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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 

 

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 

《大学物理 A》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A 课程代码 0611340100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 1学期/第 2学期/

第 3学期/第 4学期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B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

它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教学突出以学生为本、以学习成果为导向，重塑三维教学目标、重构模

块化教学内容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树立科学世界观，

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学习及进一步获取有关知识、能力和素质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C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和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应用所学物

理知识，解决不同情境下的物理问题。 

2.能力目标：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通过观察、分析、综合、演绎、

归纳、科学抽象、类比联想等方法增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根据物理问

题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

方法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进行分析。 

3.素质目标：引导学生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参考书和科技文

献，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激发求知热情、探究精神、创新欲

望和家国情怀；引导学生认识物理学所具有的明快简洁、均衡对称、奇异相对、

和谐统一等美学特征，增强科学美感认知，学会用美学观点欣赏和发掘科学的内

在规律。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这些知识用于解

决复杂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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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职业规范 
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 
课程目标 3 

12.终身学习 

正确认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

行业环境。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绪论 1 
  

第 1章 质点运动学 5 
  

第 2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 8 
  

第 3章 刚体的转动 6 
  

第 4章 振动和波动 13 
  

第 5章 静电场 9 
  

第 6章 静电场的导体和电介质 6 
  

合 计 48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

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 

§1.1 理想模型 参考

系 坐标系 

1、2、

3 

物理模型的抽象

与应用 

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矛盾的主要方

面和次要方面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自主学习 

2 §1.2 质点运动的描述 
1、2、

3 
参考系 

绝对和相对的

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 
§1.2 质点运动的描述 

§1.3 相对运动 

1、2、

3 
物理思维和方法 

科学思维和方

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 §2.1 牛顿运动定律 
1、2、

3 
牛顿第三定律 

对立统一的矛

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 
§2.1 牛顿运动定律 

§2.2 动量守恒定律 

1、2、

3 

动量定理动量守

恒定律 

“勿以善小而

不为和勿以恶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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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为之”的

哲学观点 

量变质变规律 

讨论 

6 
§2.2 动量守恒定律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

3 

动量规律与我国

的航天技术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7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

3 
三峡水利工程 

绿色发展理念 

家国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8 

§3.1 刚体运动的描述 

§3.2 刚体对定轴的转

动定律 

1、2、

3 

刚体与质点运动

类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9 

§3.2 刚体对定轴的转

动定律 

§3.3 刚体对定轴的角

动量守恒定律 

1、2、

3 

质量与转动惯量

类比 

牛顿第二定律与

转动定律类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0 

§3.3 刚体对定轴的角

动量守恒定律 

§3.4 刚体绕定轴转动

的动能定理 

1、2、

3 

角动量守恒定律

的应用 

民族自家感和

自信心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1 §4.1 简谐运动 
1、2、

3 
张衡地动仪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2 §4.1 简谐运动 
1、2、

3 

旋转矢量法 

解决问题的多途

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3 
§4.2 振动的合成与分

解 

1、2、

3 

振动合成与分解

关系分析 

整体与局部的

辩证关系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4 

§4.3 阻尼振动、受迫

振动和共振 

§4.4 机械波的产生和

传播 

1、2、

3 
共振现象的应用 事物的两面性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5 §4.5 平面简谐波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6 
§4.6 波的衍射和波的

干涉 

1、2、

3 
鱼洗 

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 

爱国主义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7 

§4.6 多普勒效应 

§5.1 电荷 库仑定律 

§5.2 电场 电场强度 

1、2、

3 

电磁学理论发展

史 

事物发展的渐

进性和飞跃性

统一的辩证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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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科学精神 

自主学习 

18 §5.2 电场 电场强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9 §5.3 高斯定理及应用 
1、2、

3 

矢量场的通量与

高斯定理、环量

与环路定理 

普遍联系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0 

§5.3 高斯定理及应用 

§5.4 静电场的环路定

理  电势 

1、2、

3 
电势和电势差 

相对和绝对的

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1 

§5.4 静电场的环路定

理  电势 

§5.5 等势面 电势梯

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2 §6.1 静电场中的导体 
1、2、

3 

富兰克林与避雷

针 

古代皇家建筑上

的“正吻” 

不惧危险、勇

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3 

§6.2 静电场中的电介

质 

§6.3 电容和电容器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4 
§6.3 电容和电容器 

§6.4 静电场的能量 

1、2、

3 
超级电容公交车 

绿色低碳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过程 

性评

价 

 课程教学

活动参与情

况（30%） 

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情况包括出勤、随堂练

习、主题讨论、章节测验、作业以及学习成果分

享等，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的评价

项目或者用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代替。 

1. 出勤：主要考核学生的出勤率，可用其他方

式如每个学生参与某个简单问题的作答来代替。

线上线下结合评价。 

2. 随堂练习与章节测验：课前预习和背景测试，

检测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预备技能或学习结果；教

学内容精讲或概要式讲授后的形成性测试。线上

评价。 

3.主题讨论：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学生通过自由

讨论或小组讨论获得结果，并开展全班的讨论和

分析。着重考核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并根据参与

度评价活动结果。线下评价或线上线下结合评

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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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业：按时提交，分析解答过程完整不扣分。

线下或线上提交，线下或线上评价。 

5. 学习成果分享：依据兴趣，选择一个探究学

习主题开展探究学习活动；或者自主学习相关资

源，讲述物理学家充满正能量的故事。着重考核

内容的准确度、深度与广度、分享方法的有效性

以及表达和沟通交流的能力。线下评价或线上线

下结合评价。 

阶段测试或

期中考试

（20%） 

1.阶段测试：（1）根据教学内容性质，将整门课

程分为 7个教学模块（力学、振动和波动、电学、

磁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每一模块根据

知识点建立线上题库系统，每个学期各完成三个

或四个模块的教学任务，每一模块教学结束后进

行线上测试（借助学习通平台从题库根据知识点

随机组卷），并取模块测试成绩的平均值为期中

成绩。（2）线上评价 

2.期中考试：闭卷测试，线上或线下评价 

1 

终结

性评

价 

期末测试

（50%） 
期末试卷闭卷测试、线下评价 1、2 

说明：（1）未组织阶段性考试或期中考核，其分值比例自动归入期末卷面考核；（2）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得低于 45分，否则总评以不及格计。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建议教材 

毛骏健,顾牧.大学物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学习资料 

[1]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解希顺改编.物理学（第七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卢德馨.大学物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马文蔚、苏惠惠、董科.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四版)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RP Feynman.费曼物理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06. 

[5]W.Thomas Grifith 等著，秦克诚译.物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8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6]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微视频与其他学习资源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http://smxy.fy.chaoxing.com），企业微信平台，安装

学习通的移动学习终端或计算机，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本授课大纲 I、J项视教学需要调整之；G项的教学安排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

程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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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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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科专业 

《大学物理 A》（师范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A》 
课程 

代码 
0611330100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第 5学期 学分 3 课程负责人 陈礼炜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践学时 0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适用专业 非物理类理科专业 

A 

参考教材 
毛骏健,顾牧.大学物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B 

主要参考书

籍 

[1]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解希顺改编.物理学（第

七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卢德馨.大学物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马文蔚、苏惠惠、董科.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四版)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RP Feynman.费曼物理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06 

[5]W.Thomas Grifith 等著，秦克诚译.物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8版）[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C 

线上学习资

源 

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学生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学习任务单、课程 PPT 和教

学视频、网络文献链接网址等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性必修

基础课，它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教学突出以学生为本、以学习成果为导向，重塑三维教学目标、

重构模块化教学内容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

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

解，树立科学世界观，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探索精神和创新意

识，为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及进一步获取有关知识、能力和素质

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认识和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应用所学物理知识，解决不同情境下的物理问题。（支撑毕业要求 3） 

课程目标 2：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通过观察、分析、

综合、演绎、归纳、科学抽象、类比联想等方法增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

的能力；根据物理问题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

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方法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进行分析。

（支撑毕业要求 3） 

课程目标 3：引导学生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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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科技文献，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激发求知热情、

探究精神、创新欲望和家国情怀；引导学生认识物理学所具有的明快简洁、

均衡对称、奇异相对、和谐统一等美学特征，增强科学美感认知，学会用

美学观点欣赏和发掘科学的内在规律。（支撑毕业要求 6、7）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物理

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与其它相

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运用多种学

科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初步

形成跨学科的综合学习与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物理

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与其它相

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运用多种学

科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初步

形成跨学科的综合学习与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3 

6.综合育人：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

的规律和养成教育规律，理解物理

学科的育人价值，能在课程教学中

融入思政内容。 

7.学会反思：具备反思和自主学习

的意识，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

能，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

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具有终身学

习和发展的意识。 

综合育人（6） 

学会反思（7）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绪论  

学习要求： 

1. 讲授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物理学的发展简

史、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理工科专业学生学习大学物

理学的意义。 

2. 介绍本课程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与考核方式。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讲解课程学习要求时，强调“四有”好老师的要

求。 

2. 介绍物理思维和方法，强调“联系的观点及方

法”，养成知行合一的品质和良好的学风。 

课程目标

1、3 
1 

第一章 质点运动学 

学习要求： 

课程目标

1、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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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参考系的概念；描述并区分三种常见坐标

系；理解质点、刚体、弹性体等的概念以及理想模型的

意义。 

2. 掌握位矢、位移、速度、加速度、角速度和角加

速度等描述质点运动及运动变化的物理量，明确这些物

理量的矢量性、相对性和瞬时性。 

3. 理解曲线运动的自然坐标表示法，能计算质点在

平面内运动时的速度和加速度，以及质点作曲线运动时

的角速度、角加速度、切向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4. 理解运动方程的物理意义，会用运动方程确定物

体的位矢、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5. 理解质点的相对运动及其描述；会用伽利略速度

变换式求解简单的质点相对运动问题。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通过物理模型的抽象与应用，强调“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哲学观点。 

2. 通过参考系的选择，说明“绝对和相对”的哲学

原理。 

 

第二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 

学习要求： 

1. 掌握牛顿运动三定律的物理内容及其适用条件，

能用微积分方法求解一维变力作用下质点的动力学问

题。 

2. 理解动量、冲量概念，掌握动量定理，能处理质

点系平面运动的动量守恒问题。 

3. 掌握功的概念, 能计算变力的功，理解保守力作

功的特点及势能的概念，会计算万有引力、重力和弹性

力的势能。 

4. 掌握动能定理、功能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掌

握运用动量和能量守恒定律分析力学问题的思想和方

法。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分析牛顿第三定律的内涵，突出“对立统一”的

矛盾观点。 

2. 通过动量定理与动量守恒定律，强调“勿以善小

而不为和勿以恶小而为之、量变质变规律”的哲学观点。 

3. 通过介绍动量规律的应用与我国的航天技术的

发展，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和“科技兴国”的“家国情

怀”。 

4. 介绍三峡水利工程，突出“绿色发展理念”，激

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课程目标

1、2、3 
8 

第三章 刚体的转动 

学习要求： 

1. 了解刚体模型，理解用角量和线量描述刚体定轴

转动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掌握角量与线量的关系。 

2. 理解力矩和转动惯量的概念并会计算，掌握刚体

课程目标

1、2、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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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 

3. 理解角动量的概念，理解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

恒定律，并能运用它们来分析、计算有关问题。 

4. 会计算力矩的功和转动动能，掌握刚体定轴转动

中的动能定理。 

5. 能运用以上规律分析和解决包括质点和刚体的

简单系统的力学问题。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通过“刚体的转动与质点运动、惯性质量与转动

惯量、牛顿第二定律与转动定律”的类比，增强学生科

学美感认知。 

2. 介绍角动量守恒定律在我国航天领域、体育竞技

等的应用，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家感和自信心”，学习

“工匠精神”。 

3. 通过力学规律原理适用范围和条件分析，强调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社会责任感”。 

第四章 振动和波动 

学习要求： 

1. 掌握描述简谐运动和简谐波的各个物理量 （特

别是相位）及各量间的关系。 

2. 掌握描述简谐运动的旋转矢量法和图线表示

法，并会用于简谐运动规律的讨论和分析。 

3. 掌握简谐运动的基本特征，能建立一维简谐运

动的微分方程，能根据给定的初始条件写出一维简谐运

动的运动方程，并理解其物理意义。 

4. 理解简谐运动的能量转换过程，会计算简谐运

动的能量。 

5. 掌握同方向、同频率简谐运动的合成规律，了

解拍现象和相互垂直简谐运动的合成问题。 

6. 了解阻尼振动、受迫振动及共振的运动特点。 

7. 理解机械波产生的条件；理解描述简谐波各物

理量的意义及各量间的关系；掌握建立平面简谐波的波

动表达式的一般方法及波动表达式的物理意义；理解波

形图。 

8. 理解波的能量传播特征，了解能流、能流密度

概念。 

9. 理解惠更斯原理和波的叠加原理。掌握波的相

干条件，能应用相位差和波程差分析、确定相干波叠加

后振幅加强和减弱的条件。 

10. 掌握驻波的形成条件和特点，了解驻波和行波

的区别，了解半波损失。 

11. 了解机械波的多普勒效应及其产生原因。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讲授简谐运动时，介绍张衡地动仪，强调“文化

自信”。 

2. 通过旋转矢量法，提出解决问题的多途径，培养

 

 

课程目标

1、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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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创新思维”。 

3. 通过振动合成与分解关系的分析，突出“整体

与局部”的辩证关系。 

4. 结合波的干涉加强和减弱的内容，强调“1+1>2”

“1+1<2”的团队集体助长和集体懈怠道理。 

5. 介绍鱼洗，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爱国主义情怀”。 

第五章 静电场 

学习要求： 

1. 掌握库仑定律的物理意义。 

2. 掌握静电场的电场强度和电势的概念；能用电

场强度和电势的叠加原理计算一些具有简单几何形状

的带电体的电场强度和电势的分布。 

3. 掌握反映静电场基本性质的高斯定理和环路定

理的物理意义；掌握用高斯定理求解有特定对称性电荷

分布的电场的方法。 

4. 理解电场强度和电势的积分和微分关系；理解

从已知电场强度（或电势）的分布求电势（或电场强度）

分布的方法。 

5. 理解电势能、电势差、电场力的功之间的关系。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讲授“电磁学理论发展史”，突出“事物发展的

渐进性和飞跃性统一”的辩证法观点。 

2. 通过“矢量场的通量与高斯定理、环量与环路

定理”的讲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观点”观

点。 

3. 通过电势和电势差的比较，突出“相对和绝对”

的哲学原理。 

课程目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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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静电场中的导体与电介质 

学习要求： 

1. 理解导体静电平衡的条件；理解导体处于静电平

衡时的电荷、电势、电场分布的特点，能用导体静电平

衡的规律分析并求解导体在静电场中的电荷、电场强度

和电势的分布；理解静电屏蔽现象及其应用。 

2. 了解电介质极化微观机制及宏观束缚电荷的产

生；理解电位移矢量概念、各向同性介质中电位移矢量

和电场强度的关系；理解电介质中的高斯定理，并会用

它计算电介质中对称电场的电场强度。 

3. 理解电容的物理意义；理解电容器及其电容的概

念；会计算简单电容器和电容器组的电容。 

4. 会计算电容器的电能；理解电场能量密度的概

念，并能利用它计算电荷系统的静电能。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介绍富兰克林与避雷针、古代皇家建筑上的“正

吻”，强调不惧危险、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文化自信。 

2. 介绍超级电容公交车，引导学生了解其在环保、

课程目标

1、2、3 

 

6 



 12 

节能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发展动态，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创新精神。 

合计 48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合计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 理论课全部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的多媒体课件，辅以一定的案

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2.  开通超星平台网络课堂，达到与学生及时沟通、交流的目的。同时在网

络课程平台中建立主题讨论、随堂练习、作业等活动库，促进学生课前、

课中和课后的主动参与学习，加强课堂教学互动融合和过程考核，并对

学会反思学习成果的达成度进而提出下一步改进的具体措施。 

3.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如口头训练等) 

J 

教学条件 

需求 

1. 多媒体教室 

2. 安装学习通的移动学习终端或计算机+企业微信平台 

3.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http://smxy.fy.chaoxing.com）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过程性

学习评

分占比

（%） 

阶段测试或

期中考试评

分占比 

（%） 

期末考

试评分

占比

（%） 

课程目标

1（50%） 

1．领会物理学基本知识； 

2．运用物理学基本知识。 
8 12 30 - 

课程目标

2（40%） 

1. 增强科学观察和思维能力； 

2. 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12 8 20 - 

课程目标

3（10%） 

1. 弘扬科学精神； 

2. 增强科学美感认知。 
10 - - - 

总分 30 20 50 - 

说明：（1）未组织阶段性考试或期中考核，其分值比例自动归入过程性学

习考核和期末卷面考核；（2）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得低于 45分，否则总

评以不及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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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学习建议 

1. 自主学习。建议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中涉

及的学习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性。 

2. 探究性学习。鼓励学生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尝试结合工程案例，开展专

题研讨，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性。 

M 

评分量表 
《大学物理 A》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负责人及教学团队

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2日 

系主任审核意见： 

 

 

 

系主任签名： 

   

2025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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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学物理 A》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认识和掌握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应用所学物理知识，解决

不同情境下的物理问题。 

能够扎实地掌

握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规律和基本

方法。 

能够综合与灵

活应用所学物理学

知识，解决不同情境

下的物理问题。  

能够较好地掌

握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规律和基本

方法。 

能够较熟练地

综合应用所学物理

学知识，解决不同情

境下的物理问题。  

能够掌握物理

学的基本概念、基

本规律和基本方

法。 

能够综合应用

所学物理学知识，

解决不同情境下的

物理问题  

能够基本掌握

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规律和基

本方法。 

基本能够应用

所学物理学知识，

解决不同情境下的

物理问题。  

未能掌握物

理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和基本

方法。 

未能应用所

学物理学知识，解

决不同情境下的

物理问题。  

课程目标 2 

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观点，通过观察、分析、

综合、演绎、归纳、科学抽象、

类比联想等方法增强发现问

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根据物

理问题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

情况，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

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方

法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

理论进行分析。 

能够熟练地运

用物理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观点，以及

各种思维方法，增强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

题的能力。 

能够熟练地根

据问题情境建模，并

用物理语言和基本

数学方法进行描述，

运用所学的物理理

论进行分析。 

能够比较熟练

地运用物理学的基

本理论、基本观点，

以及各种思维方法，

增强发现问题和提

出问题的能力。 

能够比较熟练

地根据问题情境建

模，并用物理语言和

基本数学方法进行

描述，运用所学的物

理理论进行分析。 

能够运用物理

学的基本理论、基

本观点，以及各种

思维方法，增强发

现问题和提出问题

的能力。 

能够根据问题

情境建模，并用物

理语言和基本数学

方法进行描述，运

用所学的物理理论

进行分析。 

基本能够运用

物理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观点，以

及各种思维方法，

增强发现问题和提

出问题的能力。 

基本能够根据

问题情境建模，并

用物理语言和基本

数学方法进行描

述，运用所学的物

理理论进行分析。 

未能运用物

理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以及各

种思维方法，增强

发现问题和提出

问题的能力。 

未能根据问

题情境建模，并用

物理语言和基本

数学方法进行描

述，运用所学的物

理理论进行分析。 

课程目标 3 

引导学生阅读相当于大

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参

非常了解物理

学中蕴含的哲学观

点、科学精神与态

比较了解物理

学中蕴含的哲学观

点、科学精神与态

了解物理学中

蕴含的哲学观点、

科学精神与态度、

基本了解物理

学中蕴含的哲学观

点、科学精神与态

不太了解物

理学中蕴含的哲

学观点、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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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书和科技文献，养成自主学

习习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激发求知热情、探究精神、创

新欲望和家国情怀；引导学生

认识物理学所具有的明快简

洁、均衡对称、奇异相对、和

谐统一等美学特征，增强科学

美感认知，学会用美学观点欣

赏和发掘科学的内在规律。 

度、创新精神、家国

情怀和美学特征等，

树立唯物辩证观，增

强科学美感认知。 

度、创新精神、家国

情怀和美学特征等，

树立唯物辩证观，增

强科学美感认知。 

创新精神、家国情

怀和美学特征等，

树立唯物辩证观，

增强科学美感认

知。 

度、创新精神、家

国情怀和美学特征

等，树立唯物辩证

观，增强科学美感

认知。 

与态度、创新精

神、家国情怀和美

学特征等，树立唯

物辩证观，增强科

学美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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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科专业 

《大学物理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B 课程代码 0611340101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4 

开课学期 第 1学期/第 2学期 总学时 64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B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

它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教学突出以学生为本、以学习成果为导向，重塑三维教学目标、重构模

块化教学内容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树立科学世界观，

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学习及进一步获取有关知识、能力和素质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C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和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应用所学物

理知识，解决不同情境下的物理问题。 

2.能力目标：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通过观察、分析、综合、演绎、

归纳、科学抽象、类比联想等方法增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根据物理问

题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

方法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进行分析。 

3.素质目标：引导学生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参考书和科技文

献，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激发求知热情、探究精神、创新欲

望和家国情怀；引导学生认识物理学所具有的明快简洁、均衡对称、奇异相对、

和谐统一等美学特征，增强科学美感认知，学会用美学观点欣赏和发掘科学的内

在规律。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这些知识用于解

决复杂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8.职业规范 
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 
课程目标 3 



 17 

12.终身学习 

正确认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

行业环境。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绪论 1 
  

第 1章 质点运动学 5 
  

第 2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 8 
  

第 3章 刚体的转动 6 
  

第 4章 振动和波动 13 
  

第 5章 静电场 9 
  

第 6章 静电场的导体和电介质 6 
  

第 7章 恒定磁场 10 
  

第 8章 变化的电磁场 6 
  

合 计 64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 

§1.1 理想模型 参

考系 坐标系 

1、2、3 
物理模型的抽象

与应用 

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矛盾的主要方

面和次要方面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自主学习 

2 
§1.2 质点运动的描

述 
1、2、3 参考系 

绝对和相对的

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 

§1.2 质点运动的描

述 

§1.3 相对运动 

1、2、3 物理思维和方法 
科学思维和方

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 §2.1 牛顿运动定律 1、2、3 牛顿第三定律 
对立统一的矛

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 
§2.1 牛顿运动定律 

§2.2 动量守恒定律 
1、2、3 

动量定理动量守

恒定律 

“勿以善小而

不为和勿以恶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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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为之”的

哲学观点 

量变质变规律 

讨论 

6 
§2.2 动量守恒定律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3 

动量规律与我国

的航天技术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7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3 三峡水利工程 
绿色发展理念 

家国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8 

§3.1 刚体运动的描

述 

§3.2 刚体对定轴的

转动定律 

1、2、3 
刚体与质点运动

类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9 

§3.2 刚体对定轴的

转动定律 

§3.3 刚体对定轴的

角动量守恒定律 

1、2、3 

质量与转动惯量

类比 

牛顿第二定律与

转动定律类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0 

§3.3 刚体对定轴的

角动量守恒定律 

§3.4 刚体绕定轴转

动的动能定理 

1、2、3 
角动量守恒定律

的应用 

民族自家感和

自信心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1 §4.1 简谐运动 1、2、3 张衡地动仪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2 §4.1 简谐运动 1、2、3 

旋转矢量法 

解决问题的多途

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3 
§4.2 振动的合成与

分解 
1、2、3 

振动合成与分解

关系分析 

整体与局部的

辩证关系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4 

§4.3 阻尼振动、受

迫振动和共振 

§4.4 机械波的产生

和传播 

1、2、3 共振现象的应用 事物的两面性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5 §4.5 平面简谐波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6 
§4.6 波的衍射和波

的干涉 
1、2、3 鱼洗 

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 

爱国主义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7 
§4.6 多普勒效应 

§5.1 电荷 库仑定
1、2、3 

电磁学理论发展

史 

事物发展的渐

进性和飞跃性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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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5.2 电场 电场强

度 

统一的辩证法

观点 

科学精神 

讨论 

自主学习 

18 
§5.2 电场 电场强

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9 
§5.3 高斯定理及应

用 
1、2、3 

矢量场的通量与

高斯定理、环量

与环路定理 

普遍联系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0 

§5.3 高斯定理及应

用 

§5.4 静电场的环路

定理  电势 

1、2、3 电势和电势差 
相对和绝对的

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1 

§5.4 静电场的环路

定理  电势 

§5.5 等势面 电势

梯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2 
§6.1 静电场中的导

体 
1、2、3 

富兰克林与避雷

针 

古代皇家建筑上

的“正吻” 

不惧危险、勇

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3 

§6.2 静电场中的电

介质 

§6.3 电容和电容器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4 
§6.3 电容和电容器 

§6.4 静电场的能量 
1、2、3 超级电容公交车 

绿色低碳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5 

§7.1 恒定电流 电

动势 

§7.2 磁场  磁感应

强度 

§7.3 毕奥--萨伐尔

定律 

1、2、3 电源与水泵对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6 

§7.3 毕奥--萨伐尔

定律 

§7.4 磁场中的高斯

定理 

1、2、3 

毕奥--萨伐尔定

律导出思想与方

法 

知行合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7 §7.5 安培环路定理 1、2、3 

磁场安培环路定

理与电场高斯定

理求解问题的方

法与过程的对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8 
§7.6 磁场对运动电

荷的作用 
1、2、3 

我国大科学装置

“东方超环” 

民族自豪感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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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磁场对载流导

线的作用 

讨论 

自主学习 

29 

§7.7 磁场对载流导

线的作用 

§7.8 磁介质 

1、2、3 
我国高铁技术、

磁悬浮列车发展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0 

§8.1 电磁感应定律 

§ 8.2 动生电动势 

感生电动势 

1、2、3 
法拉第与电磁感

应实验 

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的科学

精神 

价值观塑造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1 

§ 8.2 动生电动势 

感生电动势 

§8.3 自感和互感 

1、2、3 互感现象 能量守恒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2 

§8.4 磁场的能量 

§8.5 位移电流 麦

克斯韦方程组 电磁

波 

1、2、3 
位移电流假说 

麦克斯韦方程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过程 

性评

价 

 课程教学

活动参与情

况（30%） 

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情况包括出勤、随堂练

习、主题讨论、章节测验、作业以及学习成果分

享等，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的评价

项目或者用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代替。 

2. 出勤：主要考核学生的出勤率，可用其他方

式如每个学生参与某个简单问题的作答来代替。

线上线下结合评价。 

2. 随堂练习与章节测验：课前预习和背景测试，

检测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预备技能或学习结果；教

学内容精讲或概要式讲授后的形成性测试。线上

评价。 

3.主题讨论：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学生通过自由

讨论或小组讨论获得结果，并开展全班的讨论和

分析。着重考核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并根据参与

度评价活动结果。线下评价或线上线下结合评

价。 

4.作业：按时提交，分析解答过程完整不扣分。

线下或线上提交，线下或线上评价。 

5. 学习成果分享：依据兴趣，选择一个探究学

习主题开展探究学习活动；或者自主学习相关资

源，讲述物理学家充满正能量的故事。着重考核

内容的准确度、深度与广度、分享方法的有效性

以及表达和沟通交流的能力。线下评价或线上线

下结合评价。 

课程目标 2、3 

阶段测试或 1.阶段测试：（1）根据教学内容性质，将整门课 课程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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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

（20%） 

程分为 7个教学模块（力学、振动和波动、电学、

磁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每一模块根据

知识点建立线上题库系统，每个学期各完成三个

或四个模块的教学任务，每一模块教学结束后进

行线上测试（借助学习通平台从题库根据知识点

随机组卷），并取模块测试成绩的平均值为期中

成绩。（2）线上评价 

2.期中考试：闭卷测试，线上或线下评价 

终结

性评

价 

期末测试

（50%） 
期末试卷闭卷测试、线下评价 课程目标 1、2 

说明：（1）未组织阶段性考试或期中考核，其分值比例自动归入期末卷面考核；（2）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得低于 45分，否则总评以不及格计。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建议教材 

毛骏健,顾牧.大学物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学习资料 

[1]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解希顺改编.物理学（第七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卢德馨.大学物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马文蔚、苏惠惠、董科.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四版)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RP Feynman.费曼物理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06. 

[5]W.Thomas Grifith 等著，秦克诚译.物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8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6]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微视频与其他学习资源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http://smxy.fy.chaoxing.com），企业微信平台，安装

学习通的移动学习终端或计算机，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本授课大纲 I、J项视教学需要调整之；G项的教学安排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

程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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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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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科专业 

《大学物理 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C 

大学物理 C（一） 

大学物理 C（二） 

课程代码 

0611340102 

0611340103 

0611330104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5/3+2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第 3学期/ 

第 1学期和第 2学期/ 

第 2学期和第 3学期 

总学时 80/48+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B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

它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教学突出以学生为本、以学习成果为导向，重塑三维教学目标、重构模

块化教学内容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树立科学世界观，

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学习及进一步获取有关知识、能力和素质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C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和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应用所学物

理知识，解决不同情境下的物理问题。 

2.能力目标：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通过观察、分析、综合、演绎、

归纳、科学抽象、类比联想等方法增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根据物理问

题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

方法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进行分析。 

3.素质目标：引导学生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参考书和科技文

献，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激发求知热情、探究精神、创新欲

望和家国情怀；引导学生认识物理学所具有的明快简洁、均衡对称、奇异相对、

和谐统一等美学特征，增强科学美感认知，学会用美学观点欣赏和发掘科学的内

在规律。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这些知识用于解

决复杂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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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职业规范 
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 
课程目标 3 

12.终身学习 

正确认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

行业环境。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绪论 1 
  

第 1章 质点运动学 5 
  

第 2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 8 
  

第 3章 刚体的转动 6 
  

第 4章 振动和波动 13 
  

第 5章 静电场 9 
  

第 6章 静电场的导体和电介质 6 
  

第 7章 恒定磁场 10 
  

第 8章 变化的电磁场 6 
  

第 9章 气体动理论 8 
  

第 10章 热力学基础 8 
  

合 计 80  
 

说明：（1）《大学物理 C》在 1个学期内完成所有教学内容。（2）《大学物理 C（一）》

和《大学物理 C（二）》分别在 2个学期内完成“第 1章至第 6章”和“第 7章至第

10章”的教学内容。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

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 

§1.1 理想模型 参考

系 坐标系 

1、2、

3 

物理模型的抽象

与应用 

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矛盾的主要

方面和次要

方面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自主学习 

2 §1.2 质点运动的描述 1、2、参考系 绝对和相对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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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哲学原理 问题导向 

讨论 

3 
§1.2 质点运动的描述 

§1.3 相对运动 

1、2、

3 
物理思维和方法 

科学思维和

方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 §2.1 牛顿运动定律 
1、2、

3 
牛顿第三定律 

对立统一的

矛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 
§2.1 牛顿运动定律 

§2.2 动量守恒定律 

1、2、

3 

动量定理动量守

恒定律 

“勿以善小

而不为和勿

以恶小而为

之”的哲学观

点 

量变质变规

律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6 
§2.2 动量守恒定律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

3 

动量规律与我国

的航天技术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7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

3 
三峡水利工程 

绿色发展理

念 

家国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8 

§3.1 刚体运动的描述 

§3.2 刚体对定轴的转

动定律 

1、2、

3 

刚体与质点运动

类比 

科学美感认

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9 

§3.2 刚体对定轴的转

动定律 

§3.3 刚体对定轴的角

动量守恒定律 

1、2、

3 

质量与转动惯量

类比 

牛顿第二定律与

转动定律类比 

科学美感认

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0 

§3.3 刚体对定轴的角

动量守恒定律 

§3.4 刚体绕定轴转动

的动能定理 

1、2、

3 

角动量守恒定律

的应用 

民族自家感

和自信心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1 §4.1 简谐运动 
1、2、

3 
张衡地动仪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2 §4.1 简谐运动 
1、2、

3 

旋转矢量法 

解决问题的多途

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3 
§4.2 振动的合成与分

解 

1、2、

3 

振动合成与分解

关系分析 

整体与局部

的辩证关系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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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3 阻尼振动、受迫

振动和共振 

§4.4 机械波的产生和

传播 

1、2、

3 
共振现象的应用 

事物的两面

性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5 §4.5 平面简谐波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6 
§4.6 波的衍射和波的

干涉 

1、2、

3 
鱼洗 

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 

爱国主义情

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7 

§4.6 多普勒效应 

§5.1 电荷 库仑定律 

§5.2 电场 电场强度 

1、2、

3 

电磁学理论发展

史 

事物发展的

渐进性和飞

跃性统一的

辩证法观点 

科学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8 §5.2 电场 电场强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9 §5.3 高斯定理及应用 
1、2、

3 

矢量场的通量与

高斯定理、环量与

环路定理 

普遍联系观

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0 

§5.3 高斯定理及应用 

§5.4 静电场的环路定

理  电势 

1、2、

3 
电势和电势差 

相对和绝对

的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1 

§5.4 静电场的环路定

理  电势 

§5.5 等势面 电势梯

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2 §6.1 静电场中的导体 
1、2、

3 

富兰克林与避雷

针 

古代皇家建筑上

的“正吻” 

不惧危险、勇

于探索的科

学精神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3 

§6.2 静电场中的电介

质 

§6.3 电容和电容器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4 
§6.3 电容和电容器 

§6.4 静电场的能量 

1、2、

3 
超级电容公交车 

绿色低碳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5 

§7.1 恒定电流 电动

势 

§7.2 磁场  磁感应强

度 

1、2、

3 
电源与水泵对比 

科学美感认

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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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毕奥--萨伐尔定

律 

26 

§7.3 毕奥--萨伐尔定

律 

§7.4 磁场中的高斯定

理 

1、2、

3 

毕奥--萨伐尔定

律导出思想与方

法 

知行合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7 §7.5 安培环路定理 
1、2、

3 

磁场安培环路定

理与电场高斯定

理求解问题的方

法与过程的对比 

科学美感认

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8 

§7.6 磁场对运动电荷

的作用 

§7.7 磁场对载流导线

的作用 

1、2、

3 

我国大科学装置

“东方超环” 

民族自豪感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9 

§7.7 磁场对载流导线

的作用 

§7.8 磁介质 

1、2、

3 

我国高铁技术、磁

悬浮列车发展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0 

§8.1 电磁感应定律 

§8.2 动生电动势 感

生电动势 

1、2、

3 

法拉第与电磁感

应实验 

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的科

学精神 

价值观塑造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1 

§8.2 动生电动势 感

生电动势 

§8.3 自感和互感 

1、2、

3 
互感现象 

能量守恒观

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2 

§8.4 磁场的能量 

§8.5 位移电流 麦克

斯韦方程组 电磁波 

1、2、

3 

位移电流假说 

麦克斯韦方程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3 

§9.1 气体动理论和热

力学的基本概念 

§9.2 理想气体物态方

程及其微观解释 

1、2、

3 

平衡态与准静态

过程的对比 

对立统一的

矛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4 
§9.2 理想气体物态方

程及其微观解释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5 

§9.3 能量按自由度均

分定理 

§9.4 麦克斯韦速率分

布 

1、2、

3 

我国物理学家葛

正权的贡献 

坚持不懈、知

行合一的科

学精神 

民族自豪感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6 
§9.4 麦克斯韦速率分

布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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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气体分子的平均

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 

讨论 

自主学习 

37 

§10.1 热力学第一定

律 

§10.2 热力学第一定

律的应用 

1、2、

3 

第一类永动机，能

量守恒定律对过

程的制约作用 

求实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8 

§10.2 热力学第一定

律的应用 

§10.3 循环过程 

1、2、

3 

等体、等压、等温、

绝热过程的比较 

科学美感认

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9 

§10.3 循环过程 

§10.4 热力学第二定

律 

1、2、

3 

热力学第二定律 

的表述 

科学思维方

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0 

§10.4 热力学第二定

律 

§10.5 熵与热力学第

二定律 

1、2、

3 

熵增加原理的意

义及其应用 

绿色可持续

发展理念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过程 

性评

价 

 课程教学

活动参与情

况（30%） 

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情况包括出勤、随堂练

习、主题讨论、章节测验、作业以及学习成果分

享等，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的评价

项目或者用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代替。 

3. 出勤：主要考核学生的出勤率，可用其他方

式如每个学生参与某个简单问题的作答来代替。

线上线下结合评价。 

2. 随堂练习与章节测验：课前预习和背景测试，

检测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预备技能或学习结果；教

学内容精讲或概要式讲授后的形成性测试。线上

评价。 

3.主题讨论：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学生通过自由

讨论或小组讨论获得结果，并开展全班的讨论和

分析。着重考核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并根据参与

度评价活动结果。线下评价或线上线下结合评

价。 

4.作业：按时提交，分析解答过程完整不扣分。

线下或线上提交，线下或线上评价。 

5. 学习成果分享：依据兴趣，选择一个探究学

习主题开展探究学习活动；或者自主学习相关资

源，讲述物理学家充满正能量的故事。着重考核

内容的准确度、深度与广度、分享方法的有效性

以及表达和沟通交流的能力。线下评价或线上线

下结合评价。 

课程目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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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测试或

期中考试

（20%） 

1.阶段测试：（1）根据教学内容性质，将整门课

程分为 7个教学模块（力学、振动和波动、电学、

磁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每一模块根据

知识点建立线上题库系统，每个学期各完成三个

或四个模块的教学任务，每一模块教学结束后进

行线上测试（借助学习通平台从题库根据知识点

随机组卷），并取模块测试成绩的平均值为期中

成绩。（2）线上评价 

2.期中考试：闭卷测试，线上或线下评价 

课程目标 1 

终结

性评

价 

期末测试

（50%） 
期末试卷闭卷测试、线下评价 课程目标 1、2 

说明：（1）未组织阶段性考试或期中考核，其分值比例自动归入期末卷面考核；（2）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得低于 45分，否则总评以不及格计。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建议教材 

毛骏健,顾牧.大学物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学习资料 

[1]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解希顺改编.物理学（第七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卢德馨.大学物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马文蔚、苏惠惠、董科.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四版)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RP Feynman.费曼物理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06. 

[5]W.Thomas Grifith 等著，秦克诚译.物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8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6]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微视频与其他学习资源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http://smxy.fy.chaoxing.com），企业微信平台，安装

学习通的移动学习终端或计算机，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本授课大纲 I、J项视教学需要调整之；G项的教学安排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

程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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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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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科专业 

《大学物理 D》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D（一） 

大学物理 D（二） 
课程代码 

0611340105 

061133010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4+2/3+3 

开课学期 
第 1学期和第 2学期/ 

第 2学期和第 3学期 
总学时 64+32/48+48 

其中实践学

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

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B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它

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教学突出以学生为本、以学习成果为导向，重塑三维教学目标、重构模块

化教学内容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树立科学世界观，增强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

及进一步获取有关知识、能力和素质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C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和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应用所学物理

知识，解决不同情境下的物理问题。 

2.能力目标：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通过观察、分析、综合、演绎、

归纳、科学抽象、类比联想等方法增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根据物理问题

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方法

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进行分析。 

3.素质目标：引导学生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参考书和科技文献，

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激发求知热情、探究精神、创新欲望和家

国情怀；引导学生认识物理学所具有的明快简洁、均衡对称、奇异相对、和谐统一

等美学特征，增强科学美感认知，学会用美学观点欣赏和发掘科学的内在规律。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这些知识用于解决

复杂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

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得有

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8.职业规范 
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 
课程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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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终身学习 

正确认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行业

环境。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绪论 1 
  

第 1章 质点运动学 5 
  

第 2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 8 
  

第 3章 刚体的转动 6 
  

第 4章 振动和波动 13 
  

第 5章 静电场 9 
  

第 6章 静电场的导体和电介质 6 
  

第 7章 恒定磁场 10 
  

第 8章 变化的电磁场 6 
  

第 9章 气体动理论 7 
  

第 10章 热力学基础 7 
  

第 11章 几何光学 6 
  

第 12章 波动光学 12 
  

合 计 96 
  

说明：《大学物理 D（一）》和《大学物理 D（二）》分别在 2个学期内完成“第 1章至

第 6章”和“第 7章至第 12章”或者“第 1章至第 8章”和“第 9章至第 12章”的

教学内容。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 

§1.1 理想模型 参考

系 坐标系 

1、2、3 
物理模型的抽

象与应用 

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矛盾的主要方

面和次要方面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自主学习 

2 §1.2 质点运动的描述 1、2、3 参考系 
绝对和相对的

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 
§1.2 质点运动的描述 

§1.3 相对运动 
1、2、3 

物理思维和方

法 

科学思维和方

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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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 牛顿运动定律 1、2、3 牛顿第三定律 
对立统一的矛

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 
§2.1 牛顿运动定律 

§2.2 动量守恒定律 
1、2、3 

动量定理动量

守恒定律 

“勿以善小而

不为和勿以恶

小而为之”的

哲学观点 

量变质变规律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6 
§2.2 动量守恒定律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3 

动量规律与我

国的航天技术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7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3 三峡水利工程 
绿色发展理念 

家国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8 

§3.1 刚体运动的描述 

§3.2 刚体对定轴的转

动定律 

1、2、3 
刚体与质点运

动类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9 

§3.2 刚体对定轴的转

动定律 

§3.3 刚体对定轴的角

动量守恒定律 

1、2、3 

质量与转动惯

量类比 

牛顿第二定律

与转动定律类

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0 

§3.3 刚体对定轴的角

动量守恒定律 

§3.4 刚体绕定轴转动

的动能定理 

1、2、3 
角动量守恒定

律的应用 

民族自家感和

自信心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1 §4.1 简谐运动 1、2、3 张衡地动仪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2 §4.1 简谐运动 1、2、3 

旋转矢量法 

解决问题的多

途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3 
§4.2 振动的合成与分

解 
1、2、3 

振动合成与分

解关系分析 

整体与局部的

辩证关系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4 

§4.3 阻尼振动、受迫

振动和共振 

§4.4 机械波的产生和

传播 

1、2、3 
共振现象的应

用 
事物的两面性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5 §4.5 平面简谐波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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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6 波的衍射和波的

干涉 
1、2、3 鱼洗 

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 

爱国主义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7 

§4.6 多普勒效应 

§5.1 电荷 库仑定律 

§5.2 电场 电场强度 

1、2、3 
电磁学理论发

展史 

事物发展的渐

进性和飞跃性

统一的辩证法

观点 

科学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8 §5.2 电场 电场强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9 §5.3 高斯定理及应用 1、2、3 

矢量场的通量

与高斯定理、环

量与环路定理 

普遍联系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0 

§5.3 高斯定理及应用 

§5.4 静电场的环路定

理  电势 

1、2、3 电势和电势差 
相对和绝对的

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1 

§5.4 静电场的环路定

理  电势 

§5.5 等势面 电势梯

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2 §6.1 静电场中的导体 1、2、3 

富兰克林与避

雷针 

古代皇家建筑

上的“正吻” 

不惧危险、勇

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3 

§6.2 静电场中的电介

质 

§6.3 电容和电容器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4 
§6.3 电容和电容器 

§6.4 静电场的能量 
1、2、3 

超级电容公交

车 

绿色低碳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5 

§7.1 恒定电流 电动

势 

§7.2 磁场  磁感应强

度 

§7.3 毕奥--萨伐尔定

律 

1、2、3 
电源与水泵对

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6 

§7.3 毕奥--萨伐尔定

律 

§7.4 磁场中的高斯定

理 

1、2、3 

毕奥 --萨伐尔

定律导出思想

与方法 

知行合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7 §7.5 安培环路定理 1、2、3 磁场安培环路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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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与电场高

斯定理求解问

题的方法与过

程的对比 

问题导向 

讨论 

28 

§7.6 磁场对运动电荷

的作用 

§7.7 磁场对载流导线

的作用 

1、2、3 
我国大科学装

置“东方超环” 

民族自豪感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9 

§7.7 磁场对载流导线

的作用 

§7.8 磁介质 

1、2、3 

我国高铁技术、

磁悬浮列车发

展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0 

§8.1 电磁感应定律 

§8.2 动生电动势 感

生电动势 

1、2、3 
法拉第与电磁

感应实验 

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的科学

精神 

价值观塑造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1 

§8.2 动生电动势 感

生电动势 

§8.3 自感和互感 

1、2、3 互感现象 能量守恒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2 

§8.4 磁场的能量 

§8.5 位移电流 麦克

斯韦方程组 电磁波 

1、2、3 

位移电流假说 

麦克斯韦方程

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3 

§9.1 气体动理论和热

力学的基本概念 

§9.2 理想气体物态方

程及其微观解释 

1、2、3 
平衡态与准静

态过程的对比 

对立统一的矛

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4 

§9.2 理想气体物态方

程及其微观解释 

§9.3 能量按自由度均

分定理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5 
§9.4 麦克斯韦速率分

布 
1、2、3 

我国物理学家

葛正权的贡献 

坚持不懈、知

行合一的科学

精神 

民族自豪感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6 

§9.5 气体分子的平均

碰撞频率和平均自由程 

§10.1 热力学第一定

律 

1、2、3 

第一类永动机，

能量守恒定律

对过程的制约

作用 

求实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7 
§10.2 热力学第一定

律的应用 
1、2、3 

等体、等压、等

温、绝热过程的

比较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8 

§10.3 循环过程 

§10.4 热力学第二定

律 

1、2、3 
热力学第二定

律 的表述 
科学思维方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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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 

39 

§10.4 热力学第二定

律 

§10.5 熵与热力学第

二定律 

1、2、3 
熵增加原理的

意义及其应用 

绿色可持续发

展理念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0 

§11.1 几何光学的基

本定律 

§11.2 平面反射和平

面折射成像 

1、2、3 

“光纤之父”

诺贝尔奖获得

者高锟对科学

的贡献及其思

想方法 

科学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1 
§11.3 球面反射和球

面折射成像 
1、2、3 

傍轴光路计算

（近似计算的

思维方法） 

辩证唯物世界

观及方法论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42 §11.4 薄透镜成像 1、2、3 

1600 年前张华

在《博物志》中

的论述：削冰令

圆，举以向日，

以艾承其影，则

火生。 

薄透镜物像公

式的适用条件 

文化自信 

绝对与相对的

辩证统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3 
§12.1 光的本性 

§12.2 光的相干性 
1、2、3 

光学发展简史

--《墨经》和《梦

溪笔谈》中光学

知识的记载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4 §12.2 光的相干性 1、2、3 
波干涉相长和

相消 

“ 1+1>2 ”、

“1+1<2”的团

队集体助长和

集体懈怠道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45 §12.3 薄膜干涉 1、2、3 

等倾干涉和等

厚干涉的条纹

形状与特征 

干涉理论检测

表面平整度、球

面质量、薄膜厚

度变化等 

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知行合一、理

论联系实际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6 §12.4 光的衍射 1、2、3 
泊松亮点小故

事 

坚 定 的 自 信

心、踏实勤奋

的工作态度和

科学研究的品

德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7 
§12.4 光的衍射 

§12.5 光的偏振 
1、2、3 

射 电 望 远 镜 

“天眼”和南仁

东先生 

家国情怀 

科学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8 §12.5 光的偏振 1、2、3 天宫二号搭载 科技创新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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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光的双折射 的“天极”望远

镜—伽马暴偏

振测量仪 

民族自豪感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过程 

性评

价 

 课程教学

活动参与情

况（30%） 

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情况包括出勤、随堂

练习、主题讨论、章节测验、作业以及学习成

果分享等，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

的评价项目或者用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代替。 

4. 出勤：主要考核学生的出勤率，可用其他方

式如每个学生参与某个简单问题的作答来代

替。线上线下结合评价。 

2. 随堂练习与章节测验：课前预习和背景测

试，检测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预备技能或学习结

果；教学内容精讲或概要式讲授后的形成性测

试。线上评价。 

3.主题讨论：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学生通过自

由讨论或小组讨论获得结果，并开展全班的讨

论和分析。着重考核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并根

据参与度评价活动结果。线下评价或线上线下

结合评价。 

4.作业：按时提交，分析解答过程完整不扣分。

线下或线上提交，线下或线上评价。 

5. 学习成果分享：依据兴趣，选择一个探究学

习主题开展探究学习活动；或者自主学习相关

资源，讲述物理学家充满正能量的故事。着重

考核内容的准确度、深度与广度、分享方法的

有效性以及表达和沟通交流的能力。线下评价

或线上线下结合评价。 

课程目标 2、3 

阶段测试或

期中考试

（20%） 

1.阶段测试：（1）根据教学内容性质，将整门

课程分为 7 个教学模块（力学、振动和波动、

电学、磁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每一模

块根据知识点建立线上题库系统，每个学期各

完成三个或四个模块的教学任务，每一模块教

学结束后进行线上测试（借助学习通平台从题

库根据知识点随机组卷），并取模块测试成绩的

平均值为期中成绩。（2）线上评价 

2.期中考试：闭卷测试，线上或线下评价 

课程目标 1 

终结

性评

价 

期末测试

（50%） 
期末试卷闭卷测试、线下评价 课程目标 1、2 

说明：（1）未组织阶段性考试或期中考核，其分值比例自动归入期末卷面考核；（2）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得低于 45分，否则总评以不及格计。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建议教材 

毛骏健,顾牧.大学物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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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解希顺改编.物理学（第七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卢德馨.大学物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马文蔚、苏惠惠、董科.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四版) [M].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 

[4]RP Feynman.费曼物理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06. 

[5]W.Thomas Grifith 等著，秦克诚译.物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8 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6]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微视频与其他学习资源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http://smxy.fy.chaoxing.com），企业微信平台，安装学

习通的移动学习终端或计算机，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本授课大纲 I、J项视教学需要调整之；G项的教学安排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程

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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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大学物理 E》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E（一） 

大学物理 E（二） 
课程代码 

0611340107 

0611330108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4+3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和第 3学

期 
总学时 64+48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B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本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

它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教学突出以学生为本、以学习成果为导向，重塑三维教学目标、重构模

块化教学内容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树立科学世界观，

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为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学习及进一步获取有关知识、能力和素质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C 

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认识和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应用所学物

理知识，解决不同情境下的物理问题。 

2.能力目标：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通过观察、分析、综合、演绎、

归纳、科学抽象、类比联想等方法增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根据物理问

题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

方法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进行分析。 

3.素质目标：引导学生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参考书和科技文

献，养成自主学习习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激发求知热情、探究精神、创新欲

望和家国情怀；引导学生认识物理学所具有的明快简洁、均衡对称、奇异相对、

和谐统一等美学特征，增强科学美感认知，学会用美学观点欣赏和发掘科学的内

在规律。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这些知识用于解

决复杂问题。 

课程 

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 

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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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职业规范 
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 

课程 

目标 3 

12.终身学习 

正确认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

行业环境。 

课程 

目标 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绪论 1 
  

第 1章 质点运动学 5 
  

第 2章 动力学基本定律 8 
  

第 3章 刚体的转动 6 
  

第 4章 振动和波动 13 
  

第 5章 静电场 9 
  

第 6章 静电场的导体和电介质 6 
  

第 7章 恒定磁场 10 
  

第 8章 变化的电磁场 6 
  

第 9章 气体动理论 8 
  

第 10章 热力学基础 8 
  

第 13章 原子物理 18 
  

第 14章 量子物理 14 
  

合 计 112 
  

说明：《大学物理 E（一）》和《大学物理 E（二）》分别在 2 个学期内完成“第 1 章

至第 8章”和“第 9章、第 10章、经 13章、第 14章”的教学内容。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 

§1.1 理想模型 参

考系 坐标系 

1、2、3 
物理模型的抽象

与应用 

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矛盾的主要方

面和次要方面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自主学习 

2 §1.2 质点运动的描 1、2、3 参考系 绝对和相对的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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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哲学原理 问题导向 

讨论 

3 

§1.2 质点运动的描

述 

§1.3 相对运动 

1、2、3 物理思维和方法 
科学思维和方

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 §2.1 牛顿运动定律 1、2、3 牛顿第三定律 
对立统一的矛

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 
§2.1 牛顿运动定律 

§2.2 动量守恒定律 
1、2、3 

动量定理动量守

恒定律 

“勿以善小而

不为和勿以恶

小而为之”的

哲学观点 

量变质变规律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6 
§2.2 动量守恒定律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3 

动量规律与我国

的航天技术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7 §2.3 能量守恒定律 1、2、3 三峡水利工程 
绿色发展理念 

家国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8 

§3.1 刚体运动的描

述 

§3.2 刚体对定轴的

转动定律 

1、2、3 
刚体与质点运动

类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9 

§3.2 刚体对定轴的

转动定律 

§3.3 刚体对定轴的

角动量守恒定律 

1、2、3 

质量与转动惯量

类比 

牛顿第二定律与

转动定律类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0 

§3.3 刚体对定轴的

角动量守恒定律 

§3.4 刚体绕定轴转

动的动能定理 

1、2、3 
角动量守恒定律

的应用 

民族自家感和

自信心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1 §4.1 简谐运动 1、2、3 张衡地动仪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2 §4.1 简谐运动 1、2、3 

旋转矢量法 

解决问题的多途

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3 
§4.2 振动的合成与

分解 
1、2、3 

振动合成与分解

关系分析 

整体与局部的

辩证关系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4 §4.3 阻尼振动、受 1、2、3 共振现象的应用 事物的两面性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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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振动和共振 

§4.4 机械波的产生

和传播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5 §4.5 平面简谐波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6 
§4.6 波的衍射和波

的干涉 
1、2、3 鱼洗 

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 

爱国主义情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7 

§4.6 多普勒效应 

§5.1 电荷 库仑定

律 

§5.2 电场 电场强

度 

1、2、3 
电磁学理论发展

史 

事物发展的渐

进性和飞跃性

统一的辩证法

观点 

科学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18 
§5.2 电场 电场强

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19 
§5.3 高斯定理及应

用 
1、2、3 

矢量场的通量与

高斯定理、环量

与环路定理 

普遍联系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0 

§5.3 高斯定理及应

用 

§5.4 静电场的环路

定理  电势 

1、2、3 电势和电势差 
相对和绝对的

哲学原理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1 

§5.4 静电场的环路

定理  电势 

§5.5 等势面 电势

梯度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2 
§6.1 静电场中的导

体 
1、2、3 

富兰克林与避雷

针 

古代皇家建筑上

的“正吻” 

不惧危险、勇

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 

文化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3 

§6.2 静电场中的电

介质 

§6.3 电容和电容器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4 
§6.3 电容和电容器 

§6.4 静电场的能量 
1、2、3 超级电容公交车 

绿色低碳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5 

§7.1 恒定电流 电

动势 

§7.2 磁场  磁感应

强度 

1、2、3 电源与水泵对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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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毕奥--萨伐尔

定律 

26 

§7.3 毕奥--萨伐尔

定律 

§7.4 磁场中的高斯

定理 

1、2、3 

毕奥--萨伐尔定

律导出思想与方

法 

知行合一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7 §7.5 安培环路定理 1、2、3 

磁场安培环路定

理与电场高斯定

理求解问题的方

法与过程的对比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28 

§7.6 磁场对运动电

荷的作用 

§7.7 磁场对载流导

线的作用 

1、2、3 
我国大科学装置

“东方超环” 

民族自豪感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29 

§7.7 磁场对载流导

线的作用 

§7.8 磁介质 

1、2、3 
我国高铁技术、

磁悬浮列车发展 

家国情怀 

科技兴国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0 

§8.1 电磁感应定律 

§ 8.2 动生电动势 

感生电动势 

1、2、3 
法拉第与电磁感

应实验 

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的科学

精神 

价值观塑造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1 

§ 8.2 动生电动势 

感生电动势 

§8.3 自感和互感 

1、2、3 互感现象 能量守恒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2 

§8.4 磁场的能量 

§8.5 位移电流 麦

克斯韦方程组 电磁

波 

1、2、3 
位移电流假说 

麦克斯韦方程组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3 

§9.1 气体动理论和

热力学的基本概念 

§9.2 理想气体物态

方程及其微观解释 

1、2、3 
平衡态与准静态

过程的对比 

对立统一的矛

盾观点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4 
§9.2 理想气体物态

方程及其微观解释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5 

§9.3 能量按自由度

均分定理 

§9.4 麦克斯韦速率

分布 

1、2、3 
我国物理学家葛

正权的贡献 

坚持不懈、知

行合一的科学

精神 

民族自豪感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6 

§9.4 麦克斯韦速率

分布 

§9.5 气体分子的平

均碰撞频率和平均自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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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程 

37 

§10.1 热力学第一

定律 

§10.2 热力学第一

定律的应用 

1、2、3 

第一类永动机，

能量守恒定律对

过程的制约作用 

求实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38 

§10.2 热力学第一

定律的应用 

§10.3 循环过程 

1、2、3 

等体、等压、等

温、绝热过程的

比较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39 

§10.3 循环过程 

§10.4 热力学第二

定律 

1、2、3 
热力学第二定律 

的表述 
科学思维方法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0 

§10.4 热力学第二

定律 

§10.5 熵与热力学

第二定律 

1、2、3 
熵增加原理的意

义及其应用 

绿色可持续发

展理念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1 

§13.1 原子的位移 

§13.2 量子假说 

 

1、2、3 
原子结构模型的

发展史 

事物本质认识

的曲折性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2 §13.2 量子假说 1、2、3 

20世纪初众多年

轻的物理学探索

者勇于突破经典

物理理论权威的

故事，量子物理

的产生过程 

学习热情和兴

趣 

创新精神 

量子物理的育

人之美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3 
§13.3 原子的量子

态：玻尔模型 
1、2、3 

玻尔早期量子论

的建立过程 

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4 
§13.3 原子的量子

态：玻尔模型 
1、2、3 索末菲的成就 

探究精神和创

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5 
§13.4 碱金属原子

和电子自旋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46 
§13.4 碱金属原子

和电子自旋 
1、2、3 

25岁的荷兰大学

生乌伦贝克和古

德史密特的事迹 

激发学习热情 

树立积极乐观

的人生态度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47 
§13.4 碱金属原子

和电子自旋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48 §13.5 多电子原子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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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49 §13.5 多电子原子 1、2、3 

核外电子排布规

则，元素周期表

的建立过程 

探究精神和创

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50 §15.1 康普顿效应 1、2、3 

我国物理学家吴

有训对康普顿效

应的贡献 

献身科学研究

的热情 

民族自豪感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1 

§15.2 粒子的波动

性 

§15.3 德布罗意波 

的统计诠释 不确定

关系 

1、2、3 

德布罗意成长故

事 

我国“墨子号”

量子卫星的成功

发射和在轨运行 

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价值观 

科技强国 

民族自豪感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2 
§15.4 波函数及其

统计解释 
1、2、3 

1954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获得者、

德国物理学家玻

恩的事迹 

物理学家的探

索与拼搏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3 

§15.5 态叠加原理 

§15.6 薛定谔方程  

 

1、2、3 
薛定谔方程的建

立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4 

§15.7 定态薛定谔

方程 

§15.8 一维方势阱 

1、2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55 

§15.8 一维方势阱 

§15.9 一维线性谐

振子和一维方势垒 

1、2、3 扫描隧道显微镜 

中国科技进位

赶超 

民族自信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自主学习 

56 
§15.10 氢原子的薛

定谔方程 
1、2、3 

氢原子模型的对

称性 
科学美感认知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过程 

性评

价 

 课程教学

活动参与情

况（30%） 

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情况包括出勤、随堂练

习、主题讨论、章节测验、作业以及学习成果分

享等，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中的评价

项目或者用其他形式的教学活动代替。 

5. 出勤：主要考核学生的出勤率，可用其他方

式如每个学生参与某个简单问题的作答来代替。

线上线下结合评价。 

2. 随堂练习与章节测验：课前预习和背景测试，

检测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预备技能或学习结果；教

学内容精讲或概要式讲授后的形成性测试。线上

评价。 

3.主题讨论：根据教学内容设计，学生通过自由

课程 

目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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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或小组讨论获得结果，并开展全班的讨论和

分析。着重考核学生学习的参与度，并根据参与

度评价活动结果。线下评价或线上线下结合评

价。 

4.作业：按时提交，分析解答过程完整不扣分。

线下或线上提交，线下或线上评价。 

5. 学习成果分享：依据兴趣，选择一个探究学

习主题开展探究学习活动；或者自主学习相关资

源，讲述物理学家充满正能量的故事。着重考核

内容的准确度、深度与广度、分享方法的有效性

以及表达和沟通交流的能力。线下评价或线上线

下结合评价。 

阶段测试或

期中考试

（20%） 

1.阶段测试：（1）根据教学内容性质，将整门课

程分为 7个教学模块（力学、振动和波动、电学、

磁学、热学、光学、量子物理），每一模块根据

知识点建立线上题库系统，每个学期各完成三个

或四个模块的教学任务，每一模块教学结束后进

行线上测试（借助学习通平台从题库根据知识点

随机组卷），并取模块测试成绩的平均值为期中

成绩。（2）线上评价 

2.期中考试：闭卷测试，线上或线下评价 

课程 

目标 1 

终结

性评

价 

期末测试

（50%） 
期末试卷闭卷测试、线下评价 

课程 

目标 1、2 

说明：（1）未组织阶段性考试或期中考核，其分值比例自动归入期末卷面考核；（2）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得低于 45分，否则总评以不及格计。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建议教材 

毛骏健,顾牧.大学物理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学习资料 

[1]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编,马文蔚、周雨青、解希顺改编.物理学（第七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卢德馨.大学物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马文蔚、苏惠惠、董科.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四版) [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RP Feynman.费曼物理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06. 

[5]W.Thomas Grifith 等著，秦克诚译.物理学与生活（原书第 8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6]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微视频与其他学习资源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大学物理网络教学平台（http://smxy.fy.chaoxing.com），企业微信平台，安装

学习通的移动学习终端或计算机，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项 

    本授课大纲 I、J项视教学需要调整之；G项的教学安排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

程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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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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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财务管理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普通物理（General Physics 

(I)）》 
课程代码 PHY103 

课程类

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

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高松华 

修读方

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

期 
4 总学时 48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

址 

学习通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B 

课程描述 

General Physics I is the only one semester in General Physics that present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on the Newtonian revolution, fluids and heat,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wave motion and optics, the atom and its nucleus, 

relativity and beyond. 

C 

课程目标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 1.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physics and the methods scientists use to explore natural phenomena, including 

observation, hypothesis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data collection, 

experimentation, evaluation of evidence, and employment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 2. To instruct students in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physic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us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real 

world situations.  

⚫ 3.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problem solving skills by an approach that 

describes physical phenomena with relevant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formula.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素质要求 

1-1 政治思想素质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努

力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

观；具有较强的形势分析和

判断能力；具有良好的道德

课程目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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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向

上的人生理想、符合社会进

步要求的价值观念和爱国

主义的崇高情感。 

1-3 文化素质 

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文化

品位、人文素养;具有时代

精神和较强的人际交往能

力；积极乐观地生话，充满

责任感地工作。 

课程目标 1、2、3 

1-4 身心素质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素

质，具备稳定、向上、坚强、

恒久的情感力、意志力和人

格魅力。 

课程目标 1、2、3 

1-5 社会责任 

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和岗

位职业素养；具备绿色发展

理念与实践能力并于财务

管理领域实践。 

课程目标 1、2、3 

2．知识要求 

2-3 通识性知识 

学生须选修创新创业、当代

世界经济与政治、绿色教育

等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通识

性知识,以及项目要求的国

际通识教育课程和英语强

化课程。 

课程目标 1、2、3 

3．能力要求 

3-1 知识获取能力 

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

课堂、文献、网络、实习实

践等渠道获取知识，善于学

习和吸收他人知识，并构建

自己的知识体系。 

课程目标 1、2、3 

E 

教学内容 

章节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合计 

Introduction to the Preface and Physics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Chapter 1) 

A. What about Energy? 

B.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C. The Scope of Physics 

D. The Role of Measurement and Mathematics in 

Physics 

E. Physics and Everyday Phenomena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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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Describing Motion (Chapter 2)  

A. Average and Instantaneous Speed 

B. Velocity  

C. Acceleration 

D. Graphing Motion  

E. Uniform Acceleration 

3 0 3 

Introduction to Falling Objects and Projectile Motion 

(Chapter 3)  

A.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B. Tracking a Falling Object 

C. Beyond Free Fall: Throwing a Ball Upward 

D. Projectile Motion 

E. Hitting a Target  

3 0 3 

Introduction to Newton ’ s Laws: Explaining Motion 

(Chapter 4)  

A. A Brief History 

B. Newton’s First and Second Laws 

C. Mass and Weight 

D. Newton’s Third Law 

E. Applications of Newton’s Laws 

EXAM #1  Chapters 1-4 

4 0 4 

Introduction to Circular Motion, the Planets, and Gravity 

(Chapter 5)  

A.Centripetal Acceleration 

B.Centripetal Forces 

C.Planetary Motion 

D.Newton’s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E.The Moon and Other Satellites 

3 0 3 

Introduction to Energy and Oscillations (Chapter 6)  

A. Simple Machines, Work, and Power 

B. Kinetic Energy 

C. Potential Energy 

D. Conservation of Energy 

E. Springs and Simple Harmonic Motion 

3 0 3 

Introduction to Momentum and Impulse (Chapter 7)  

A. Momentum and Impulse 

B.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C. Recoil 

D. Elastic and Inelastic Collisions 

E. Collisions at an Angle 

3 0 3 

Introduction to Rotational Motion of Solid Objects (Chapter 

8) 

A. What is Rotational Motion? 

B. Torque and Balance 

C.Rotational Inertia and Newton’s Second Law 

D.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E. Riding a Bicycle and Other Amazing Feats 

Mid-term Examination Chapters 1-8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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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he Behavior of Fluids (Chapter 9)  

A. Pressure and Pascal’s Principle 

B.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the Behavior of Gases 

C. Archimedes’ Principle 

D. Fluids in Motion 

E. Bernoulli’s Principle 

 

3 0 3 

Introduction to Temperature and Heat (Chapter 10) 

A.Temperature and its Measurement 

B.Heat and Specific Heat Capacity 

C.Joule ’ s Experiment and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D.Gas Behavior and the First Law 

E.The Flow of Heat 

 

3 0 3 

Introduction to Heat Engines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Chapter 11)  

A.Heat Engines 

B.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C. Refrigerators, Heat Pumps, and Entropy 

D. Thermal Power Plants and Energy Resources 

E. Perpetual Motion and Energy Frauds  

EXAM #2  Chapters 9-11 

 

4 0 4 

Introduction to Electrostatic Phenomena (Chapter 12)  

A. Effects of Electric Charge 

B. Conductors and Insulators  

C. The Electrostatic Force: Coulomb’s Law 

D. Electric Field 

E. Electric Potential 

3 0 3 

Introduction to Electrostatic Circuits (Chapter 13) 

A. Electric Circuits and Electric Current 

B. Ohm’s Law and Resistance 

C. Series and Parallel Circuits 

D. Electric Energy and Power 

E. Alternating Current and Household Circuits 

3 0 3 

Introduction to Magnets and Electromagnetism (Chapter 

14)  

A. Magnets and the Magnetic Force 

B. Magnetic Effects of Electric Current 

C. Magnetic Effects of Current Loops 

D. Faraday’s Law: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F. Generators and Transformers 

EXAM #3  Chapters 12-14 

5 0 5 

合 计 48 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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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学方

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G 

教学安排 

授课

次别 
教学内容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Introduction to the 

Preface and Physics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Chapter 1) 

A. What about Energy? 

B.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C. The Scope of 

Physics 

D. The Role of 

Measurement and 

Mathematics in Physics 

E. Physics and 

Everyday Phenomena 

 

1、2、3 
What is 

science? 

Believe in 

science and  
Lecture 

2 

Introduction to 

Describing Motion 

(Chapter 2)  

A. Average and 

Instantaneous Speed 

B. Velocity  

C. Acceleration 

D. Graphing Motion  

E. Uniform 

Acceleration 

1、2、3 

  

Lecture 

3 

Introduction to Falling 

Objects and Projectile 

Motion (Chapter 3)  

A.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B. Tracking a Falling 

Object 

C. Beyond Free Fall: 

Throwing a Ball 

Upward 

D. Projectile Motion 

E. Hitting a Target 

1、2、3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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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troduction to 

Newton ’ s Laws: 

Explaining Motion 

(Chapter 4)  

A. A Brief History 

B. Newton’s First and 

Second Laws 

C. Mass and Weight 

D. Newton ’ s Third 

Law 

E.Applications of 

Newton’s Laws 

EXAEXAM #1  

Chapters 1, 2, 3, 4 

1、2、3 

The discovery 

process of 

Newton’s 

First Law and 

Second Law 

The success 

comes from 

hard work. 

Lecture 

5 

Introduction to Circular 

Motion, the Planets, 

and Gravity (Chapter 5)  

A.Centripetal 

Acceleration 

B.Centripetal Forces 

C.Planetary Motion 

D.Newton’ s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E.The Moon and Other 

Satellites 

1、2、3 

  

Lecture 

6 

Introduction to Energy 

and Oscillations 

(Chapter 6)  

A. Simple Machines, 

Work, and Power 

B. Kinetic Energy 

C. Potential Energy 

D. Conservation of 

Energy 

E. Springs and Simple 

Harmonic Motion 

1、2、3 
Conservation of 

Energy 

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of 

truth. 

Lecture 

7 

Introduction to 

Momentum and 

Impulse (Chapter 7)  

A. Momentum and 

Impulse 

B.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C. Recoil 

D. Elastic and Inelastic 

Collisions 

E. Collisions at an 

Angle 

1、2、3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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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ntroduction to 

Rotational Motion of 

Solid Objects (Chapter 

8) 

A. What is Rotational 

Motion? 

B. Torque and Balance 

C. Rotational Inertia 

and Newton’s Second 

Law 

1、2、3 

  

Lecture 

9 

Introduction to 

Rotational Motion of 

Solid Objects (Chapter 

8)  

E.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F. Riding a Bicycle and 

Other Amazing Feats 

EXAM #2 MID-TERM 

EXAM Chapters 1，2，
3，4，5, 6, 7, 8.  

1、2、3 

  

Lecture 

10 

Introduction to The 

Behavior of Fluids 

(Chapter 9)  

A. Pressure and Pascal’
s Principle 

B.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the 

Behavior of Gases 

C. Archimedes ’ 

Principle 

D. Fluids in Motion 

E. Bernoulli’s Principle 

Introduction to 

Temperature and Heat 

(Chapter 10) 

A.Temperature and its 

Measurement 

B.Heat and Specific 

Heat Capacity 

1、2、3 

  

Lecture 

11 

Introduction to 

Temperature and Heat 

(Chapter 10) 

C.Joule’s Experiment 

and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D.Gas Behavior and the 

First Law 

E.The Flow of Heat 

Introduction to Heat 

Engines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Chapter 11)  

A. Heat Engines 

1、2、3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

s 

The only way 

for Human 

beings is to 

work hard to 

make our Earth 

beautiful and 

ordered.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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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troduction to Heat 

Engines an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Chapter 11) 

B.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C. Refrigerators, Heat 

Pumps, and Entropy 

D. Thermal Power 

Plants and Energy 

Resources 

E. Perpetual Motion 

and Energy Frauds  

EXAEXAM #3  

Chapters 9, 10, 11. 

1、2、3 

  

Lecture 

13 

Introduction to 

Electrostatic 

Phenomena (Chapter 

12)  

A. Effects of Electric 

Charge 

B. Conductors and 

Insulators  

C. The Electrostatic 

Force: Coulomb’s Law 

D. Electric Field 

E. Electric Potential 

1、2、3 

  

Lecture 

14 

Introduction to 

Electrostatic Circuits 

(Chapter 13) 

A. Electric Circuits and 

Electric Current 

B. Ohm’ s Law and 

Resistance 

C. Series and Parallel 

Circuits 

D. Electric Energy and 

Power 

E. Alternating Current 

and Household Circuits 

1、2、3 

  

Lecture 

15 

Introduction to Magnets 

and Electromagnetism 

(Chapter 14)  

A. Magnets and the 

Magnetic Force 

B. Magnetic Effects of 

Electric Current 

C. Magnetic Effects of 

Current Loops 

D. Faraday ’ s Law: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E. Generators and 

Transformers 

1、2、3 

Faraday’s Law: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No.1 productive 

forces.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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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M #4  Chapters 

12, 13, 14. 

Review 
1、2、3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目标 

Usual-time Mark（55%） 

Attendance,Classroom 

Discipline, Participation in 

Class Discussion(20%); 

Written Homework(20%); 

Three unit quizzes(15%) 

 

 

 

 

 

 

 

 

 

 

 

 

1、2、3 

Mid-term Examination(15%) 
Mid-term 

Examination(15%) 
1、2、3 

Final Examaination（30%） Final Examaination（30%） 1、2、3 

I 

建议教

材 

及学习资料 

Required Textbooks:  

The Physics of Everyday Phenomena, W. Thomas Griffith and Juliet W. Brosing, Eighth 

edition,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ISBN 978-1-260-08521-1 

Suggested Materials: 

1. Physics, Douglas C. Giancoli, sixth edition, Prentice all Publisher. ISBN: 

0-13-0690620-0 

2. Introduction to College Physics（大学物理简明教程）, Kang Aiguo （康爱国）, Liu 

Hongli （刘红利）, first edition （第 1 版）,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高等教育出版

社）,  ISBN: 9787040389012 

3. Introduction to College Physics（大学物理简明教程）, Liang Lifen （梁励芬）, Jiang 

Ping （蒋平）,  first edition （第 1 版）, Fudan University Press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9039580 

J 

教学条

件 

需求 

超星学习通教学平台，多媒体教室 

K 

注意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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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

经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２０２５年 ２ 月 ８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２０２５年２月 １１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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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大学物理实验 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实验 A 课程代码 0613310109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0.5 

开课学期 第 1学期/第 2学期/第 3学期/第 4学期 实践学时 16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专业本科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

一门独立的公共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系统学习实验方法和实验

技能的开端，是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在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活跃的创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具有其他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对物理实验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使学生得到实验技能的训练，初步

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实验能力，以适应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并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

基础。 

 

 

 

 

 

C 

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领会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知道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方法和测量

方法；知道实验室常用仪器的性能；通过阅读实验教材和查询有关资料，解答思考

题，学习实验原理及方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 

2. 能力目标：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术，能正确使用常用实验仪器及辅助设备，

能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测量；具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对实验数据进行定量

计算与定性分析，绘制图表；能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学习解决问题的科

学方法，逐步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素养目标：建立安全意识，注重实验操作的规范性，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

度；弘扬科学精神，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认真严谨的态度以及探索、创新和团队

合作精神等；提升实验报告撰写和科学沟通的素养，能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

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归纳与综合，撰写合格的

实验报告，并进行科学交流和讨论。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其用于解决复杂

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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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问题进

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数据分析与解释，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课程目标

2、3 

9.个人和团

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团队不同角色的

职责，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意识。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实践项目及内容 

学时分配 

实验、上机、

实训、线上教

学、研讨等 

合计 

绪论、误差理论：误差基础知识，误差的处理，直接测

量的数据处理，间接测量的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几种

常用方法 
理论讲授 1 

长度的测量：用米尺测量长方体的长、宽、高；用游标

卡尺测量小圆管的高度及内外直径，计算小圆管的体积

及误差；用螺旋测微器测量小钢球的直径，计算小钢球

的体积及误差 

实验 3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用落体法测量金属圆环绕几何轴

旋转的转动惯量 实验 3 

拉伸法测杨氏弹性模量：测定光杠杆的放大倍数；用拉

伸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弹性模量；用逐差法计算测量结

果 
实验 3 

双臂电桥测低电阻：分别测量金属棒（铝、铁、铜）的

直径；用双臂电桥测量上述金属棒的电阻 实验 3 

双踪示波器的调整及使用：熟悉示波器面板上不同旋钮

和按键的使用方法；调节示波器观察波形；利用示波器

测量电信号的电压幅度、周期和频率 
实验 3 

合 计 32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践名称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误差理论 1、2、3 

不确定度分析对数

据分析的严格要求 

间接测量量数据处

理的案例分析（误

差的传递与迭代放

大、控制精度） 

科学、严谨、

细致的工匠精

神 

辨 证 法 观 点

（ 整 体 与 局

部）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自主学习 

2 长度的测量 1、2、3 
基本仪器的使用和

物理量的测量 

科学观察 

实事求是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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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有效数

字、不确定度） 

在实验过程中团队

协作，共同完成实

验 

认真严谨 

团队协作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3 
刚体转动惯量的

测量 
1、2、3 

设计实验方案时，

忽略轻质滑轮的影

响，抓住问题的主

要矛盾，忽略次要

矛盾 

使用信息技术工具

处理实验数据 

矛盾论的思想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4 
拉伸法测杨氏弹

性模量 
1、2、3 

师昌绪院士为碳纤

维材料发展做出的

贡献 

用合理的方法寻找

望远镜中的“标尺

像” 

民族自信 

家国情怀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探究学习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5 
双臂电桥测低电

阻 
1、2、3 

测量电阻方法的发

展和选择 

精益求精 

实证求真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6 
双踪示波器的调

整及使用 
1、2、3 

示波器的测量及其

应用 

民族自信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预习（20%） 
明确实验目的，理解实验原理，知道实验内容

与实验方法，正确设计数据表格 

课程 

目标 1 

实验操作（50%） 掌握实验方法，操作无误，实验数据记录正确 
课程 

目标 2 

数据处理及实验报告

撰写（30%） 

实验数据分析与处理正确，实验结果和误差分

析完整，实验思考题回答无误 

课程 

目标 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黄思俞等.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 

[2]杨述武.普通物理实验(1)(2)(3)(4)(第 5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016、2018. 

[3]黄志高.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4]刘栓江,李现常.普通物理实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5]是度芳,贺渝龙.基础物理实验[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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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元华.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J 

教学条件 

需求 

1. 实验室设备种类和台套数应充足，以满足实验教学的要求。 

2. 配备高清摄制设备，以强化实验演示效果。 

3.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应保持通畅稳定，附加企业微信平台，以满足开展网络教学

条件。 

K 

注意事项 
G项的教学进度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程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操作考试：平时操作、期末考试 

(2)实作评价：实验报告、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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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 

《大学物理实验 A》（师范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实验 A》 
课程 

代码 
0613305109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第 5学期 学分 0.5 课程负责人 陈礼炜 

总学时 16 理论学时 1 实践学时 15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适用专业 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 

A 

参考教材 
黄思俞等.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 

B 

主要参考书

籍 

[1]杨述武.普通物理实验(1)(2)(3)(4)(第 5 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2016、2018. 

[2]黄志高.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刘栓江,李现常.普通物理实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4]是度芳,贺渝龙.基础物理实验[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5]沈元华.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C 

线上学习资

源 

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学生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 及实验

操作演示等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专业本科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

训练的一门独立的公共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系统学习

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的开端，是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在培

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活跃的创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具有其他

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对物理实验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使学生得到实验技能的训

练，初步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实验能力，

以适应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并为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基础。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领会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知道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

方法和测量方法；知道实验室常用仪器的性能；通过阅读实验教材和查询

有关资料，解答思考题，学习实验原理及方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支

撑毕业要求 3） 

课程目标 2：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术，能正确使用常用实验仪器及

辅助设备，能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测量；具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能

对实验数据进行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绘制图表；能在实验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学习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逐步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3、7、8） 

课程目标 3：建立安全意识，注重实验操作的规范性，遵守实验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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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规章制度；弘扬科学精神，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认真严谨的态度以

及探索、创新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提升实验报告撰写和科学沟通的素养，

能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

分析、判断、归纳与综合，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并进行科学交流和讨论。

（支撑毕业要求 3、7）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

物理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

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初步形成跨学科的综

合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

物理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

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初步形成跨学科的综

合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7.学会反思：具备反思和自主学

习的意识，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

技能，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

题，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具有

终身学习和发展的意识。 

8.沟通合作:具备沟通合作技

能，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

够与他人进行积极有效地沟通；

自觉和同伴形成学习共同体，具

有良好的团结协作和社会交往

能力。 

学科素养（3） 

学会反思（7） 

沟通合作（8） 

 

课程目标 3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

物理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

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初步形成跨学科的综

合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7.学会反思：具备反思和自主学

习的意识，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

技能，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

题，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具有

学科素养（3） 

学会反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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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和发展的意识。 

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绪论 误差理论 

学习要求： 

1. 介绍课程地位与学习意义、实验内容、实验基

本程序以及课程成绩评定办法。 

2. 掌握测量、误差、精度、不确定度、有效数字

等常用基本概念，掌握误差的处理方式及有效数字的约

修规则。 

3. 通过实例分析，掌握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数

据处理过程与方法。 

4. 明确列表法、作图法、逐差法、最小二乘法等

常用数据处理方法的优点及适用范围，能够运用上述几

种方法处理实验数据。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讲解课程学习要求时，强调“四有”好老师的

要求。 

2. 介绍不确定度分析对数据分析的严格要求时，

突出科学、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 

3. 在间接测量量数据处理的案例分析中，通过误

差的传递与迭代放大、控制精度等的讲授，强调整体与

局部的辨证法观点。 

课程目标

1、2、3 
1 

合计 1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实验名称 1：长度的测量 

实验目的： 

1. 学习米尺、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千分尺）

的原理与使用方法； 

2. 掌握误差分析及有效数字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

法。 

实验内容： 

1. 用米尺测量长方体的长、宽、高，计算测量结

果及误差； 

2. 用游标卡尺测量小圆管的高度和内外半径，计

算小圆管的体积及误差； 

3. 用螺旋测微器测量小钢球的直径，计算小钢球

的体积及误差。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通过基本仪器的使用和物理量的测量，拓展学

生的科学观察能力； 

2. 通过数据处理（有效数字、不确定度），提升学

生的科学实验素质，养成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习惯。 

3. 在实验过程中团队协作，共同完成实验，有效

课程目标

1、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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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沟通交流和团结协作的能力。 

实验名称 2：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 

实验目的： 

1. 了解多功能计数计时毫秒仪测量（时间）的基

本方法。 

2. 学会用落体法测定物体的转动惯量。 

3. 分析实验中误差产生的原因和实验中为降低误

差应采取的实验手段。 

实验内容： 

1. 测定刚体的转动惯量； 

2. 测定钢环的转动惯量。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设计实验方案时，忽略轻质滑轮的影响，抓住

问题的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体现矛盾论的思想。 

2. 通过数据处理的训练，学会与时俱进，选择适

当的信息技术工具，帮助自身完成低层次的繁杂的计算

工作。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3：拉伸法测杨氏弹性模量 

实验目的： 

1. 学会用拉伸法测杨氏弹性模量； 

2. 学会用光杠杆测量微小长度变化的原理和方

法； 

3. 学习选用不同精密度的测长仪器； 

4. 学习用逐差法处理数据。 

实验内容： 

1. 测定光杠杆的放大倍数； 

2. 用拉伸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弹性模量； 

3. 用逐差法计算测量结果。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从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建造和杨氏模量的关系，

到中国桥，再到中国跨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 引入师昌绪院士为碳纤维材料发展做出的贡献

（为战斗机研制成功了第一代空心涡轮叶片），增加学

生的民族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3. 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用合理的方法找望远镜中

的“标尺像”，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

新能力。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4：双臂电桥测低电阻 

实验目的： 

1. 掌握用双臂电桥测低值电阻的原理； 

2. 学会用双臂电桥测低值电阻的方法； 

3. 了解测低值电阻时接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

及其避免的方法。 

实验内容： 

1. 分别测量金属棒铝、铁、铜的直径； 

2. 用双臂电桥测量上述金属棒的电阻。 

课程目标

1、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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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通过电阻测量方法发展的学习和电阻测量方法的

恰当选择，学习精益求精和实证求真的工匠精神。 

实验名称 5：双踪示波器的调整及使用 

实验目的： 

1. 了解示波器的原理； 

2. 学会使用示波器的扫描应用和 X-Y方式应用； 

3. 学会用示波器测量电信号的电压幅度、周期和

频率。 

实验内容： 

1. 调节示波器观察波形； 

2. 利用示波器测量电信号电压幅度、周期和频率。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由示波器的测量及其应用，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和

爱国情怀，学习工匠精神。 

课程目标

1、2、3 
3 

合计 15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 理论部分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的多媒体课件，并在理论讲授时与

实践操作演示相结合，提高教学效果。 

2. 实验操作部分借助高清摄制设备，强化实验操作演示效果。 

3. 开通超星平台网络课堂，达到辅助学生预习、与学生及时沟通和交流的

目的。同时加强课堂教学互动融合和过程考核。 

4.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自主学习  

J 

教学条件 

需求 

1. 实验室设备种类和台套数应充足，以满足实验教学的要求。 

2. 配备高清摄制设备，以强化实验演示效果。 

3.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应保持通畅稳定，附加企业微信平台，以满足开展网

络教学条件。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实验预

习评分

占比（%） 

实验操

作评分

占比（%） 

实验报

告评分

占比（%） 

课程目标

1（20%） 

1. 领会误差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处理方法。 

2. 了解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

方法和测量方法；了解实验室常

20 - - - 



 67 

用仪器的性能。 

3．理解实验原理，加深对物理

概念和规律的认识。 

课程目标

2（50%） 

1. 能够正确调整常用实验装

置，能够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

测量。 

2. 能发现、分析并解决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 

3. 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绘

制图表。 

- 50 - - 

课程目标

3 （30%） 

1. 能按规范完成实验操作，遵

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保持

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用辩证唯物观分析实验结

论。 

2. 能独立撰写实验报告撰写，

并进行交流和讨论。 

- - 30 - 

总分 20 50 30 - 

L 

学习建议 

1. 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性。 

2. 探究性学习。鼓励学生在实验预习和实验中操作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和

发现、踊跃发言、交流讨论，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性。 

M 

评分量表 
《大学物理实验 A》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负责人及教学团队

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2日  

 

系主任审核意见： 

 

 

 

 

系主任签名： 

 

  2025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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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学物理实验 A》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领会测量误差的基本知

识；知道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

验方法和测量方法；知道实验

室常用仪器的性能；通过阅读

实验教材和查询有关资料，解

答思考题，学习实验原理及方

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 

能够非常准确

说出常用的实验方

法和测量方法、常

用仪器的性能。 

能够非常准确

解释实验原理。 

能够非常准确

依据误差来源选择

减少误差的方法。 

能够比较准确

说出常用的实验方

法和测量方法、常

用仪器的性能。 

能够比较准确

解释实验原理。 

能够比较准确

依据误差来源选择

减少误差的方法。  

能够说出常用

的实验方法和测量

方法、常用仪器的性

能。 

能够解释实验

原理。 

能够依据误差

来源选择减少误差

的方法。 

基本能够说出

常用的实验方法和

测量方法、常用仪

器的性能。 

基本能够解释

实验原理。 

基本能够依据

误差来源选择减少

误差的方法。 

无法说出常

用的实验方法和

测量方法、常用仪

器的性能。 

无法解释实

验原理。 

无法依据误

差来源选择减少

误差的方法。 

课程目标 2 

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

术，能正确使用常用实验仪器

及辅助设备，能进行常用物理

量的一般测量；具有一定的数

据处理能力，能对实验数据进

行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绘制

图表；能在实验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学习解决问题的

科学方法，逐步提高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能够非常熟练

地调整常用实验装

置并用其进行测

量。 

能够非常熟练

地选择合适的数据

处理方法处理实验

测量数据并绘制图

表。 

能非常快速和

准确地发现、分析

并解决实验中存在

的问题。 

能够比较熟练

地调整常用实验装

置并用其进行测

量。 

能够比较熟练

地选择合适的数据

处理方法处理实验

测量数据并绘制图

表。 

能比较快速和

准确地发现、分析

并解决实验中存在

的问题。 

能够调整常用

实验装置并用其进

行测量。 

能够选择合适

的数据处理方法处

理实验测量数据并

绘制图表。 

能发现、分析并

解决实验中存在的

问题。 

 
 

基本能够调整

常用实验装置并用

其进行测量。 

基本能够选择

数据处理方法处理

实验测量数据并绘

制图表。 

基本能发现、

分析并解决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 

无法调整常

用实验装置并用

其进行测量。 

未能选择合

适的数据处理方

法处理实验测量

数据并绘制图表。 

未能发现、分

析并解决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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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建立安全意识，注重实验

操作的规范性，遵守实验室的

各项规章制度；弘扬科学精

神，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认

真严谨的态度以及探索、创新

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提升实验

报告撰写和科学沟通的素养，

能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

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

归纳与综合，撰写合格的实验

报告，并进行科学交流和讨

论。 

能非常规范地

完成实验操作，严

格遵守实验室的各

项规章制度；拥有

优秀的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团队合作能

力，能用辩证唯物

观分析实验结论。 

能完全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能比较规范地

完成实验操作，严

格遵守实验室的各

项规章制度；拥有

良好的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团队合作能

力，能用辩证唯物

观分析实验结论。 

能比较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能完成实验操

作，严格遵守实验室

的各项规章制度；拥

有严谨认真、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团

队合作能力，能用辩

证唯物观分析实验

结论。 

能独立分析实

验误差、撰写实验报

告，并进行交流和讨

论。 

 

基本能完成实

验操作，能遵守实

验室的各项规章制

度；基本拥有严谨

认真、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和团队合

作能力，基本能用

辩证唯物观分析实

验结论。 

基本能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实验操作不

够规范，未能严格

遵守实验室的各

项规章制度，严谨

认真、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和团队

合作能力较差，不

能用辩证唯物观

分析实验结论。 

未能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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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大学物理实验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实验 B 

大学物理实验 B（一） 

大学物理实验 B（二） 

课程代码 

0613310110 

0613310111 

061331011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0.5+0.5 

开课学期 

第 1学期/第 2学期/第 3学期 

第 1学期和第 2学期/第 2学期和第 3学

期 

实践学时 32/17+15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专业本科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

一门独立的公共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系统学习实验方法和实验

技能的开端，是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在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活跃的创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具有其他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对物理实验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使学生得到实验技能的训练，初步

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实验能力，以适应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并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

基础。 

 

 

 

 

 

C 

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领会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知道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方法和测量

方法；知道实验室常用仪器的性能；通过阅读实验教材和查询有关资料，解答思考

题，学习实验原理及方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 

2. 能力目标：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术，能正确使用常用实验仪器及辅助设备，

能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测量；具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对实验数据进行定量

计算与定性分析，绘制图表；能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学习解决问题的科

学方法，逐步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素养目标：建立安全意识，注重实验操作的规范性，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

度；弘扬科学精神，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认真严谨的态度以及探索、创新和团队

合作精神等；提升实验报告撰写和科学沟通的素养，能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

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归纳与综合，撰写合格的

实验报告，并进行科学交流和讨论。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其用于解决复杂

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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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问题进

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数据分析与解释，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课程目标

2、3 

9.个人和团

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团队不同角色的

职责，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意识。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实践项目及内容 

学时分配 

实验、上机、

实训、线上教

学、研讨等 

合计 

绪论、误差理论：误差基础知识，误差的处理，直接测

量的数据处理，间接测量的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几种

常用方法 
理论讲授 2 

长度的测量：用米尺测量长方体的长、宽、高；用游标

卡尺测量小圆管的高度及内外直径，计算小圆管的体积

及误差；用螺旋测微器测量小钢球的直径，计算小钢球

的体积及误差 

实验 3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用落体法测量金属圆环绕几何轴

旋转的转动惯量 实验 3 

弦振动的研究：观察弦振动时形成的驻波；改变频率或

张力，调节并测量驻波波长；验证弦振动的波长与张力、

频率的关系 
实验 3 

拉伸法测杨氏弹性模量：测定光杠杆的放大倍数；用拉

伸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弹性模量；用逐差法计算测量结

果 
实验 3 

*电阻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测定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

测定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测定小灯珠的伏安特性 实验 3 

双臂电桥测低电阻：分别测量金属棒（铝、铁、铜）的

直径；用双臂电桥测量上述金属棒的电阻 实验 3 

*霍尔效应及其应用：测量试样的霍尔电流和霍尔电压

关系，画 IH-UH 曲线；测量励磁电流和霍尔电压的关系，

画 IM-UH 曲线 
实验 3 

双踪示波器的调整及使用：熟悉示波器面板上不同旋钮

和按键的使用方法；调节示波器观察波形；利用示波器

测量电信号的电压幅度、周期和频率 
实验 3 

超声声速的测量：测量超声压电陶瓷换能器的谐振频

率；用驻波共振法和相位比较法测波长；根据以上的测

量求出空气中的声速，并和理论值相比较 
实验 3 

铁磁材料磁化特性的研究：用示波器测量软磁材料的基

本的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 实验 3 

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的研究：测定光敏电阻和光敏二极

管的伏安特性和光照特性曲线 实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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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2 

说明：（1）《大学物理实验 B》在 1个学期内完成 10个实验，《大学物理实验 B（一）》

和《大学物理实验 B（二）》分 2个学期完成 10个实验，每个学期分别完成 5个实

验。（2）“电阻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和“霍尔效应及其应用”为选做实验，其余

9个实验为必做实验，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从 2个选做实验中任选 1个。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践名称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误差理论 1、2、3 

不确定度分析对数

据分析的严格要求 

间接测量量数据处

理的案例分析（误

差的传递与迭代放

大、控制精度） 

科学、严谨、

细致的工匠精

神 

辨 证 法 观 点

（ 整 体 与 局

部）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自主学习 

2 长度的测量 1、2、3 

基本仪器的使用和

物理量的测量 

数据处理（有效数

字、不确定度） 

科学观察 

实事求是 

认真严谨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3 
刚体转动惯量的

测量 
1、2、3 

设计实验方案时，

忽略轻质滑轮的影

响，抓住问题的主

要矛盾，忽略次要

矛盾 

使用信息技术工具

处理实验数据 

矛盾论的思想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4 
拉伸法测杨氏弹

性模量 
1、2、3 

师昌绪院士为碳纤

维材料发展做出的

贡献 

用合理的方法寻找

望远镜中的“标尺

像” 

民族自信 

家国情怀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探究学习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5 弦振动的研究 1、2、3 

鱼洗 

在实验过程中团队

协作，共同完成实

验 

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 

团队协作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探究学习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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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阻元件伏安

特性的测量 
1、2、3 

实验操作的规范性 

遵守实验室的各项

规章制度 

良好的实验习

惯（个人修养）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7 
*霍尔效应及其

应用 
1、2、3 

薛其坤团队在实验

中观察到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 

开拓创新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8 
双臂电桥测低电

阻 
1、2、3 

电阻测量方法的发

展和选择 

精益求精 

实证求真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9 
双踪示波器的调

整及使用 
1、2、3 

示波器的测量及其

应用 

民族自信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10 超声声速的测量 1、2、3 

认真观察、客观真

实记录数据，认真

分析实验结果，保

证实验过程的科学

严谨，诚实做人、

认真做事（敬业、

诚信）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探究学习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11 
铁磁材料的磁滞

回线研究 
1、2、3 

司南与铁磁材料的

应用 

多种处理数据方法

的比较 

文化自信 

科学思维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12 
光敏传感器光电

特性的研究 
1、2、3 

光敏传感器实现自

动化控制案例 
科学思维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H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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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实验预习（20%） 
明确实验目的，理解实验原理，知道实验内容

与实验方法，正确设计数据表格 

课程 

目标 1 

实验操作（50%） 掌握实验方法，操作无误，实验数据记录正确 
课程 

目标 2 

数据处理及实验报告

撰写（30%） 

实验数据分析与处理正确，实验结果和误差分

析完整，实验思考题回答无误 

课程 

目标 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黄思俞等.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 

[2]杨述武.普通物理实验(1)(2)(3)(4)(第 5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016、2018. 

[3]黄志高.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4]刘栓江,李现常.普通物理实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5]是度芳,贺渝龙.基础物理实验[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6]沈元华.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J 

教学条件 

需求 

1. 实验室设备种类和台套数应充足，以满足实验教学的要求。 

2. 配备高清摄制设备，以强化实验演示效果。 

3.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应保持通畅稳定，附加企业微信平台，以满足开展网络教学

条件。 

K 

注意事项 
G项的教学进度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程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操作考试：平时操作、期末考试 

(2)实作评价：实验报告、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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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 

《大学物理实验 B》（师范类）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实验 B》 
课程 

代码 
0613305110 

课程类型 
通识必修  通识选修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教师教育必修  教师教育选修 

开课学期 第 2学期/第 5学期 学分 1 课程负责人 陈礼炜 

总学时 32 理论学时 2 实践学时 30 

先修课程与

后续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适用专业 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 

A 

参考教材 
黄思俞等.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 

B 

主要参考书

籍 

[1]杨述武.普通物理实验(1)(2)(3)(4)(第 5 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2016、2018. 

[2]黄志高.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3]刘栓江,李现常.普通物理实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4]是度芳,贺渝龙.基础物理实验[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5]沈元华.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C 

线上学习资

源 

本课程已经建立超星平台网络课程，学生依据学校提供的帐号与密码

登录课程网站，可查看教学大纲、授课计划、考核方法、课程 PPT 及实验

操作演示等教学资源。 

D 

课程描述  

(含性质、地

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专业本科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

训练的一门独立的公共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系统学习

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的开端，是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在培

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活跃的创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具有其他

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对物理实验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使学生得到实验技能的训

练，初步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实验能力，

以适应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并为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基础。 

E 

课程学习目

标及其与毕

业要求的对

应关系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领会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知道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

方法和测量方法；知道实验室常用仪器的性能；通过阅读实验教材和查询

有关资料，解答思考题，学习实验原理及方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支

撑毕业要求 3） 

课程目标 2：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术，能正确使用常用实验仪器及

辅助设备，能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测量；具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能

对实验数据进行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绘制图表；能在实验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学习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逐步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3、7、8） 

课程目标 3：建立安全意识，注重实验操作的规范性，遵守实验室的

各项规章制度；弘扬科学精神，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认真严谨的态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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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探索、创新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提升实验报告撰写和科学沟通的素养，

能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

分析、判断、归纳与综合，撰写合格的实验报告，并进行科学交流和讨论。

（支撑毕业要求 3、7）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分解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

物理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

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初步形成跨学科的综

合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学科素养（3） 

课程目标 2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

物理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

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初步形成跨学科的综

合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7.学会反思：具备反思和自主学

习的意识，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

技能，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

题，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具有

终身学习和发展的意识。 

8.沟通合作:具备沟通合作技

能，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能

够与他人进行积极有效地沟通；

自觉和同伴形成学习共同体，具

有良好的团结协作和社会交往

能力。 

学科素养（3） 

学会反思（7） 

沟通合作（8） 

课程目标 3 

3.学科素养：掌握物理学科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清晰的

物理观念，能综合运用物理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了解物理学

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能综合

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初步形成跨学科的综

合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7.学会反思：具备反思和自主学

习的意识，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

技能，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

题，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具有

终身学习和发展的意识。 

学科素养（3） 

学会反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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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理论学习内

容 

章节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绪论 误差理论 

学习要求： 

1. 介绍课程地位与学习意义、实验内容、实验基

本程序以及课程成绩评定办法。 

2. 掌握测量、误差、精度、不确定度、有效数字

等常用基本概念，掌握误差的处理方式及有效数字的约

修规则。 

3. 通过实例分析，掌握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数

据处理过程与方法。 

4. 明确列表法、作图法、逐差法、最小二乘法等

常用数据处理方法的优点及适用范围，能够运用上述几

种方法处理实验数据。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讲解课程学习要求时，强调“四有”好老师的

要求。 

2. 介绍不确定度分析对数据分析的严格要求时，

突出科学、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 

3. 在间接测量量数据处理的案例分析中，通过误

差的传递与迭代放大、控制精度等的讲授，强调整体与

局部的辨证法观点。 

课程目标

1、2、3 
2 

合计 2 

G 

实验（实训）

内容 

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开设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学时  

分配 

实验名称 1：长度的测量 

实验目的： 

1.学习米尺、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千分尺）的

原理与使用方法； 

2.掌握误差分析及有效数字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

法。 

实验内容： 

1. 用米尺测量长方体的长、宽、高，计算测量结

果及误差； 

2. 用游标卡尺测量小圆管的高度和内外半径，计

算小圆管的体积及误差； 

3. 用螺旋测微器测量小钢球的直径，计算小钢球

的体积及误差。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通过基本仪器的使用和物理量的测量，拓展学

生的科学观察能力； 

2. 通过数据处理（有效数字、不确定度），提升学

生的科学实验素质，养成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习

惯。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2：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 课程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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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 

1. 了解多功能计数计时毫秒仪测量（时间）的基

本方法。 

2. 学会用落体法测定物体的转动惯量。 

3. 分析实验中误差产生的原因和实验中为降低误

差应采取的实验手段。 

实验内容： 

1. 测定刚体的转动惯量； 

2. 测定钢环的转动惯量。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设计实验方案时，忽略轻质滑轮的影响，抓住

问题的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体现矛盾论的思想。 

2. 通过数据处理的训练，学会与时俱进，选择适

当的信息技术工具，帮助自身完成低层次的繁杂的计算

工作。 

1、2、3 

实验名称 3：弦振动的研究 

实验目的： 

1. 观察在弦上形成的驻波； 

2. 在波源振动频率和弦线密度不变时，用实验确

定弦线振动时驻波波长与张力的关系； 

3. 在弦线张力和弦线密度不变时，用实验确定弦

线振动时驻波波长与波源振动频率的关系； 

4. 学习用对数作图法处理数据。 

实验内容： 

1. 观察弦振动时形成的驻波； 

2. 验证弦振动的波长与张力、频率的关系。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讲述“鱼洗”（我国古代对振动和波动的知识已

有相当的掌握），让学生感受古人的智慧，增加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 在实验过程中团队协作，共同完成实验，有效

提高学生沟通交流和团结协作的能力。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4：拉伸法测杨氏弹性模量 

实验目的： 

1. 学会用拉伸法测杨氏弹性模量； 

2. 学会用光杠杆测量微小长度变化的原理和方

法； 

3. 学习选用不同精密度的测长仪器； 

4. 学习用逐差法处理数据。 

实验内容： 

1. 测定光杠杆的放大倍数； 

2. 用拉伸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弹性模量； 

3. 用逐差法计算测量结果。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从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建造和杨氏模量的关系，

到中国桥，再到中国跨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课程目标

1、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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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入师昌绪院士为碳纤维材料发展做出的贡献

（为战斗机研制成功了第一代空心涡轮叶片），增加学

生的民族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3. 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用合理的方法找望远镜中

的“标尺像”，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

新能力。 

*实验名称 5：电阻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 

实验目的： 

1. 学习常用电磁学仪器仪表的正确使用方法及简

单电路的连接方法； 

2. 掌握用伏安法测量电阻及误差分析的基本方

法； 

3. 学习测量线性元件和非线性元件的伏安特性； 

4. 学习用作图法和逐差法处理实验数据，并对所

得的伏安特性曲线进行分析。 

实验内容： 

1. 测定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 

2. 测定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规范学生的行为（如实验中的安

全意识，实验纪律、仪器操作后的摆放，实验结束后桌

椅的摆放、卫生的清理等），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个

人修养）。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6：霍尔效应及其应用 

实验目的： 

1. 了解霍耳效应的原理，学会用霍耳效应测量磁

场； 

2. 测量霍尔电流和霍尔电压关系； 

3. 测量励磁电流和霍尔电压的关系。 

实验内容： 

1. 测量试样的霍尔电流和霍尔电压关系，画 IH-UH

曲线； 

2. 测量励磁电流和霍尔电压的关系，画 IM-UH 曲

线。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通过薛其坤团队在实验中观察到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引导学生学习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7：双臂电桥测低电阻 

实验目的： 

1. 掌握用双臂电桥测低值电阻的原理； 

2. 学会用双臂电桥测低值电阻的方法； 

3. 了解测低值电阻时接线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

及其避免的方法。 

实验内容： 

3. 分别测量金属棒铝、铁、铜的直径； 

4. 用双臂电桥测量上述金属棒的电阻。 

课程目标

1、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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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通过电阻测量方法发展的学习和电阻测量方法的

恰当选择，学习精益求精和实证求真的工匠精神。 

实验名称 8：双踪示波器的调整及使用 

实验目的： 

1. 了解示波器的原理； 

2. 学会使用示波器的扫描应用和 X-Y方式应用； 

3. 学会用示波器测量电信号的电压幅度、周期和

频率。 

实验内容： 

4. 调节示波器观察波形； 

5. 利用示波器测量电信号电压幅度、周期和频率。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由示波器的测量及其应用，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和

爱国情怀，学习工匠精神。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9：超声声速的测量 

实验目的： 

1. 了解压电换能器的功能； 

2. 学习用驻波共振法和相位比较法测量超声波在

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3. 学习用逐差法处理数据。 

实验内容： 

1. 测量超声压电陶瓷换能器的谐振频率； 

2. 用驻波共振法和相位比较法测波长； 

3. 根据以上的测量求出声速，并和理论值相比较。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要求认真观察、客观真实记录数据，认真分析实验

结果，保证实验过程的科学严谨，借此教育学生在学习

和生活中要“诚实做人，认真做事（敬业、诚信）”，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程目标

1、2、3 
3 

实验名称 10：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研究 

实验目的： 

1. 准确把握磁滞、磁滞回线和基本磁化曲线的概

念，说明矫顽力、剩磁、磁导率等物理量的意义； 

2. 学会用示波器测绘基本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的

原理和方法； 

3. 根据磁滞回线确定磁性材料的饱和磁感应强

度、剩磁和矫顽力的数值。 

实验内容： 

用示波器测量软磁材料的基本磁化曲线和磁滞回

线。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1. 引入司南与铁磁材料的应用，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2. 多种处理数据方法的比较，发展学生的科学思

维。 

课程目标

1、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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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名称 11：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的研究 

实验目的： 

1. 了解光敏电阻的基本特性，测出它的伏安特性

曲线和光照特性曲线； 

2. 了解光敏二极管的基本特性，测出它的伏安特

性和光照特性曲线。 

实验内容： 

测定光敏电阻和光敏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和光照特

性曲线。 

课程思政元素及切入点： 

引入光敏传感器实现自动化控制的案例，发展学生

的科学思维。 

课程目标

1、2、3 
3 

合计 30 

说明：（1）《大学物理实验 B》需在 1个学期内完成 10个实验。（2）

“电阻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和“霍尔效应及其应用”为选做实

验，其余 9 个实验为必做实验，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从 2 个

选做实验中任选 1个。 

 

H 

实践内容（含

教育实习、见

习、研习，专

业实习、毕业

论文或毕业

设计等） 

实践主要内容和要求 
支撑课程 

目标 

时长 

分配 

   

I 

教学方法与

教学方式 

1. 理论部分采用多媒体教学，应用自编的多媒体课件，并在理论讲授时与

实践操作演示相结合，提高教学效果。 

2. 实验操作部分借助高清摄制设备，强化实验操作演示效果。 

3. 开通超星平台网络课堂，达到辅助学生预习、与学生及时沟通和交流的

目的。同时加强课堂教学互动融合和过程考核。 

4. 主要方式： 

 讲授   网络学习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自主学习   

J 

教学条件 

需求 

1. 实验室设备种类和台套数应充足，以满足实验教学的要求。 

2. 配备高清摄制设备，以强化实验演示效果。 

3.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应保持通畅稳定，附加企业微信平台，以满足开展网

络教学条件。 

K 

课程目标及

其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及

评分占比 

课程目标

及评分占

比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

分目

标的

达成

度 

实验预

习评分

占比（%） 

实验操

作评分

占比（%） 

实验报

告评分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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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1（20%） 

1.领会误差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处理方法。 

2.了解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

方法和测量方法；了解实验室常

用仪器的性能。 

3.理解实验原理，加深对物理概

念和规律的认识。 

20 - - - 

课程目标

2（50%） 

4.能够正确调整常用实验装置，

能够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测

量。 

5.能发现、分析并解决实验中存

在的问题。 

6.能够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绘制

图表。 

- 50 - - 

课程目标

3 （30%） 

7.能按规范完成实验操作，遵守

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严

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用辩证唯物观分析实验结论。 

8.能独立撰写实验报告撰写，并

进行交流和讨论。 

- - 30 - 

总分 20 50 30 - 

L 

学习建议 

1. 自主学习。建议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并通过网络、图书馆自主查阅课程

中涉及的学习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能动性。 

2. 探究性学习。鼓励学生在实验预习和实验中操作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和

发现、踊跃发言、交流讨论，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性。 

M 

评分量表 
《大学物理实验 B》课程目标评分量表见附表。 

备注 课程大纲 A—M项由开课学院审批通过，任课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修订负责人及教学团队

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2日  

 

系主任审核意见： 

 

 

 

 

系主任签名： 

 

  2025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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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大学物理实验 B》课程目标评分量表 

M 

评分量表 

课程目标 优（X≧90） 良（80≦X＜90） 中（70≦X＜80） 及格（60≦X＜70） 不及格（＜60） 

课程目标 1 

领会测量误差的基本知

识；知道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

验方法和测量方法；知道实验

室常用仪器的性能；通过阅读

实验教材和查询有关资料，解

答思考题，学习实验原理及方

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 

能够非常准确

说出常用的实验方

法和测量方法、常

用仪器的性能。 

能够非常准确

解释实验原理。 

能够非常准确

依据误差来源选择

减少误差的方法。 

能够比较准确

说出常用的实验方

法和测量方法、常

用仪器的性能。 

能够比较准确

解释实验原理。 

能够比较准确

依据误差来源选择

减少误差的方法。  

能够说出常用

的实验方法和测量

方法、常用仪器的性

能。 

能够解释实验

原理。 

能够依据误差

来源选择减少误差

的方法。 

基本能够说出

常用的实验方法和

测量方法、常用仪

器的性能。 

基本能够解释

实验原理。 

基本能够依据

误差来源选择减少

误差的方法。 

无法说出常

用的实验方法和

测量方法、常用仪

器的性能。 

无法解释实

验原理。 

无法依据误

差来源选择减少

误差的方法。 

课程目标 2 

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

术，能正确使用常用实验仪器

及辅助设备，能进行常用物理

量的一般测量；具有一定的数

据处理能力，能对实验数据进

行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绘制

图表；能在实验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学习解决问题的

科学方法，逐步提高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能够非常熟练

地调整常用实验装

置并用其进行测

量。 

能够非常熟练

地选择合适的数据

处理方法处理实验

测量数据并绘制图

表。 

能非常快速和

准确地发现、分析

并解决实验中存在

的问题。 

能够比较熟练

地调整常用实验装

置并用其进行测

量。 

能够比较熟练

地选择合适的数据

处理方法处理实验

测量数据并绘制图

表。 

能比较快速和

准确地发现、分析

并解决实验中存在

的问题。 

能够调整常用

实验装置并用其进

行测量。 

能够选择合适

的数据处理方法处

理实验测量数据并

绘制图表。 

能发现、分析并

解决实验中存在的

问题。 

 
 

基本能够调整

常用实验装置并用

其进行测量。 

基本能够选择

数据处理方法处理

实验测量数据并绘

制图表。 

基本能发现、

分析并解决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 

无法调整常

用实验装置并用

其进行测量。 

未能选择合

适的数据处理方

法处理实验测量

数据并绘制图表。 

未能发现、分

析并解决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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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建立安全意识，注重实验

操作的规范性，遵守实验室的

各项规章制度；弘扬科学精

神，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认

真严谨的态度以及探索、创新

和团队合作精神等；提升实验

报告撰写和科学沟通的素养，

能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

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

归纳与综合，撰写合格的实验

报告，并进行科学交流和讨

论。 

能非常规范地

完成实验操作，严

格遵守实验室的各

项规章制度；拥有

优秀的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团队合作能

力，能用辩证唯物

观分析实验结论。 

能完全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能比较规范地

完成实验操作，严

格遵守实验室的各

项规章制度；拥有

良好的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团队合作能

力，能用辩证唯物

观分析实验结论。 

能比较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能完成实验操

作，严格遵守实验室

的各项规章制度；拥

有严谨认真、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团

队合作能力，能用辩

证唯物观分析实验

结论。 

能独立分析实

验误差、撰写实验报

告，并进行交流和讨

论。 

 

基本能完成实

验操作，能遵守实

验室的各项规章制

度；基本拥有严谨

认真、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和团队合

作能力，基本能用

辩证唯物观分析实

验结论。 

基本能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实验操作不

够规范，未能严格

遵守实验室的各

项规章制度，严谨

认真、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和团队

合作能力较差，不

能用辩证唯物观

分析实验结论。 

未能独立分

析实验误差、撰写

实验报告，并进行

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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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非物理类理工科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普通物理学实验Ⅰ/Ⅱ》 课程代码 2613310308/2643305309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大学物理教学团队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0.5+0.5 

开课学期 第 1学期和第 2学期 实践学时 17+15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非物理类理工科各专业本科学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

一门独立的公共的专业性必修基础课，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系统学习实验方法和实验

技能的开端，是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在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活跃的创新意识、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具有其他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对物理实验知识和方法的学习，使学生得到实验技能的训练，初步

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实验能力，以适应科学技术

不断进步和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并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实验

基础。 

 

 

 

 

 

C 

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领会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知道物理实验中常用的实验方法和测量

方法；知道实验室常用仪器的性能；通过阅读实验教材和查询有关资料，解答思考

题，学习实验原理及方法，做好实验前的准备。 

2. 能力目标：掌握常用的实验操作技术，能正确使用常用实验仪器及辅助设备，

能进行常用物理量的一般测量；具有一定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对实验数据进行定量

计算与定性分析，绘制图表；能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学习解决问题的科

学方法，逐步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素养目标：建立安全意识，注重实验操作的规范性，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

度；弘扬科学精神，包括实事求是的作风、认真严谨的态度以及探索、创新和团队

合作精神等；提升实验报告撰写和科学沟通的素养，能融合实验原理、设计思想、

实验方法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归纳与综合，撰写合格的

实验报告，并进行科学交流和讨论。 

D 

课程目标与 

毕业要求的 

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掌握数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能够将其用于解决复杂

问题。 
课程目标 1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4.研究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问题进

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数据分析与解释，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课程目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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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人和团

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承担团队不同角色的

职责，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意识。 
课程目标 3 

E 

教学内容 

 

 

实践项目及内容 

学时分配 

实验、上机、

实训、线上教

学、研讨等 

合计 

绪论、误差理论：误差基础知识，误差的处理，直接测

量的数据处理，间接测量的数据处理，数据处理的几种

常用方法 
理论讲授 2 

长度的测量：用米尺测量长方体的长、宽、高；用游标

卡尺测量小圆管的高度及内外直径，计算小圆管的体积

及误差；用螺旋测微器测量小钢球的直径，计算小钢球

的体积及误差 

实验 3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用落体法测量金属圆环绕几何轴

旋转的转动惯量 实验 3 

弦振动的研究：观察弦振动时形成的驻波；改变频率或

张力，调节并测量驻波波长；验证弦振动的波长与张力、

频率的关系 
实验 3 

拉伸法测杨氏弹性模量：测定光杠杆的放大倍数；用拉

伸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弹性模量；用逐差法计算测量结

果 
实验 3 

*电阻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测定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

测定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测定小灯珠的伏安特性 实验 3 

双臂电桥测低电阻：分别测量金属棒（铝、铁、铜）的

直径；用双臂电桥测量上述金属棒的电阻 实验 3 

*霍尔效应及其应用：测量试样的霍尔电流和霍尔电压

关系，画 IH-UH 曲线；测量励磁电流和霍尔电压的关系，

画 IM-UH 曲线 
实验 3 

双踪示波器的调整及使用：熟悉示波器面板上不同旋钮

和按键的使用方法；调节示波器观察波形；利用示波器

测量电信号的电压幅度、周期和频率 
实验 3 

超声声速的测量：测量超声压电陶瓷换能器的谐振频

率；用驻波共振法和相位比较法测波长；根据以上的测

量求出空气中的声速，并和理论值相比较 
实验 3 

铁磁材料磁化特性的研究：用示波器测量软磁材料的基

本的磁化曲线和磁滞回线 实验 3 

光敏传感器光电特性的研究：测定光敏电阻和光敏二极

管的伏安特性和光照特性曲线 实验 3 

合 计 32 



 87 

说明：（1）《大学物理实验 B》在 1个学期内完成 10个实验，《大学物理实验 B（一）》

和《大学物理实验 B（二）》分 2个学期完成 10个实验，每个学期分别完成 5个实

验。（2）“电阻元件伏安特性的测量”和“霍尔效应及其应用”为选做实验，其余

9个实验为必做实验，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从 2个选做实验中任选 1个。 

F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自主学习    

G 

教学安排 

次别 实践名称 
支撑课程 

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 教学方式 

与手段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1 绪论、误差理论 1、2、3 

不确定度分析对数

据分析的严格要求 

间接测量量数据处

理的案例分析（误差

的传递与迭代放大、

控制精度） 

科学、严谨、

细致的工匠精

神 

辨 证 法 观 点

（ 整 体 与 局

部） 

课堂讲授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自主学习 

2 长度的测量 1、2、3 

基本仪器的使用和

物理量的测量 

数据处理（有效数

字、不确定度） 

科学观察 

实事求是 

认真严谨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3 
刚体转动惯量的

测量 
1、2、3 

设计实验方案时，忽

略轻质滑轮的影响，

抓住问题的主要矛

盾，忽略次要矛盾 

使用信息技术工具

处理实验数据 

矛盾论的思想 

创新思维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4 
拉伸法测杨氏弹

性模量 
1、2、3 

师昌绪院士为碳纤

维材料发展做出的

贡献 

用合理的方法寻找

望远镜中的“标尺

像” 

民族自信 

家国情怀 

创新精神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探究学习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5 弦振动的研究 1、2、3 

鱼洗 

在实验过程中团队

协作，共同完成实验 

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 

团队协作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探究学习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6 
*电阻元件伏安

特性的测量 
1、2、3 

实验操作的规范性 

遵守实验室的各项

规章制度 

良好的实验习

惯（个人修养）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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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7 
*霍尔效应及其

应用 
1、2、3 

薛其坤团队在实验

中观察到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 

开拓创新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8 
双臂电桥测低电

阻 
1、2、3 

电阻测量方法的发

展和选择 

精益求精 

实证求真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9 
双踪示波器的调

整及使用 
1、2、3 

示波器的测量及其

应用 

民族自信 

工匠精神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10 超声声速的测量 1、2、3 

认真观察、客观真实

记录数据，认真分析

实验结果，保证实验

过程的科学严谨，诚

实做人、认真做事

（敬业、诚信）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探究学习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11 
铁磁材料的磁滞

回线研究 
1、2、3 

司南与铁磁材料的

应用 

多种处理数据方法

的比较 

文化自信 

科学思维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12 
光敏传感器光电

特性的研究 
1、2、3 

光敏传感器实现自

动化控制案例 
科学思维 

课堂讲授 

课堂示范 

问题导向

讨论实操 

分组合作 

自主学习 

H 

评价方式 

评价项目及配分 评价项目说明 
支撑课程

目标 

实验预习（20%） 
明确实验目的，理解实验原理，知道实验内容

与实验方法，正确设计数据表格 
1 

实验操作（50%） 掌握实验方法，操作无误，实验数据记录正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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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及实验报告

撰写（30%） 

实验数据分析与处理正确，实验结果和误差分

析完整，实验思考题回答无误 
3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黄思俞等.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 

[2]杨述武.普通物理实验(1)(2)(3)(4)(第 5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2016、2018. 

[3]黄志高.大学物理实验(第 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4]刘栓江,李现常.普通物理实验[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5]是度芳,贺渝龙.基础物理实验[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6]沈元华.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J 

教学条件 

需求 

1. 实验室设备种类和台套数应充足，以满足实验教学的要求。 

2. 配备高清摄制设备，以强化实验演示效果。 

3.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应保持通畅稳定，附加企业微信平台，以满足开展网络教学

条件。 

K 

注意事项 
G项的教学进度可根据不同班级的课程安排和学生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2.评价方式可参考下列方式： 

(1)操作考试：平时操作、期末考试 

(2)实作评价：实验报告、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1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年 2月 5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