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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B》课程教案(课时备课) 

课程 

名称 
大学物理 B 

课程编号  学时分配 考核方式 

学    分 5 讲课：80 

实验： 

上机： 

考试(√ ) 

考查(  ) 
课程

类型 

必修 学科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 ）；实践教学（ ） 

选修 专业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 

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授课班级  17电气 1、2、3、4 班 

教师 叶凡 职称 副教授 学位  学士 

教材

名称 

大学物理学（上），大学物理学

（下） 
作者 叶凡 

出版社及 

出版时间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

社，2015年出版， 

参考 

资料 

1大学基础物理学（第二版）上

下.  

2普通物理学(第六版)上下.  

3物理学(第五版)上下 

4大学物理学（第三版）上、下  

作者 

1 张三慧 

2 程守洙;江之

永 

3 马文蔚等. 

4赵近芳 

出版社及 

出版时间 

1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2007.3“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2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06.12. “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06.8 

4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社. 2011.12. “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大学物理 B》课程教案(课时备课) 

教学 

目的 

要求 

 

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

课。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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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 

大学物理课程在为学生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

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有比

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大学物理的各个教学环

节中，都必须注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实现知识、能

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在大学物理课的各个教学环节中，要注意对学生进行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作风和

科学的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训练；要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初

步获得应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 

    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还应注意发挥本课程在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所起的

作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初步具备以下能力： 

1 能够独立地阅读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教材、参考书和文献资料，并能理解其主要内容

和写出条理较清晰的笔记、小结或读书心得；通过大学物理学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对课程中

的基础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有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并具有初步应用

的能力。 

2 了解各种理想物理模型并能够根据物理概念、问题的性质和需要，抓住主要因素，略去次

要因素，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合理的简化。 

3 会运用物理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计算或估算—般难度的物理问题，并

能根据单位、数量级与已知典型结果的比较，判断结果的合理性。 

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颁布的大学物理教学指

导意见，结合我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特色，充分考虑科技发展的特点制定每学期教学计划，

并按教学进度完成教学任务。按大纲要求组织命题考试，试题有较宽的知识面，有不同的题型，

有合适的题量，考试内容既有物理概念的理解、也有物理规律的应用，既考核学生的物理知识，

也考核学生的能力。课程成绩由考试成绩、平时成绩综合评定，引导学生关注的不是考试的分

数，而是物理的学习过程；考试完毕，针对学生考试情况，做出试卷分析。 



《大学物理 B》课程教案(课时备课) 

教学 

重点 

难点 

质点运动学：重点：运动学中的两类问题。难点：矢量及其计算。 

质点动力学：重点：动量定理、动能定理及守恒律。难点：惯性力、保守力、内力的功。 

刚体力学基础：重点：刚体定轴转动的转动定律。难点：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及计算 

气体动理论基础：重点：能量均分定理，理想气体的内能。难点：分子的平均碰撞次数及平均

自由程。 

热力学基础：重点：热力学第一定律及等值过程的应用。难点：可逆过程。 

静电场：重点：高斯定理及其应用。难点：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的关系。 

稳恒磁场：重点：安培环路定理及应用，安培定律及其应用。难点：毕奥－萨伐尔定律及应用，

有磁介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 

电磁感应：重点：电磁感应现象、楞次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及其应用。难点：感生电场

及其性质，涡电流 

光的干涉：重点：等倾干涉及其应用、等厚干涉及其应用。难点：干涉明暗条纹的位置。 

光的衍射：重点：光栅常量、明纹条件、缺级。难点：光的衍射现象。 

光的偏振：重点：线偏振光和部分偏振光；透振方向、马吕斯定律。难点：双折射现象、寻常

光和非常光。 

授课时间 2017~2018学年第 1学期  5 周~18周    6学时/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