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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作为理工类本科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大学物理

学》教学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有效开展教学工作，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成为教研的重要

课题。论述了本校《大学物理学》课程实行分层次教学的必要性、实施方案。总结了分层次教学

实施两年来的实践，介绍了取得的成效，并进一步指出了今后继续实施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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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逐年上升，高等教育由精

英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也由

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逐步转变为

使大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较高的素养、较

宽的知识面、较强的自学、创新和实践能力，使个

人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提高和锻炼，以适应社会多

样化的需求和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招生规模

的扩大同时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需

要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学模式，最大限度地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挖掘学生潜力，

使每一位学生在各方面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一、《大学物理学》课程分层次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许多高校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活动都是以

分专业的自然班为基础来进行的，同一个自然班里

的全体学生都按照同一课程设置、同一教学大纲、

同一课表进行各门课程的学习，而没有考虑到学生

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大学物理学》课程，对数学

基础、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要求均较高，而

学生个体智力、能力差异的存在，以及由于近年来

各省高考方案的不同而导致的学生中学物理基础人

为的差异，这些都为《大学物理学》教学带来新的

挑战。 

所谓分层次教学，是针对传统的以自然班为基

础的“统一教学”课堂模式而提出的一种教育策略。

是指在师资力量和学生水平现状的条件下，通过改

变教学管理模式，打乱原有的自然班，在满足课程

教学大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学生不同的知识

基础、接受能力、心智水平和学习需要等情况，将

学生分成若干个不同层次的教学班。教学指导思想

和方法、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等都从学

习主体的实际出发，按照教学班的层次来制定和实

施，从而达到教育资源的最大利用，教学效果最优

化的目的。目前国内有部分高校已经开始了数学、

物理、英语、计算机等课程分层次教学的尝试。事

实证明，分层次教学能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能充分满足各个层次学生的需求，能让学生充分发

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使不同层次的人才在适合自

己发展的环境中更快更好地成长。 

二、《大学物理学》课程分层次教学的实施原

则、方案与实践 

《大学物理学》课程实行分层次教育的原则是：

分析各个层次学生的特点，评估其学业基础水平和

能力，把学生编入若干个不同层次的教学班，在满

足国家有关规定的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提出适

合各个层次的不同的教学要求，编写各个层次区别

性的教学大纲，分别精选教学内容，采取相应的教

育教学手段。 

实施分层次教学后，同一教学班里几乎是同一

层次的学生，他们的需求具有很多的共性，老师在

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很容易把握，备课和组织教

学等就会事半功倍，教学质量和效果就会大大提升。 

我校重点教研项目：《大学物理学》课程分层次

教学，选择了土木学院和机电学院的本科生作为试

点。共计 4个专业 3 届累计 1932 名学生参与了该课

题，从 2010/2011 学年第二学期开始，已进行了近

两年的时间。课题组先后安排了 7位教师参与课题，

既有高级职称的老教师，也有中青年讲师，均具有

多年教学经验。学生来自全国各省市区，中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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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参差不齐，学生接受能力有差异。课题组根据

大学物理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层次教学的探

索实践。 

2010/2011 学年第二学期，2010 级学生开设《大

学物理 1》课程，考虑到大学物理的学习与高等数学

这样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密不可分，我们按照上学期

的《高等数学 1》成绩进行了分班，分为 A 班(较高

层次)和 B 班(普通层次)两个层次。其中 A 班 2个教

学班，B 班 2个教学班。 

在保持学校教学计划的学时数、学分不变的情

况下，我们根据我校学生普遍水平，针对不同层次

学生的基础和接受能力，制定了不同的教学方案，

并进行了实施。对于 B 层次班，按照教育部高等学

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精选了 A 类内容 74 条中的 58 条、B 类内容 51 条中

的 6 条作为其基本要求，涵盖了大学物理学课程中

的包括力学、振动与波动、热学、电磁学、波动光

学、量子物理等在内的应该掌握的核心内容。对于 A

层次班，在 B 层次班教学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包

括相对论、量子物理等在内的 A 类内容中 6 条基本

要求(共 64 条 A 类内容)、B 类内容中的 6 条(共 12

条 B 类内容)作为其基本要求，涵盖了应该掌握的核

心内容以及部分较高层次的选讲内容。各任课教师

按照各自层次的内容要求组织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根据教学班的层次，

按照相应教学要求，把握班内大多数学生的“最近

发展区”，做好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的衔接工作，精

心设计教学方案，力争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对

于 B 层次的学生，由于中学物理基础和高等数学基

础都较薄弱，理解接受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都较为

欠缺，教师在授课时做好必要的铺垫，深入浅出地

讲解。弱化理论推导过程，加强应用性的内容。 

对于 A 层次的学生，基础都较好，能力较强，

教师在授课时，充分应用高等数学的知识，保证大

学物理课程理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同时加强

应用性的内容，适当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教学方法

以讲授法为主，适当增加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强化科学思维的训练。 

考核方式仍采用所有学生统一要求、统一试卷、

统一评价的方式进行。 

三、《大学物理学》课程分层次教学的成效 

经过 2010/2011 学年第二学期近一个学期的分

层次教学探索后，在 2011/2012 学年第一学期，我

们按照上个学期的《大学物理 1》的成绩重新进行了

分班。仍然分为 A 班(较高层次)和 B 班(普通层次)

两个层次。分班结果显示，原来在 A 班的同学，绝

大多数学生本学期仍然留在了 A 班，同时也有一些

原来在 B 班的同学经过努力进入了 A 班。这充分显

示出了分层次教学的优势。在本学期教学中，任课

教师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了更加具有针对性

的教学方案，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自己的基础

上，学习大学物理的基本内容，获得基本知识，学

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学期末，我们做了一次部分学生的问卷调查。

收回有效答卷 195 份。问题及调查结果汇总如下：

1.你对本次分层次教学是否满意？回答“非常满

意”、“满意”或“基本满意”的 179 人，占 91.79%；

2.你认为分层次教学是否体现了因材施教？回答

“是”的有 157 人，占 80.51%；3.学习后的最大感

受或收获是什么？许多同学认为收获很大，分层次

教学很适合自己，对这种教学方式很满意。 

调查结果反映出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分层次教

学，参与试验的学生普遍对分层次教学持肯定态度，

学生对分层次教学的实施充满期望。学生希望可以

根据自己的物理基础和接受能力，在合适的教学班

里，每一个同学都能学到更多知识，能力得到最大

程度的提高。希望分层次教学在试点的基础上，能

够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打乱原专业和班级限制，尽

量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水平和能力的教学班和

老师。 

分层次教学的成效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分层次教学有利于学生兴趣的提高，是学生成

才的需要 

分层次教学法的实施，避免了一部分学生由于

跟不上进度而在课堂上无所事事，也避免了一部分

学生由于认为内容过于简单而丧失学习的积极性。

各层次的学生都能各得其所、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都能体验到学习的乐趣，体验到进步的喜悦，学习

品质得以逐渐优化，学习兴趣不断加强。 

(二)分层次教学针对性强，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 

首先，教师可以针对各层次学生的知识基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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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状况，设计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要求和课堂

教学过程，从而提高师生合作、交流的效率；其次，

因为同一层次的学生在知识基础、认知能力等方面

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教师在备课时能够针对本层次

学生存在的共性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教学过程

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教学效率会大大提升。 

(三)分层次教学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以往的课堂，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教师不能两

头兼顾，很难把握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内容的组织

和安排也无从下手。教师精疲力尽，而教学效果却

总是不好。实施了分层次教学后，教师面对的是几

乎同一层次的学生，在教学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很

容易把握，备课和组织教学等事半功倍，教学质量

和效果大大提升。 

(四)分层次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利于教

师教学能力的全面提升 

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好教学，任课教师需制定和

及时调整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要求、教学计划，

安排教学内容，研究针对本层次学生的教学方法，

这些都要求教师必须经常进行教学研究以刺激教师

参与教学研究的积极性。分层次教学在提高学生物

理素养的同时，也促使教师更加主动地去学习和掌

握新的知识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自觉跨越本学科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教师能

力的全面提升。 

四、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从教师教学后的反馈以及学生们的反映(包括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分层次教学基本上取得了

预期的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有

待解决。 

有些同学反映，按照成绩分层次会使分到普通

层次的学生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有

一定的失落感。对此，我们应做好动员宣传工作，

使同学们充分认识到分层次教学的意义；而各位同

学也要根据自己的物理基础和认知能力，选择最适

合自己的教学班来学习。最终目的是要获得最大程

度的收获，而不应仅仅注重于所谓的面子。 

在教研室层面上，我们要加强学科建设，合理

配置教学资源，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对担当各层次

教学任务的教师明确各自不同的教学要求，要求任

课教师对学生的基础和认知能力有较为准确的评

估，对所任课的班级层次有明确的认知，做好大学

物理学与高等数学等课程的衔接，准确把握教学的

深度和广度，根据学生的接受情况，适时调整教学

进度和方式，力争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其他参研人员：成惠，赵剑锋，王意，王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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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level-based teaching in “college physics” course in 
context of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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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becomes an importa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sue to study how to adapt “College Physics” to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eaching work and how to play its role in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populariza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because “College Physic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level-based 
teaching in “College Physics” course,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of level-based teaching in past two years, describes 
the results achieved,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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