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物理 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大学物理 C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University Physics C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64/4/4 其中实验学时：16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授课时间：[1-17周] 周二第 1-2 节、周四第 1-2

节（实验时间视实验室具体情况安排）
授课地点：7B-312，物理实验室

授课对象： 2018环境工程 1-2班

开课院系：电子工程与智能化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王春华/讲师

联系电话：13735805776 Email: wangch0515@163.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每次发放作业

或课堂测试时，采用集中讲解方式。3、周二、四下午无课时，8B113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使用教材：《简明物理学教程》，王尊志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教学参考资料：1)《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第三版，马文蔚，高等教育出版社

2)《普通物理学》第六版，程守洙，江之永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简介：大学物理 C是高等教育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旨在使学生在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和

研究自然方面增加一些系统性的基础物理知识。主要内容涵盖力学、电磁学、波动光学等几大部分，

是我校理工类非电子类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也是本科生加强系统实验方法和实

验技能训练的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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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一个应用型高级人才所必备的。

课程教学目标：

1.通过大学物理 C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必

要的物理基础知识并了解当前的物理学新成就。学习

的主要知识点包括：力学、静电场、稳恒磁场、电磁

感应和波动光学等。

2.实现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逐步掌握科学的学习

方法，阅读并理解相当于大学物理水平的物理类教材、

参考书和科技文献，不断地扩展知识面，增强独立思考

的能力，更新知识结构。

3.提高分析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物

理问题的特征、性质以及实际情况，抓住主要矛盾，进

行合理的简化，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并用物理语言和

基本方法进行描述，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和研究方法进

行分析、研究。在此训练过程中提高思维能力。

4.通过学习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物理学的发展历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授

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学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运用数学、物理、化学、化

工基础科学理论和工程知识的能力。

■核心能力 2. 设计与执行实验与仪器操作、

分析与解释实验数据的能力。

□核心能力 3. 运用特定领域之专业知识以

进行策划及执行专题研究能力。

□核心能力 4. 具备工程设计方法与管理的

能力并运用于工程实务之能力。

□核心能力 5. 具备项目管理、有效沟通与团

队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 6. 运用基础理论以创新思考及

独立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 7．具备英语听说和读写能力，



史以及物理学家的成长经历等，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

世界观，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探索精神、创新欲望

以及敢于向旧观念挑战的精神。

了解化工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

并培养持续学习、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核心能力 8．理解工程伦理，及安全、卫

生、环保等社会责任，具备良好的国际视野。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1
绪论；质点运动

的描述
4

绪论；了解物理模型的建立；学会矢量运算；掌握

描述质点运动的物理量

讲

授

1-3

1-4

2
曲线运动；牛顿

定律
4

了解抛体运动，掌握圆周运动的描述方法；掌握牛

顿运动定律及其应用

讲

授
2-3

3
功、能及其守恒

定律
4

了解功、能的定义，理解动能定理及机械能守恒定

律

讲

授
2-6

4

动量定理及动量

守恒定律；刚体

的定轴转动

4
理解动量定义，掌握动量定理及动量守恒定律；了

解刚体与刚体的运动，理解定轴转动定律

讲

授

2-13

3-2

5
机械振动；机械

波
4

掌握简谐振动的规律与描述方法；掌握机械波的描

述与波动方程

讲

授

5-2，5-3

5-6，5-7

6 静电场的描述 2 了解库仑定律，理解电场强度和电通量
讲

授
----

7
静电场的基本规

律
2 掌握高斯定理及其应用

讲

授

8-6，8-7

8-8

8
电场力的功，电

势
2

理解电场力的功，理解静电场的环路定理，理解电

势能与电势

讲

授
8-10

9
恒定磁场的产生

与描述
2

理解磁场、磁感强度和磁通量；理解毕奥－萨伐尔

定律

讲

授
10-2

10
恒定磁场的基本

规律
2 掌握安培环路定理

讲

授
----

11
恒定磁场的基本

规律
2 掌握安培环路定理应用

讲

授
10-9

12
磁场对载流导体

的作用
2 了解安培定律和洛伦兹力

讲

授
---

13
磁场对运动电荷

的作用
2 掌握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

讲

授
---

14 杨氏双缝干涉 4
理解相干光概念，掌握杨氏双缝干涉，理解光程与

光程差，理解薄膜干涉

讲

授
12-1

15 光的衍射 4 了解光的衍射现象，理解惠更斯-菲涅尔原理，掌 讲 12-10



握单缝夫琅禾费衍射 授

16
光栅衍射；光的

偏振
4

理解光栅衍射及其规律；理解偏振现象，掌握马吕

斯定律和布儒斯特定律

讲

授

12-16

12-17

合计： 48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型（验证/综合/设计）
教学

方式

8 实验安排及要求 1 实验安排；误差处理 验证 讲授

9
基本测量仪器的

使用
3

仪器的使用及测量误

差分析
验证 实验

10 惯性秤测量质量 3
惯性秤的使用；数据拟

合与误差处理
验证 实验

11
用超声波测量声

速
3

示波器的使用，波的相

位和波的干涉
综合 实验

12 霍尔效应 3 霍尔效应；对称测量法 验证 实验

13
光栅衍射光谱及

光波波长的测定
3 光栅衍射 验证 实验

合计： 16

说明：1、由于实验设备台套数限制，上机操作期间，学生将分成 5 组同时开展 5 个实验项目的教学；

2、具体的实验开始时间以实验室安排为准。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平时成绩 作业 5%

实验（实训）

每次实验均按预习、操作、实验报告等三个环节考查；未完成

全部必做实验并提交实验报告的学生，不能参加期末考试，该

门课程的总成绩以零分记。

15%

期中考试 评分标准 20%

期末考试
评分标准

（平时考勤缺席 3次者，不能参加期末考试）
60%

大纲编写时间：2019-03-02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

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

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

部分复制（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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