2) 通常 A 是图中可以直接看到的，因此，需要从图中获取信息，求解，获得波长 λ 、波速 u、周期

T，由周期利用公式 2 2Tω π πν= = 进而获得圆频率。 
(3) 获得波长λ 、波速 u、周期 T，存在关系式 u Tλ= ，波长λ 可以从波形图直接获得或者计算得

出。波速 u 可以由两次不同的时间之间的传播距离 x∆ 除以时间差 t∆ 得出，即 u x t= ∆ ∆ 。 
通过对经典解题思路的总结，有利于提高学困生分析问题(题目)和解答问题(题目)的能力。 

4. 实践结果分析 

根据过去五年的教学实践，应届学困生的平均通过率在 85%以上，重修学困生的通过率在平均

80%~90%之间。在实行考教分离之后，应届学困生的平均通过率在 80%以上，重修学困生的平均通过率

在 70%~80%之间。《大学物理》答疑活动、《大学物理》讲座等深受学生喜爱，《大学物理》讲座几乎

场场爆满。让笔者高兴的是，通过这些有效措施，帮助了一批学生顺利通过课程考核，拿到了毕业证书。

在对重修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多次找教师解惑的学生基本都通过了考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学生的努

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教师的应对举措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即，在学生努力学习的前提下，教师的

干预举措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与马克思理论所说的内因是决定性因素是一致的。即使高中阶段学文科

的同学，按照教师的指导方法努力学习，最后都能顺利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考核。 

5. 结论 

在学困生愿意学、努力学的前提下，《大学物理》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拟定一些有效应

对举措帮助学生进步，顺利通过考核。未来，将继续加强对学困生的关爱，切实了解其情况，从而进行

有效调整，拟定更加合理的措施帮助学困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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