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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学校和学院的领导下，我院教学

督导组以四川大学本科教学督导条例为依据，以关注教学质量为中心，本学期在加强本

科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青年教师培养等方面深入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发挥了督导

组的作用。 

一、开展了巡教、期中和期末巡考工作，遇到问题及时反映，协助解决 

二、听课 

本学期共听课 15 门，4 位督导员平均每位听课 37 学时。 

重点听了以下几类课： 

2.1，选课学生人数众多且来自多个专业重要基础课，如“大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实验。

本期共听公共基础课 118 学时，占听课总学时的 79.9%； 

2.2 青年教师首次开的课和教学计划中新增加的课； 

2.3 学生反映教学效果好和教学效果差的课； 

根据听课情况和学生的反映，大多数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基本正常，教学效果都是

好的和比较好的。 

三、课后分析和讨论 

   听课后，督导组对听课情况和学生的反映进行了认真分析，与 13 位任课教师进行了

比较深入地交流和讨论。分别就课程内容和方法，教材建设，实验，青年教师成长等问

题个别或以会议形式进行了研讨。 

   对学生反映好的课，则鼓励和帮助教师更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创造更好的业绩。例

如：我院林方等三位青年教师，教学工作兢兢业业，教学效果好，深受学生欢迎。督导

组为了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建议他们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竞赛。经过多次

的研讨和试讲，林方老师参加了竞赛并获得四川大学第二届探究式-小班化教学竞赛三

等奖。 

对于学生反映较差的课，督导组在听课后与授课老师仔细切磋教学内容和方法或召

开学生座谈会，听取意见，帮助其积累教学经验，提高教学水平.。 

四、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大学物理实验》课的教学是关系本科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 

（1）《大学物理实验》课是本科生进入大学后的第一门实验课，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

训练，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素养的一门不可或缺的基础课。在创建高水平大学和培养

高素质人才中具有重要作用。 

（2）我院《大学物理实验》课具有以下特点，使其提高教学质量的任务十分艰巨。 

、选课学生专业面宽、人数多。本期该课程共计有来自物理、化学、生命科学、

电子信息、高分子材料科学、建环、轻纺与食品等 14 个学院数十个专业 4369 名学生选

课。 

、不同专业学生的物理基础和对本课程的要求差异较大。 

、实验课选题面广、任课老师多，选题涵盖了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及原子

物理。2017 年春季授课老师多达 17 位，各位老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也不尽相同。 

④、在教学计划中该实验课与大学物理的理论教学脱节，有的专业甚至不学大学物

理就直接选修大学物理实验，致使老师讲解费劲，学生理解困难。 

因此，今年第一次（2 月 24 日）院督导组会议就将《大学物理实验课》教学情况调

研列为 2017 年春季督导工作的重点。在学院领导的指导及大学物理实验中心领导和老

师的支持下，督导组于 2 月底至 5 月对《大学物理实验（基础）》课的教学现状进行了

调研。 

1.1，调研方法 

（1）随机听课 

2 月 27 日，28 日督导员随堂听了邹旭敏等三位老师分别讲授的实验课绪论《测量

不确定度及数据处理》共 9 学时。 

3 月 14 日—4 月 10 日随机听了雍志华、胡险峰、何原等 10 位老师上的《用扭摆法

测刚体转动惯量》、《模拟示波器》、《迈克耳孙干涉仪》等全部（8 个）基础实验共 16

学时。全程跟踪了《光电效应和普朗克常数的测定》等实验课堂教学。抽阅了部分实验

教材。 

（2）通过座谈，听取学生意见 

4 月 10 日，4 月 26 日两次在督导组会议上研究了座谈会内容及调研提纲。5 月 9

日邀请了刚下课的轻化工与食品科学工程、核工程、微电子学、物理学、纺织工程 6 个

专业 30 名学生，就对实验课的期望、收获、完成情况及建议等发表了意见。 

（3）通过会议和个别访谈，听取任课老师意见 



     ①．3 月 8 日督导组听取了大学物理实验中心负责人程艳副研究员，郝彦军副教授

关于《大学物理实验》课的组织管理、运行情况和困难的介绍。增强了进一步调研的针

对性。 

②．在听课期间，利用课后时间对胡险峰、何原等老师进行了访谈，听取了他们

对本课程的意见。 

③．6 月 5 日督导组与程艳，郝彦军、邹旭敏、梁小冲、穆万军 5 位老师交流了调

研情况。督导组刘彦允老师详细介绍了督导组随机听课的总体印象，学生及教师的意见

和我们的建议。大家对建议的可操作性进行了讨论。会后郝彦军、王维果老师已对关于

增加课堂预习的建议进行了尝试。 

 

1.2，总体印象 

（1）《大学物理实验》课的教学管理和运行比较规范，有效 

大学物理实验中心不仅对《大学物理实验》课教学的每个环节（预习、课堂讲授、

实验指导、数据处理、报告批改及收发等）都有明确要求且具有可操作性。对师生的课

堂纪律也执行了严格规定。课堂纪律良好，除个别学生在老师讲授时玩手机外，绝大多

数都能认真听讲。尚未发现早退现象。 

实验课使用正式出版的教材，实验仪器准备完备,能保证实验使用。尽管每期学生



多达数千人，基础实验仍坚持实现了一人一套仪器，独立操作完成实验。 

（2）任课老师认真负责 

   通过听课，我们感到任课老师熟悉教学内容和仪器使用及学生实验中容易出现的问

题。课堂讲授均备有 PPT。讲授中不仅讲清了实验原理，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绝大数

老师还结合选题，从探究的角度，向学生扩展介绍了实验原理涉及的物理现象或规律（如

光电效应）的发现历史、意义以及应用等，以期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其科学精神。 

有的老师还注意了因材施教。针对学生的专业，选择讲解的侧重点。如对电气和计

算机专业的学生介绍仪器的操作时，还特别讲了仪器内部的结构及其作用。 

老师均注意了课堂管理。坚持了对预习报告和实验数据的检查制度。有的老师还对

预习中的问题进行了集体讲解。 

在学生实验过程中，老师都能坚持全程巡回，耐心指导。学生实验结束，老师都一

一检查确认，保证学生在课堂上获得正确的实验结果，对错误或偏差较大的实验结果均

要求学生立即重做，即使到了下课时间，只要学生没做完，老师都没离开。 

（3）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是实验课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任务，也是实验课与理论课的主

要区别。但我们在查阅教材和听课中感到对实验技能的要求不够突出和明确。 

（4）教学效果良好 

座谈会上大部分学生反映做了实验很有收获。有的说“通过这个课对实验更有兴趣

了”。“预习时对原理不理解，只有抄书。做完实验，就容易理解了”。“不做实验只看书

不行”。轻化工专业的一位学生说“做了实验平时看到光，就会想到做过的光学实验有什

么现象，很有成就感”。还有一位同学说“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很酷，很炫。我自己做些

波形叠加，挺好玩的。用看似不规律的数据得到规律的波形，我就想为什么？”。 

1.3，几点建议 

（1）充实，更新实验内容 

①.在教材、每个实验的教学大纲及课堂讲授中明确对实验技能的具体要求。并研究

制定相应的考核方法。 

②.可适当增加一点选作内容，供有兴趣和余力的学生在完成实验基本要求后选作。 

③.有计划的逐步更新一些陈旧的验证性实验。在现有基础上开设一些反映现代科技

成果的实验。 

（2）加强预习环节的指导 

    根据座谈会上约 50%的同学反映仅看书预习，对教学内容理解有较多困难的情况，



建议： 

①.制作实验视频，引导学生在看书的基础上利用视频预习。 

②.适当增加课堂上面对仪器，在老师指导下预习。 

（3）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①.鉴于本课程的教学是由多位老师共同完成的，因此更有必要开展教学交流与研讨。 

②.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任务重，教师少且年龄偏大，希望学院加大对大学实验物理教

师的引进或院内调整。 

（4）建议校教务处协调选修本课程的学院提出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的教学要求，以

便该课程的教学更有针对性。 

物理学院督导组 

2017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