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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电磁学与电动力学》教学重难点的基础上,将过程性考核引入《电磁学与电动力学》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对过程性考核的目标、考核指标及评分标准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对教学效果进行了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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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学与电动力学》课程是电子科学与技术、

应用物理学、材料物理等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它系统

阐述了电磁场的基本理论.课程内容侧重于理论分

析,系统性强,逻辑严谨,与其他工科课程相比,教学

难度大,学生不易理解掌握.将过程性考核引入其教

学过程后,教师可以通过各种考核结果了解学生学

习情况,及时对教学内容及教学重点做出调整,达到

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

1 《电磁学与电动力学》教学目标及课程重难点

1998年教育部对专业目录进行较大调整,专业

内涵扩大,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微电子技术、光电子

技术、物理电子技术、光电子与物理电子技术5个专

业合并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哈尔滨理工大学为

了适应宽口径教学的需要,通过设置平台课覆盖原

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实验,基础课和专业基础学时大

幅度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课程组在1999年通过整

合《电磁学》和《电动力学》课程教学内容,将两门课

合并为一门,将各72学时的电磁学和电动力学课程

整合为96学时,同时体现出更强的衔接性[1].随着

学校教学改革的推进,教学大纲不断得到改进与完

善,2010版教学大纲中的电磁学与电动力学课程缩

减为72学时,并增设了12学时的实验教学,使学生

可以更直观地理解电磁场的一些基本属性.

1.1 教学目标

《电磁学与电动力学》是物理专业的一门重要

基础理论课,其教学目标包括以下3个方面:

(1)掌握电磁现象的基本概念、实验定律及电

磁场的运动规律;

(2)在掌握电磁学、电动力学各部分内容的内

在联系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了解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加

深对电磁场物质性和时空概念的理解,为后继专业

课的学习奠定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电磁场的基本运

动规律、电磁场与带电体系的相互作用等理论有一

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深刻理解电磁场理论在信息时

代的重要作用;通过与其相配的实验,进行基本技

术、方法和手段训练,为学习后续课、新理论、新技术

和进行其他实验与研究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1.2 教学重点

本课程由电磁实验现象及规律、电磁场理论和

狭义相对论等内容组成,分为12章:静电场的基本

特征、静电场中的导体和电介质、稳恒电流、稳恒磁

场、电磁感应和暂态过程、磁介质、电磁现象的普遍

规律、静电场的求解方法、静磁场的求解方法、电磁

波传播、电磁波辐射、狭义相对论.其知识点和对应

学时如表1所示.
表1 知识点及对应学时

知识点 学时

静电场规律及求解方法 20

静磁场规律及求解方法 14

电磁感应和暂态过程 4

电磁波的传播与辐射 14

狭义相对论 8

  其中,静电场规律及求解方法、静磁场规律及

求解方法、电磁波的传播与辐射是教学重点.静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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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包括库仑定律、积分及微分形式的高斯定理、静

电场的散度与旋度,静电场的求解方法包括高斯定

理、分离变量法和镜像法.静磁场规律包括电荷守恒

定律、毕奥 萨伐尔定律、安培环路定理、磁场的散度

和旋度,静磁场的求解方法包括安培环路定理、利用

矢势求解及分离变量法.电磁波的传播包括真空中

的电磁场波动方程、时谐电磁波、平面电磁波、谐振

腔、波导等内容,电磁波的辐射包括规范变换、达朗

贝尔方程、推迟势和电偶极辐射.

1.3 教学难点

《电磁学与电动力学》课程是对电磁学及电动

力学的整合,电磁学部分的教学内容以高中所学物

理知识为基础,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而电动力学部

分的教学内容以矢量分析和数学物理方程为基础,

教学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电动力学部分的内容不易

理解和掌握,因此教学难点集中在电动力学部分,如

麦克斯韦方程组推导、电磁波波动方程推导、利用分

离变量法求解静电场及静磁场、狭义相对论等.
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时,教学过程的重点在于教

师讲解的过程,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有限,教师得到

反馈的渠道仅仅只有作业和课堂表现,而且反馈回

来的信息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对所讲授内容及

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想要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

增加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采用多种考查考核

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想要提高学生对课程内

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就必须对教学方式做出改进.

2 过程性考核目标及方法

科学有效的考核方式能够客观有效地检验学生

掌握所学知识的程度和相关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

能力,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近年来,

国内高等学校在培养目标、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

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过程性考核随之产生.过程

性考核,是对学生学习知识过程、掌握知识过程和综

合应用能力形成过程的全程监督和评价,是改进课

程考核的重要措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

用[3~5].
将过程性考核引入《电磁学与电动力学》课程

的教学过程中,就是为了及时掌握学生的知识点熟

悉程度、易错点和难点,对学习过程进行长效监督和

评价,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
《电磁学与电动力学》课程的过程性考核包括

出勤、课堂表现、随堂测试、作业及单元测验,考核标

准及分值如表2所示.
表2 过程性考核指标及分值

考核指标分值 评分标准

出勤 20
每缺席一次扣一分,
出勤成绩为零时,

不允许参加期末考试.

课堂表现 10
主动回答一次问题
且答案正确得一分,

连续两次被提问都不能正确回答时扣一分

随堂测试 20
对重难点内容进行随堂测试,
每次随堂测试成绩按百分记,

将所有随堂成绩求均值后乘以20%

作业 10
每章留1~2次作业,

每次作业成绩按百分记,
将作业成绩的均值乘以10%

单元测验 40
共举行4次单元测验,

每次单元测验成绩按百分记,
单元测验成绩的均值乘以40%

  所有过程考核的总分为100分,过程考核分值

向出勤、课堂表现及单元测验适当倾斜,因为出勤及

课堂听讲状态代表的是学习态度,是保证学习效果

的最基本条件,而单元测验成绩体现了学生一个阶

段的学习效果,单元测验可以督促学生及时进行知

识的总结和复习.随堂测试和作业是为了对学生的

学习态度、学习效果有一个持续的监测过程,教师可

以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可以对一些

难理解的内容及时进行二次讲解,对一些易出错的

地方及时进行纠正、强调.
下面对各考核指标的考核形式进行说明.出勤

指上课出席情况,每缺一次课出勤分扣一分.课堂提

问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基本知识和理论,主要目的是

为了提高学生听课注意力.随堂测试的内容侧重于

每节课新讲的概念、公式、解题方法,进行随堂测试

有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知识、新方法.作业从教材的

配套习题中挑选,通过做作业的过程使学生掌握解

题思路、解题方法.单元测验是对一个阶段所学知识

点的检查,题型可涵盖填空、判断、选择、计算及论述

题,督促学生及时对所学知识进行复习与总结.

3 过程性考核效果分析

在对2014级电子科学与技术系的《电磁学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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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课程实施过程性考核后,学生学习积极性

及课堂听课效果明显提高.课堂提问和随堂测试增

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教与学的过程互有反馈.随
堂测试时,教师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个人的知识点掌

握情况,对于一些理解能力较差的同学可以及时进

行单独辅导及沟通.通过增加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可
以增进师生感情,间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作业的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课堂中讲授的解题 + 方法,

作业的完成情况、正确率可以间接的反映出学生的

学习态度是否认真、解题方法是否掌握.通过对学生

的课堂表现、随堂测试和单元测验的表现进行跟踪

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学生学习状态的变化,对学生给

予必要的鼓励和奖励.与2013级与引入过程性考核

时的课堂和作业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引入过程性考

核后学生学习主动性明显增强,听讲及作业认真态

度有所提高,知识点掌握率得到提升.可见,过程性

考核是进行课程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学习效果

的重要手段.

4 存在问题及改进方向

将过程性考核引入《电磁学与电动力学》课程

教学过程后,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升,但是也引入了

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例如,随堂测试需要占用课堂

讲课时间,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对随堂测试的内容及

形式进行精心设计,并严格控制随堂测试的时间,否
则将会影响整个课程的教学进度.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必须及时对随堂测验的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并
依此调整后续课程的内容与重点,及时发现问题并

解决问题才能保证教学过程的有序进行.此外,单元

测验的内容及形式也是需要进一步作出改进的地

方,通过合理设置单元测试的题目类型及内容,使得

单元测验在检验学习效果的同时,帮助学生完成知

识的归纳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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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eachingimportantand difficultpoints of <Electrodynamicsand

Electromagnetism>,proceduralassessmentisintroducedintheteaching processof <Electrodynamicsand

Electromagnetism>course.Thispapermadeadetaileddescriptionofproceduralassessmenttarget,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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