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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期 物理学科教学研究论文摘编

【编者按】为更好地服务学校教学，引导教师了解教学研究最新动态，借鉴

高水平研究成果，促进教师教学研究能力的提升，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图书馆联合教务处推出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系列摘编，本期特推出“物理

学科教学研究”专题，以期为学校物理学科教学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与启示。

MOOC本土化的可行性和关注点——基于MOOC平台的大学物理课程混合式教学实

践

门路 王祖源 何博

【摘要】 在 MOOC 浪潮冲击中国之际，国内一些知名高校开始进行 MOOC 本土化

尝试。同济大学物理学院普通物理课程老师借助国内 MOOC（智慧树）平台，开

展了线上、线下混合的课程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结合混合式教学模式试点班在

实践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分别阐述了混合教学模式试点班教学方式、学习方式、

评价方式的具体实现流程。并将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试点班实践过程中的相关数

据与没有进行 MOOC 教学模式的普通班的学习情况进行比较，阐述混合式教学模

式较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之处；思考和总结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怎样有利于学生在 MOOC 平台中持久有效学习给出相应建议，为今后开展

从 SPOC 到 MOOC 工作提供依据。

【关键词】MOOC；混合式教学；PBL；数据挖掘

【作者简介】王祖源，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原文出处】《中国大学教学》（北京）,2015(01):53-59.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90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3490 次

阅读原文

微课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宋金璠 郭新峰 王生钊 罗鹏辉

【摘要】 微课是以单一知识点为教学内容，通过简短的视频或音频等多媒体形

式记载并结合一定的学习任务而形成的一种教学资源。介绍了微课的概念和特

摘编论文原文/MOOC本土化的可行性和关注点__省略_平台的大学物理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_门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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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探索了如何将微课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相结合，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的。

【关键词】微课；教学资源；大学物理实验

【作者简介】宋金璠（1965-），女，河南南阳人，南阳理工学院电子与电气工

程学院教授，硕士，从事教师教育研究和大学物理教学。

【原文出处】《物理实验》（长春）,2015,35(02):12-17.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81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734 次

阅读原文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与教学改革的探究

肖立娟

【摘要】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不足，基于对目前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

现状分析，提出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为了提高大学物理实验教

学质量以及增强学生对实验的兴趣，教学模式、实验考核机制和必要的实验竞赛

都需要相应的改革。

【作者简介】肖立娟（1985.11-），女，汉族，湖南邵阳人，硕士，讲师，主要

从事半导体薄膜材料研究工作。

【原文出处】《科技视界》（上海）,2018(30):140-140+143.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63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864 次

阅读原文

创新人才培养下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张凤琴 林晓珑 王逍

【摘要】提高大学生写作能力,探讨有效的教学策略,成为师范院校中文专业教学

环节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文章强调当代文学课程论文训练,认为通过有计划地

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经典阅读、问题意识培养、写作训练、讲评修改等步骤多

重互动过程,可以提高学生审美认知和理论意识,是提高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切实

可行的途径。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出发，通过提高教师自身素养、改善实验教

学条件和分层次的教学新体系、开放的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和大学物理实验预习系

摘编论文原文/微课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_宋金璠.pdf
摘编论文原文/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与教学改革的探究_肖立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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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课内外实践教学平台等全方位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培养优秀的创新型

人才。

【关键词】创新人才培养；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张凤琴（1972-），女，吉林公主岭人，吉林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大学物理及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和研究工作。

【原文出处】《大学物理》（北京）,2017,36(03):36-39.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47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744 次

阅读原文

基于 SPOC 的大学物理课程实践效果研究——以同济大学的物理课程为例

徐小凤 王祖源 张睿

【摘要】继 MOOC 风潮之后，SPOC 应运而生。若称 MOOC 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冲

击，那么 SPOC 就是对课堂内外学习价值的深度重构，两者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均

不容小觑。文章以 SPOC 教学模式在同济大学“普通物理”课程中的教学实践为

例，对其进行了实践效果的分析，并结合该教学实践从教师、学生和环境三个方

面分析了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旨在为进一步改善教学环节提供参考。

【关键词】MOOC；SPOC；教学实践；实践效果

【作者简介】徐小凤，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混合式教学，邮箱为

834172718@qq.com。

【原文出处】《现代教育技术》（北京）,2016,26(03):87-93.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56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468 次

阅读原文

大学物理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准实验研究

刑磊 董占海

【摘要】上海交通大学于 2013-2014 年开展了“翻转课堂教学试点研究”。本报

告为其中一个子课题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和问卷调查法相结

合的方法，探讨了“翻转课堂策略的教学效果”、“学生对翻转课堂策略的适应

性和倾向性”等问题。本研究对大学物理课的两个平行班分别施以翻转课堂教学

摘编论文原文/创新人才培养下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研究_张凤琴.pdf
摘编论文原文/基于SPOC的大学物理课程实践效果研究_以同济大学的物理课程为例_徐小凤.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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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讲授教学，进而对比两个班物理测试的分数。研究发现，采用翻转课堂教

学的班级分数提高的幅度显著高于采用传统教学的班级，效应量为 0.68。问卷

调查显示，58%的学生表示“喜欢翻转课堂互动形式的教学”。

【关键词】翻转课堂；准实验；大学物理

【作者简介】刑磊，男，上海交通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

校教师教学发展、教育技术；董占海，男，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系教授，教

学研究方向为物理教学。

【原文出处】《复旦教育论坛》（上海）,2015,13(01):24-29.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63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1951 次

阅读原文

大学物理教学研究现状与展望——基于 10年核心期刊论文分析

韩思思 罗莹

【摘要】本文基于核心期刊论文，采用静态分析法，分析了近 10 年大学物理教

学研究现状。研究显示大学物理教学研究可以概括为二个方面：一是大学物理课

堂教学，主要研究高校大班物理课的教学方法，以慕课、翻转课堂最具代表性；

二是物理实验教学，包括有实验课程教学体系的建设和研究性实验教学的开展。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对大学物理教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物

理课堂教学和物理实验教学中都有很多应用。最后，基于近 10 年的大学物理教

学研究发展，提出了对其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大学物理；教学研究；物理实验

【作者简介】韩思思（1990-），女，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学系课程

与教学论，2017 级博士研究生；罗莹，E-mail:luoying@bnu.edu.cn。

【原文出处】《大学物理》（北京）,2018,37(06):50-56.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19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699 次

阅读原文

大学物理教学信息化探讨与实践

卢树华 田方 王丽辉

摘编论文原文/大学物理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准实验研究_邢磊.pdf
摘编论文原文/大学物理教学研究现状与展望_基于10年核心期刊论文分析_韩思思.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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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物理是理工科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对学生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构

建、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科学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教学实际，对

大学物理教学模式和内容的信息化研究作了探讨和实践。利用“互联网+课程”

的思想，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微信和雨课堂等智慧教学工具，优化传统的教学方

法，突出多源性、立体化和信息化教学手段，构建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教学模式；

加强教学内容与公安技术学科领域的融合，突出针对性和应用性，作好专业基础

平台。期望在大学物理教学信息化方面作一些有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大学物理；信息化；教学模式和内容；教学研究

【作者简介】卢树华（1978-），男，山东德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技术与网

络安全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物理教学和安防技术研究工作。

【原文出处】《大学物理》（北京）,2019,38(01):47-52.

【中国知网被引次数】17 次

【中国知网下载次数】222 次

阅读原文

附：引用次数或下载次数较高的其他部分相关文献

[1]宋金璠,郭新峰,石明吉,陈兰莉.翻转课堂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32(03):33-36+39.

[2]张增明,王中平,张宪锋,代如成,张权,孙腊珍.国家级物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的建设实践[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32(12):146-149.

[3]曹显莹,曲阳.基于慕课模式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J].物理实

验,2016,36(05):25-28.

[4]李松,刘秀琴.“互联网+”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体系构建[J].实验技术与管

理,2017,34(01):172-174.

[5]王亚伟,乐永康,钱飒飒,周雨青.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两课课程现状调查

报告及总结[J].物理与工程,2016,26(04):45-54+57.

摘编论文原文/大学物理教学信息化探讨与实践_卢树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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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甘亮勤,杨上供,周承仙,穆瑞珍.“微课”翻转课堂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

应用[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8,37(02):193-195+202.

[7]尹亚玲,王博文,柴志方,崔璐,毕志毅.混合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J].物理实验,2017,37(03):41-47.

[8]戴晔,白丽华,张萌颖,张义邴.“课程思政”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J].大学教育,2019(08):84-86.

说明：被引、下载次数统计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1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