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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教师关于各专业课课程建设的研讨

2022年秋季学期，物理系教师针对凝聚态物理理论、力学与理论力学衔接、

聚变物理与电动力学科教融合的议题分别进行了教学研讨活动。

理论物理中心凝聚态理论小组的教师和中心的其它专业方向的教师一道，就

固体物理课程与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的衔接问题进行了讨论。贺言老师首先提出，

固体物体课程的难点在于是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热力学等几门课程的第一次综

合应用，课程涉及内容多，深度广，学生很难接受。针对这个问题，李鹏老师建

议充分利用好课程中心这个网络平台，可以有效的补充课程相关内容留给学生自

习，同时可以设置小测试方便同学检查学习效果。此外，李鹏老师，还分享了他

在教学中的宝贵经验：让学生多动手，结合课程内容布置一些数值计算的题目，

比如利用Mathematica软件画各种晶格的能带结构，晶格振动方程进行离散化之

后数值解方程等，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也得到了直观的教学效果。聂文星老师

建议在固体课程中，适当介绍凝聚态物理的最新进展，因为历史的原因，这门课

程称为固体物理，随着学科的发展，凝聚态物理是这门课程更广阔的前景。建议

就魔角石墨烯、量子临界、中子散射和角分辨电子能谱等实验探测物质结构做简

单介绍，以激发学生兴趣和开阔视野。

力学与理论力学两门课程之间的教学内容衔接，以及课程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也是热门话题。研讨活动中老师们积极参与，热烈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认

为，在教学实践中应加强大一基础课程与大二、大三课程内容的联系，深入讲述

物理实验中总结的原理到抽象的理论模型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历史发展规律，结合

课程思政，让学生对似是而非的观点思想免疫，把科学思维分析问题的方法掌握

牢靠。课程考核应同时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掌握与具体问题中的应用两方面，按

章节知识点建立合理的核心例题与习题库，在过程考核中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

定期讨论学生考核中反映出的典型问题，调整教学进度与方法，从而能让学生在



期末复习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此次教学研讨简洁有效，各位老师分享了

教学过程中的经验，更加明确了教书育人的职责，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

基础。

聚变物理涉及磁约束聚变和惯性约束聚变，可控核聚变是国家能源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展示学科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同时，聚变物理涉及到的物理和数学相关学科较多，包括：电动力学、统

计物理、数学物理方法、理论力学等，因此对学生的数学物理素养有较高要求，

在教学过程中应积极引导学生补充相关知识，并对重要的基础知识做简要回顾；

另外，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和教学之间有一定跨度，如何引导学生顺利迈向研

究阶段是老师应该关注的问题，应鼓励学生多参加科研工作，多开展学习、学术

讨论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