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

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大中物理教育衔接工

作委员会教学研究课题的申报通知 

                                   大中衔委字[2023]01 号 

各学校： 

为进一步做好我国大中物理教育衔接工作，推动大中物理教育衔接的研究、改革与实践，

充分调动广大物理教师开展大中物理教育衔接的教学研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经过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大中物理教育衔接工作委员会研究

决定，从 2021 年起设立大中物理教育衔接研究课题。现将 2023 年度的大中物理教育衔接研

究课题立项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主题 

2023 年度开展大中物理教育衔接研究课题的研究范围和要求如下： 

1.新高考背景下物理教育情况调查研究 

背景和要求：随着各省市新高考方案的推出，高校面临新高考背景下新生大学物理教学

如何开展的问题，所以需要进行新高考背景下的调查研究，分不同高校层次调查新高考背景

下大学新生进校后物理背景分布情况，调查在新课改背景下各省市出台的物理高考选考的考

试标准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搜集、整理，提出有利于高校人才培养

和大学、中学物理教育的建设性建议。 

2.面向高考时没有选考物理的理工科学生的《大学物理基础（预科）》课程的教学研究

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在新高考背景下，不少高考时没有选考物理的理工科学生进入大学物理课

程学习。为了弥补这些学生物理知识和能力的短板，许多高校面向高考时没有选考物理（或

物理基础比较薄弱）的理工科大一学生开设了《大学物理基础（预科）》课程。大学物理预

修课程开设主要是做好中学到大学的物理教育的衔接工作。要求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模式、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课程思政等进行研究，并开展相应的教学实践。 

3. 面向高中学生的《大学物理先修》课程的教学研究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大学物理先修》课程是把《大学物理》课程从大学延伸到中学，主要是

面向优秀高中学生开设。目前，已经有不少高校在开展了这方面工作。要求对这门课程的教

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程思政和教学管理等进行研究，并开展相应的

教学实践和推广工作。 

4. 民族班《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研究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由于民族班学生的物理基础参差不齐，大多数学生物理基础较差，其大学

物理课程教学存在许多困难。要求深入研究民族班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课程思政等，加强与高中物理的衔接。 



5. 中本贯通《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研究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部分省市涉及到中本贯通物理课程，这些学生是初中物理基础，其大学物

理课程教学存在许多困难，所以做好在初中物理基础上的与大学物理课程之间衔接。要求深

入研究中本贯通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课程思政等，

提高中本贯通《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质量。 

6.《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大中物理教学衔接的研究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物理实验一直是中学物理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不少中学生只是听老师讲

实验，而不是做实验。这样，对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带来许

多问题。所以，如何做好大中物理实验教学衔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求深入研究如

何做好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大中物理教学衔接工作，引导相关高校开设《大学物理实验基础

（预科）》课程，研究其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课程思政等；引导各

中学扎实进行中学物理实验教学，同时面向中学生开展虚拟仿真物理实验教学。 

7．参加物理学科竞赛的优秀中学生培养的研究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面向中学生开展奥林匹克竞赛等物理学科竞赛，是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是大学物理和中学物理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要求从大中物理教育衔接的视角，深

入研究通过中学生物理学科竞赛培养优秀学生的途径和方法，同时通过“竞赛搭台，教学唱

戏”，进一步深化高中物理的教学改革。 

8．新高考和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物理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新高考和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物理教育教学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存在着物

理教学的“痛点”。要求从大中物理教育衔接视角，深入研究高中物理课程教学模式、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课程思政等，提出解决这些“痛点”问题的方法，着力提高中

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和物理核心素养。 

9．面向学生和社会公众的物理科学素养和科普教学的研究和实践 

背景和要求：学生和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科普教育关系到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大学

物理与实验课程教育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目前，有许多高校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要求面向大中学生和社会公众，着力研究做好物理科学素养和科普宣传工作，研究利用各学

校物理实验中心的教学资源，开展演示探究性物理实验等开放工作，研究提高公众的物理科

学素养和进行科普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二、申报要求及其注意事项 

1.课题申报的基本条件 

（1）申请课题内容与工作目标符合当年度的课题的立项指南和要求。 

（2）申报课题须经学校（院系和教务部门）的审核、推荐。 

（3）课题负责人一般为我国高等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正式编制人员。如外聘教师或兼职

人员作为课题的主持人申请课题，课题负责人应与所在校内单位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约定有关研究成果的归属和分享办法。 

2. 课题鼓励自主研究，注重实践，加强辐射，推动共享。为保证课题研究的先进性和示

范性，课题立项采用"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 

3.课题资助经费由申报学校自行解决。 

4.课题采用限额申报，每个学校原则上推荐申报不超过 1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