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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物理方程课程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提高其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因该课程中有许多繁琐的数学推导，所得结论极其复杂，所以数学物理方程

也是师生们公认的一门“难教、难学”课程。针对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课程建

设进行了一些创新与改革。重点介绍了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及

其取得的成效。同时揭示了这些举措着实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深

入思考问题的能力和自觉高效的学习能力，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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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数学物理方程是数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也是工程专业的必修课。包括波动方程、热传导

方程、调和方程、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一阶偏微分方程组、广义解与广义函数解和偏微分方

程数值解七个部分
[1]
 。该课程主要研究具有物理背景的三大类偏微分方程，与其他数学分支、

物理学、材料力学、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时还含有贝塞尔函数、勒让德多

项式等广义函数
[2]
，因此该课程是一门“难教、难学”的课程。 

二、 教改措施 

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既保持教学内容的总体框架，又能使课堂充满生机与活力，是我们多

年在北京工业大学从事课程教学中一直在思考的课题。基于兄弟院校同行的一些教学改革经验，

我们对数学物理方程的教学方案与教学内容体系进行了调整，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学内容方面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筛选，简化了证明过程，详细阐明了结论，譬

如高维波动方程解的存在性定理。同时引入生活中的数学模型，将物理分析融入其中，培养学

生的建模能力。然后与学生一起讨论计算方法的构造过程，优化升级运行程序，提高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 

（二）、教学方法方面 

首先，建立课程微信群。其次，采取启发互动式教学。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去思考或分组

讨论，然后下一次课再逐步启发和引导学生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可以极大地督促学生去学

习，渐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我们还选取一些较容易的章节，如：二阶偏微分方程的化

简、分离变量等，让学生自己去预习，然后登台讲解，这样不但给学生锻炼的机会，而且激发

班上其他同学的学习热情，让大家觉得这门课程没有想象的难，增强学习信心。 

再次，采取黑板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相结合的方式来教学。板书推导给学生起到良好的示范

作用，同时多媒体形象地展现物理过程。如分析波动方程的级数解时，我们用多媒体将基准频

率的不同倍数的波叠加的过程展现出来，就会使学生有更深刻的印象，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3-4]

. 

（三）、评价体系方面 



我们将评价体系作了一些调整：首先将期末考试所占的比例降为 40%，其次增加期中考试，

占比 25%.然后是平时作业和考勤占 25%，为了学生能自主完成作业，在布置作业时我们控制了

数量与难度，并规定两次及以上不交作业者，平时作业成绩为零。最后是课程论文或读书报告

占 10%，我们查找和设计了一些数理方程模型，要求学生回去查阅相关资料，并运用所学的方

法来解决问题，然后写成小论文或读书报告. 评价除了注重期末考试外，还要扩展到整个教学

过程，加强了对教学过程的监控，能够更好发挥课程评价体系的功能
 [5]

． 

三、 结语 

通过近年来对数学物理方程这门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些初步探索，北京工业大学教学团队所

尝试的数学物理方程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是比较成功的．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不因课时的减少

而减少；课程在线资源的开发，让学生对课程的有整体把握，并随时自主学习；课程评价体系

的多样性，提高了学习效率；团队成员的整体教学水平得以提高，实现了共同进步。随着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改革要求在不断深化，对数学物理方程这门课程的教学要求也

在不断提高，我们仍需继续努力研究，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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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Mathematical physical equation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al 

course that cultivates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improves their ability to use 

mathematical tool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Due to the many tedious mathe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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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ations in this course, the conclusions drawn are extremely complex. Therefore, 

Mathematical physical equations are also regard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a "difficult 

to teach and learn" course. In response to some problems in current teaching, Some 

innovations and reforms have been made i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We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s i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s well as the results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revealed that these measures have 

truly improve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livened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cultivated their ability to think deeply about problems, and consciously and efficiently 

learn, achieving the expect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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