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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1》课程教学大纲（OBE 模式）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

大学物理 1/University Physics 1

2．课程代码

13208008

3．课程类别

数理基础课程

4．课程性质

必修

5．学时/学分

56/3.5

6．先修课程

微积分

7．后续课程

理工类本科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

8．适应专业

理工类本科各专业

二、课程的主要任务及目标

1．课程的主要任务

《大学物理》是一门以经典物理、近代物理、物理学在科学技术中的初步应

用为内容的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

通过该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有

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初步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培养学

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该课程的各个教学

环节中，应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努力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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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大学物理课程的开设，不仅对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十分重要，而且对学生毕

业后的工作和进一步学习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更新知识，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在教学中有机地结合讲授内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在动量守恒和反冲

应用的教学中，结合火箭发射模型，介绍我国科技先辈在艰苦条件下独立自主研

制和成功发射火箭、卫星的光辉事迹；通过对我国的探月工程和火星探测计划讲

解，使学生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前景和自己努力奋斗的方向。其次，从三峡工程

水利发电模型和超高压输电网建设作为切入点，讲授电磁感应定律和能量转化与

守恒定律。在相对论学习中，结合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和我国当前世界先进的核

反应堆技术，介绍质能关系，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社会和国家。

教学中注意加强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创宽松、和谐、民主的课堂教学氛围，

诱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求新的精神。创设教学情境，

注重学生求异思维的训练。求异思维是创新思维形成的主要形式。教师要善于抓

住时机，创设能激活学生思维的教学情境，鼓励学生发表与众不同的看法。有批

判才有创新，教师在平常的教学中，要训练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向老

师说“不”，敢于向权威说“不”。教师扮演的角色要发生转变。要充分尊重学

生，老师不但要尊重学生的人格，而且要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

2．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物理学中有关力学（包括相对论力学）、振动与波、热学

的基本概念和定义；

课程目标 2：掌握微积分在物理中的应用，使学生初步具备运动学和力学建

模能力、科学分析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工程实际的能力。

三、课程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

号

知识单

元/章节 知识点 教学要求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1 第一章

位置矢量、位

移、路程、速

度、加速度等、

圆周运动。

1. 掌握：位置矢量、位移、路程、速度、加速

度等基本概念。

2. 掌握：用求导法由已知的运动方程求速度和

加速度。

3. 理解：用积分法由已知质点的速度或加速度

求质点的运动方程。

4. 掌握：圆周运动的角速度、角加速度、切向

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6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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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牛 顿 运 动 定

律、常见的力，

质点动力学，

受力分析。

1. 理解：牛顿运动定律的基本内容。

2. 掌握：重力、弹性力、摩擦力、万有引力等

的规律及计算方法。能够解决一维变力作用下

简单的质点动力学问题。

2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3 第三章

动量、冲量，

动量定理、动

量守恒定律，

力矩，角动量，

有心力、角动

量定理、角动

量守恒。

1. 掌握：动量定理和动量守恒定律，能够求解

平面运动问题。

2. 掌握：动量、冲量、角动量和力矩的基本概

念。

3. 理解：质点的角动量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6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4 第四章

功、保守力、

动能、势能、

机械能，功能

原理，机械能

守恒定律。

1. 理解：保守力、非保守力、势能的概念。

2. 掌握：变力做功、保守力做功的计算。

3. 掌握：动能定理、保守力做功、势能、功能

原理和机械能守恒定律。

6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5 第五章

转动，角量描

述，转动惯量，

刚 体 转 动 定

律，角动量守

恒，转动动能。

1. 掌握：刚体运动的描述平动与转动。

2. 理解：转动惯量的概念。

3. 掌握：刚体定轴转动定律及应用。

4. 理解：力矩的功、质点和刚体对固定轴的角

动量。

5. 掌握：应用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

6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6 第六章

相对性原理、

光 速 不 变 原

理、洛伦兹变

换，相对论时

空效应，质速

关系，质能关

系式。

1. 理解：爱因斯坦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

理。

2. 掌握：时间延缓公式和长度收缩公式的应

用。

3. 理解：相对论质量、动量、动能、能量等概

念。

6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7 第七章

简 谐 运 动 特

征，相位、相

位差，振动速

度、加速度，

振动能量，振

动合成规律。

1. 掌握：简谐运动的基本特征和表述、振动的

相位及相位差的物理意义。

2. 掌握：简谐运动的旋转矢量法，并能熟练应

用解决具体的简谐振动问题。

3. 理解：简谐运动过程中能量的转换过程以及

振动能量与振幅的关系。

4. 掌握：同方向、同频率简谐运动的合成规律。

5. 了解：拍现象及方向相互垂直简谐运动的合

成规律。

6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8 第八章

平面简谐波及

相关参量，波

的 叠 加 及 干

涉，波的能量。

1. 掌握：平面简谐波波函数的建立方法，波函

数代表的物理意义。

2. 理解：惠更斯原理。

3. 掌握：波的干涉原理和干涉加强、减弱的条

件。

4. 了解：波的能量的传播和变化，能够明确波

的能量与振动能量。

5. 理解：驻波的形成条件和特点，建立半波损

8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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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概念。

9 第九章

理想气体的概

念，温度、压

强，自由度、

能 量 均 分 定

理，内能。

1. 了解：气体分子热运动的图像；

2. 理解：状态参量与理想气体的物态方程。

3. 理解：理想气体的压强和温度的统计意义。

4. 理解：能量均分定理，会计算理想气体的内

能。

4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10 第十章

准静态过程，

P-V 图，热量，

体积功，三个

等值过程，绝

热过程，卡诺

循环，效率，

熵增加原理。

1. 掌握：准静态过程、功、热量、内能等概念

及相应的计算方法。

2. 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能够计算理想气体

各等值过程和绝热过程中的功、热量、内能。

3. 理解：循环过程的意义，卡诺循环，能够熟

练计算热机循环效率。

4. 了解：制冷系数。

6

讲授

讨论

练习

1、2

四、课程教学方式

1．采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通过实践和自学获得自己想学到的知识。

2．在教学内容上，按照章节结构系统讲述，重点分析各知识点、定义、定理、

定律，强调知识的应用，与生活、工程相结合训练学生的物理模型的建立和知识

的应用能力。

3．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板书、教具教学相结合，提高课堂教

学信息量，增强教学的直观性。重视课后的习题练习，不定期讲解作业。

4．课内讨论和课外答疑相结合，每周至少安排一次进行答疑。

5．课堂教学中注重加强思政教育，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端正

学生的学习态度；

6．利用多种方式辅助物理教学，借助超星等网络平台建立线上课堂，上传各类

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途径。

五、课程的考核环节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一）课程的考核环节

1．课程考核环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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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考核方式为考试，闭卷。课程的考核以考核学生能力培养目标的达

成度为主要目的。在总评成绩中，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所占的权重分别为、，

其中、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分别定为 0.3 和 0.7。

2．各考核环节所占分值比例及考核细则

课程成绩构成及比例 考核环节 目标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对应的课

程目标

平时

成绩

平时成绩分，占总评

成绩的比例为



平时表现 100

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每章节知识

点的学习、理解和掌握程度；对各次作业、

出勤、课堂表现等综合评分，按百分制记作

平时成绩，按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1

考试

成绩

期末考试分，占总评

成绩的比例为

0.7

目标 1 试题 50

（1）卷面成绩 100 分，以卷面成绩乘以其

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课程总评

成绩。

（2）主要考核各个章节的概念理解及计算

应用能力。考试题型为：选择题、填空题、

计算题、简答题（或证明题）。

1

目标 2 试题 50 2

（二）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式

1．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公式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分标相关考核环节目标总总评成绩中支撑该分目

计算后的总得分标相关考核环节按权重总评成绩中支撑该分目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分）(该课程总评成绩总分

均值该课程学生总评成绩平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100


2．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方法

（1）课程目标评价内容及符号意义说明

字母 A、B1、B2 和 B 分别表示平时成绩、目标 1 试题、目标 2 试题和期末考

试的实际平均得分，其中，B= B1+B2；B1为期末考试中对应课程目标 1 的试题得

分，B2为期末考试中对应课程目标 2 的试题得分。

课程目标

评价内容

平时

成绩

期末考试
课程总评成绩

目标 1 试题 目标 2 试题

目标分值 100 50 50 100

学生平均得分 A B1 B2 A+（B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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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值计算方法

课程目标 考核环节 目标分值 学生平均得分 达成度计算示例

课程目标 1
平时表现 100 A

65
1 121 BA  

达成度课程目标

目标 1试题 50 B1

课程目标 2 目标 2试题 50 B2 50
2 2B

达成度课程目标

课程总体目标 总评成绩 100 A+（B1+B） 100
 )B(+A 2121 


B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

六、建议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郭凤岐 姜大华 张琳等.《大学物理》（上册）（第三版）.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二）主要参考资料：

[1] 程永进 龙光芝. 大学物理教程.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

[2] 张三慧 大学物理学（第三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

[3] 东南大学等七所工科院校. 物理学（第六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7 月。

七、其它说明

无

执笔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