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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变化。
这些发展变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规模上的跨越式发展，已进入了全面提高教
育质量的新阶段。
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理工科各教学指
导委员会以研究课题立项的方式，开展各学科专业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学科专业教学规范和编制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引导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建设，指导学科专业评估。
这里发布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2008年版）（以下简称《基本要求》）就是在教育部高教司指导下，按上述精神，由2001——2005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和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前后两
届分委员会，历时5年制定的两份教学指导性文件。
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是高等学校制定相应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基本依据，是编写课程教材
的依据，也是检查教学质量的依据，因此普遍受到各高等学校的重视。
两届分委员会深刻认识到制定《基本要求》文件责任的重大，在高教司理工处的直接指导下，深入调
查研究，充分在委员会内外分析讨论，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一线教师的意见及有丰富教学
经验的资深教学专家的意见，又向其他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借鉴交流，反复修订十多次，最后经过物
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两次集中审定，终成现在的版本。
一、两个《基本要求》的制定过程1．2003年10月按教育部高教司《关于理工科各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
课题立项的通知》（教高司函[-2003]141号）文件精神，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立项研究制定两个《基本要求》。
2．分委员会决定采用主任委员总负责、全体委员参加并分工合作的工作方式，组成两个工作小组，
大学物理课程《基本要求》由同济大学顾牡负责，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基本要求》由中国科技大学霍
剑青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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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教学过程基本要求在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以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为
目标，认真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应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激发学习兴趣，引导自主学习，鼓励个性发展；要加强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与改革，努力营造一
个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的教学环境。
1．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强化科学思维的训练。
习题课、讨论课是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提倡有条件
的学校以小班形式进行，并应在教师引导下以讨论、交流为主，学时数应不少于总学时的10％，争取
做到不少于15％。
鼓励通过网络资源、专题讲座、探索性实践、小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开展探究式学习，因材施教，激
发学生的智力和潜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教学手段——应发挥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教学手段应服务于教学目的，提倡有效利用多媒
体技术。
应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技术的优势，扩大教学信息量，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3．演示实验——应充分利用演示实验帮助学生观察物理现象，增加感性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大学物理课程的主要内容都应有演示实验（实物演示和多媒体仿真演示），其中实物演示实验的数目
不应少于40个。
实物演示实验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如课堂实物演示、开放演示实验室、演示实验走廊等。
提倡建立开放性的物理演示实验室，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己动手观察实验，思考和分析问题，进行定性
或半定量验证。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选修课或适当计算学分等措施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
4．习题与考核——习题与考核是引导学生学习、检查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体
现课程要求规范的重要标志。
习题的选取应注重基本概念，强调基本训练，贴近应用实际，激发学习兴趣。
考核要避免应试教育的倾向，积极探索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课程考核模式。
5．双语教学——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学校可开展物理课程的双语教学，以提高学生
查阅外文资料和科技外语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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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工科类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08年版)》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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