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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考试改革的背景及目的

物理学代表着一整套获得知识、组织知识和运

用知识的有效方法和步骤。“大学物理”课在培养工

科学生的科学素质和综合能力方面起着其他学科不

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理工科院校基础理论教学中的

必修课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应该达到两个最主要

的目的 ,首先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内容有较全

面、系统的理解。它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使学生在逻

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方面得到系统的训练 ,为

学生今后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 ,适应新理论、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发展 ,参与新技术研究开发 ,打

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实现培养 21 世纪高素质人才的目

的 ,多年延续的传统教学模式中 ,许多方面都要作必

要的调整 ,包括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以及成

绩评定方式等。现在的大学生 ,从小学到中学接受

了十几年纯粹的应试教育 ,多年形成的惯性效应 ,带

到大学的学习中是很自然的。他们对大学课程的认

识 ,尤其是对基础理论课的认识 ,往往还驻留在应对

各种层次的考试上 ,而传统的物理课教学模式又与这

种认识相吻合 ,同时物理课既没有统考的压力 ,也没

有考研的动力 ,致使许多学生仅仅将物理课的学习定

位在最后的学分考试上 ,而恰恰忽视了过程的重要

性 ,从而淡化了大学物理课的真正目的。在大范围的

基础课教学中 ,考试对教与学的指挥棒作用是勿庸置

疑的 ,所以考试的改革应该作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同

时也是教改的入手点。以考试的改革带动整体的教

改 ,以考试的改革带动学生学习目的的改变。

二、考试改革的方法及内容

针对大学物理课程特点 ,我校大学物理考试的

初步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在试卷

中集中给出物理公式 ,另一个是增加具有物理背景

的实际问题作为分析对象的能力题。

按大纲要求 ,大学物理包括了力学、热学、电磁

学、光学及近代物理等内容 ,涉及大量的定理、定义

和公式。在教学要求上 ,主要是培养学生对具体问

题 ,能够运用基本的物理学原理加以分析、讨论 ,提

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而只是最后的解题过程

要使用相应的公式。在考试过程中 ,学生往往出现

这种情况 ,在正确地分析问题以后 ,由于公式记不住

或记不准确造成解题错误 ,而正确的分析思路也就

被错误的公式掩盖了 ,仅仅从这道题目来说 ,并不能

真正反映出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在实行考试改革以

前 ,就物理中的公式对学习该课程的影响问题 ,我们

曾对我校 99 级 1200 余名本科生作过一次问卷调

查 ,部分调查结果见表 1。
表　1

学习物理的

主要困难

内容理解

44 %

数学知识运用

22 %

物理公式记忆

34 %

影响考试成绩

的主要因素

内容理解不够

46 %

数学运用不熟练

18 %

物理公式记不住

36 %

　　从调查统计结果看 ,公式对学习、考试的影响都

占了 3 成的比例。在与学生的座谈中了解到 ,一方

面 ,面对大量公式的记忆 ,学生往往在考试前 ,拿出

专门的时间背公式 ,但考试一结束 ,这种暂时记忆就

消失了。另一方面 ,许多学生对学习物理没有兴趣

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面对大量公式产生了畏惧心

理 ,从而影响了学习的积极性。针对这种状态 ,在试

卷中集中给出教学内容所涉及的主要公式 ,并且教

师在第一次上课时就明确告知学生 ,让学生在学习

的初期就清楚地了解 ,学习大学物理的主要目的在

于物理的分析方法 ,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的理解上 ,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

正确地应用公式。这样做首先使学生从心理上得到

一定程度的放松 ,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本课程的教

学目的。

考试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 ,考试内容应该

充分体现教学目的及教学要求。具体做法是 ,由过

去完全由试题库出卷 ,改为机器出题与手工出题相

结合 ,将明显套用公式的试题删除。精选一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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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背景的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是工程技术方

面的 ,或日常生活中的 ,甚至可以是社会热点问题中

涉及到的。例如 2000 级大学物理第一学期试卷中

就有这样一个题目 ,要求分析电力开关中拉弧现象

出现的原因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实际是要

求学生运用电磁感应的基本原理分析产生的原因 ,

而解决的方法也是从基本原理出发 ,从造成现象的

几个因素入手 ,提出可能的解决途径。能力题的评

判标准不是惟一的标准答案 ,而是从学生运用基本

原理分析问题的角度去考察思路。改卷中发现 ,大

部分学生都能够给出合理的分析 ,有的学生不仅从

原理上把问题分析得很清楚、很全面 ,而且提出了一

些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对于出色的答案 ,能力

题得分可以考虑加权 ,即超出该题的基本分。在

2000 级大学物理第二学期考试中 ,我们把当前的国

际热点问题吸收到了试题中 ,即在各国大力发展、使

用隐形武器的形势下 ,让学生从电磁波反射及吸收

的角度 ,分析隐形飞机表面涂层的简单物理机理。

这里涉及到的原理就是课上讲过的光的干涉应用。

三、考试改革的效果及作用

考试中出能力题也具有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对

学生来说 ,由于将分析问题的思路作为直接考核的

目标 ,会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有意识地侧重对问

题的深入分析、理解及所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上 ,使他

们认识到物理在分析实际问题时的基础作用 ,也提

高了学习物理的兴趣。对教师而言 ,必须改变过去

传统的教育观念 ,必须充分注意到物理思维方式的

培养 ,而不仅仅是将知识和解题的技巧交给学生。

大学物理考试改革对学生的影响 ,在 2000 级学

生的问卷调查中有直接的反应 ,见表 2。
表　2

影响考试成绩

的主要原因

内容理解

73 %

数学运用

不熟

16 %

物理公式

记不住

10 %

考试给出公式

因此放松

物理学习

9 %

可有更多时间

拓宽知识面

70 %

无所谓

21 %

考试出能力题

促进把物理知

识应用于实际

40 %

能反应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

42 %

无所谓

18 %

　　从调查的结果看 ,在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中 ,对

内容的理解程度所占比例比 99 级上升了近 30 % ,

说明这届学生主要的注意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

移 ,这正是改革的目的。至于仍然有 10 %的学生认

为公式记不住 ,通过与学生座谈了解到 ,是因为试卷

上只给出了主要公式 ,而没有给出结论式推导公式。

实际上 ,结论式推导公式只是对具体问题分析的结

果 ,在正确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是比较容易得出的 ,属

于教学基本要求。考试给出公式会不会放松对物理

的学习 ,一直是教师比较担忧的问题。调查结果表

明 ,这种负面影响很小。而更积极的作用是使学生

在心理上有所放松 ,使他们有更多的兴趣去学习与

课程有关的知识 (如新教材中大量开阔知识面的阅

读材料) 。有 84 %的学生对考试中增加能力题的做

法表示欢迎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考试改革对

教学的导向性 ,以及学生对教学目的的认同性。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学生对考试改革的认识 ,在

问卷调查之后 ,又对部分学生进行了书面调查。被

调查的学生中 ,绝大多数对已实施的考试改革持积

极的肯定态度 ,对改革的反应基本上与改革前的设

想目的相一致。比如有的学生这样写道 :“对于在考

卷上给出公式 ,我觉得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真正了解

了公式的含义 ,才能正确使用它。也不至于在考试

中因一时疏忽写错公式而未得高分 ,从而未充分反映

学生的实力。物理课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思维 ,提高

能力。⋯⋯物理是基础课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所学

的物理知识都可能被称为‘常识’。不管盖什么形式

的、多高的楼 ,地基是最重要的。有的学生不愿学物

理 ,主要是考试的负作用 ,而不是真正的厌学物理”。

“物理考试中给出公式 ,有利也有弊 ,但总体来说 ,利

还是大一些 ,给出常用公式可以减轻许多负担 ,使心

理也趋于平衡 ,不再像以前那样胆战心惊了 ,所以我

认为非常值得推广”。“⋯⋯出能力题可体现学生的

思维方式 ,使学生的思维突破课本的约束”。

要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效果 ,必须充分注意教与

学的两方面因素 ,它涵盖了教学的全部过程和各个

方面 ,考试改革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或说是一个重

要的环节。学生在关心能否顺利拿到学分的同时 ,

也表现出对教学改革的热情与支持 ,说明他们实际

希望得到的是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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