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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2．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教高〔2012〕9 号）的学科门类分类（规范）填

写。综合类成果填其他。 

    3．成果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abcd，其中： 

    ab：成果所属科类代码：填写科类代码一般应按成果所属学科代码

填写。哲学—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

史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军事学—11,

管理学—12，艺术学－13，其他—14。 

    c：成果属普通教育填 1，继续教育填 2，其他填 0。 

    d：成果属本科教育填 1，研究生教育填 2，其他填 0。 

    4．推荐序号由 5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代码，按照附件 1

中各推荐单位代码填写，后三位为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5．申请单位需提供一个成果网址，将成果申请材料和认为必要的

视频及其他补充支持材料放在此网址下，并保证网络畅通。 

6．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7．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的日期;完成时

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的日期；实践检验期应从正式实施（包括

试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

间。 

8．本申请书统一用 A4纸双面打印（封面去掉“附件 3”字样），

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4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复印无效。 

9．指定附件备齐后合装成册，但不要和申请书正文表格装订在一

起；首页应为附件目录，不要加其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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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 果 简 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18年 

信息化背景下物

理系列课程的教

学模式创新与实

践 

吉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张汉壮等） 

（省级） 

吉林省教育

厅 

2018年 

信息化背景下物

理系列课程的教

学模式创新与实

践 

吉林大学教学成果特等

奖（张汉壮等） 

（校级） 

吉林大学 

2014年 

以物理学教育促

进多学科学生科

学素质培养的研

究与实践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张汉壮等）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年 国家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张汉壮） 

（国家级） 
中组部 

2016年 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崔田） 

（国家级） 
中组部 

2016年 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马琰铭） 

（国家级） 
中组部 

2017年 宝钢优秀教师奖 
特等奖（张汉壮） 

（省部级） 

宝钢教育 

基金会 

2017年 力学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教育部 

2015年 物理与人类生活 

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

课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教育部 

2014年 力学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教育部 

2016年 物理学导论 
中国大学 MOOC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教育部爱课

程 

2016年 物理 CAP力学 
中国大学 MOOC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教育部爱课

程 

2014年 物理与人类生活 
中国大学 MOOC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教育部爱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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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力学 
中国大学 MOOC 

（国家本科教学工程） 

教育部爱课

程 

2017年 物理学导论 
吉林省在线开放课程 

（省质量工程） 

吉林省教育

厅 

2017年 力学 
吉林省在线开放课程 

（省质量工程） 

吉林省教育

厅 

2017年 物理与人类生活 
吉林省在线开放课程 

（省质量工程） 

吉林省教育

厅 

2017年 

一种多功能型双

光束干涉演示实

验装置 

第十三届物理演示实验

研讨会优秀教学仪器奖

一等（省部级）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教

指委 

2017年 
中国大学生物理

学术竞赛奖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

赛奖三等（省部级） 

中国大学生

物理学术竞

赛组委会 

2016年 多功能型分光仪 

第九届全国高等学校物

理实验研讨会优秀教学

仪器奖一等（省部级）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大

学物理课程

教指委 

2015年 

吉林省大学生环

境创新科技竞赛

科技理念类 

吉林省大学生环境创新

科技竞赛优秀奖（省

级） 

吉林省科学

技术厅 

2015年 
法布里-珀罗动

态演示仪 

第十二届物理演示实验

研讨会优秀教学仪器奖

一等（省部级）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教

指委 

2015年 
超声波除雾演示

仪 

第十二届物理演示实验

研讨会优秀教学仪器奖

二等（省部级）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教

指委 

2014年 

以物理学教育促

进多学科学生科

学素质培养的研

究与实践 

吉林省教学成果一等

（省级） 

吉林省教育

厅 

2014年 物理与人类生活 
大学素质教育精品通选

课（省部级） 

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大

学素质教育

研究分会 

2013年 
双折射晶体产生

的双偏振光叠加

第十一届物理演示实验

研讨会优秀教学仪器奖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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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仪 一等（省部级） 指委 

2013年 
空气有害气体监

测演示系统 

第十一届物理演示实验

研讨会优秀教学仪器奖

二等（省部级）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教

指委 

2013年 

带有稳压太阳能

供电系统的莫尔

条纹演示仪 

第十一届物理演示实验

研讨会优秀教学仪器奖

二等（省部级）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教

指委 

2013年 
智能型太阳能综

合演示仪 

第十一届物理演示实验

研讨会优秀教学仪器奖

三等（省部级） 

教育部物理

学类专业教

指委 

2016年 
多功能分光计的

研制 

吉林大学实验技术成果

奖一等（校级） 
吉林大学 

2013年 

以物理学教育促

进多学科学生科

学素质培养的研

究与实践 

吉林大学教学成果奖特

等（校级） 
吉林大学 

成

果 

起

止

时

间 

起始： 2010年 1 月     实践检验期: 4 年 

 完成： 2013年 12月     2014年 1月—2017年 12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成果简介： 

本成果针对信息化背景下的普通物理、理论物理、大学物理等系列

物理类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物理学大厦描述不足、应用性引领不足、演示

化教学手段不足等三个突出的教学问题，集全学院的骨干师资力量，以

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结合为改革目标，以梳理物理规律及历程的逻

辑关系，建立典型应用案例以及丰富的演示化资源为建设方案。通过依

托 33 项教改项目，30 篇教改论文及专利的建设途径，经过 4 年多改革

研究，构建了以贯通式、实用性、演示化为主要特色的物理系列课程的

创新型教学模式。成果应用于吉林大学每年 6000 余人的物理类教学，

校外 8 万余人的 MOOC 公共平台教学。经过 4 年多的应用实践，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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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吉林大学连续近十届 20 名本科生，以及吉

林大学 8 名学校督学员对本成果授课应用效果的评价；吉林大学 138 名

本科生应用本成果的 85 项物理类获奖；全国 132 位 MOOC 学员对网络授

课效果的评价；全国 360 余所学校对本成果教材的 1026 份评价。成果

的质量和水平体现在：完成 12 项国家级、10 项省级、11 项校级等 33

项教改项目；发表 30 篇教学改革论文及专利；编著 4 部由高教社出

版、全国公开发行的教材；完成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国大学视频

公开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大学 MOOC 等 7 门国家级本课程教

学工程建设课程，3 门吉林省在线开放课程；团队成员获 4 项国家级、

14 项省部级、3 项校级等 21 项个人荣誉奖和成果奖。成果的影响体现

在：参与组织的 12 场全国教学会议；遍及 7 大地区的 122 场全国特邀

教学报告；23 个单位关于本成果的 30 项相关信息的网络报道；杂志、

刊物等对本成果的 8篇评价报道。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物理系列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物理学大厦描述不足的问题 

（2）物理系列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性引领不足的问题 

（3）物理系列课程教学过程中演示化教学手段不足的问题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物理类本科生的教学内容涉及六大基本知识领域，有前后对应的核

心基础主干课课程。根据不同学科对物理知识内容的需求，形成了传统

的普通物理、理论物理、大学物理等系列课程。信息化背景下的物理学

教育对教学过程中物理学大厦的宏观描述、应用性引领、演示化教学手

段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改革要求。为了解决这些改革的需求问题，本成

果集全学院的骨干师资力量，以梳理物理规律及历程的逻辑关系，建立

典型应用案例以及丰富的演示化资源为建设方案，构建了以贯通式、实

用性、演示化为主要特色的创新型教学模式。将这种教学模式贯穿于物

理系列课程教学环节中，实现了传授知识与培养科学思维能力有机结合

的目的。 

（1）物理学大厦描述不足问题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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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物理规律及历程的逻辑性衔接，是避免学生对物理规律的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的离散型认识，实现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结合的有效

方法之一。本成果以逻辑思维导图的方式总结了物理学同一领域前后课

程之间的知识体系逻辑关系，以传记的方式概述了 108 人次科学巨匠在

分领域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以物理学家的寿命与黄金年龄的统计

引申至“勤思多长寿”、“大器当早成”等作为讲授案例,体现了能力

培养与价值观引领有机结合的作用。 

（2）应用性引领不足问题的解决方法 

物理公式蕴含着指导人类活动的科学道理，推动着人类科技与文明

的不断进步。本成果精选了 160 个涉及物理学六大基本知识领域的物理

原理的应用实例。将其编排在课程体系的相关知识点处，以应用性为引

领的案例化教学，培养了学生学以致用的应用能力。 

（3）演示化教学手段不足问题的解决方法 

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精神的有机结合，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成果制作了包括 AR、动

画、视频等 390 个多类型的信息化资源。将其安排在 PPT 教案中，并以

二维码的方式编排在教材的相关知识点处，起到了由教师的传授到学生

的理解接受的高效转化作用。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大学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能力，而课程的内涵组织与外在手段的实施是提高培养质量的重

要因素。本成果从课程的内涵与外在资源两个方面，以物理学导论课程

的建设为引领，构建了以贯通式、实用性、演示化为主要特色的创新型

教学模式。将其贯穿于物理系列课程教学环节中，实现了传授知识与培

养科学思维能力有机结合的目的。 

（1）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的贯通式教学模式 

以逻辑思维导图形式总结的 12 门前后课程知识体系的逻辑关系，

以及 108 人次科学巨匠在分领域的重要贡献传记，实现了物理规律与发

展历程的有效逻辑衔接，构建了物理系列课程的规律与历程的贯通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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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以此为基础的“勤思多长寿”、“大器当早成”，“盛年不重

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等作为物理和宇宙学原理

的引申性案例，达到了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与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引领相结合的目的。 

（2）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目标的实用性教学模式 

涵盖物理学六大基本知识领域的 160 个物理学原理的应用性案例，

直观地展示了物理在解释自然界及人类生活中的现象、指导人类的科学

活动、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构建了物理系列课程实用性

教学模式。达到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应用能

力。 

（3）以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为目标的信息化背景下演示化教学模式 

214个实物演示、22个 AR演示（国内物理教学中率先批量采用的演

示手段）、107个动画演示、47个视频演示等总计 390个多种类型的信

息化资源，构建了信息化背景下物理系列课程的演示化教学模式。达到

了以多方位的演示化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的目的。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1）应用范围 

本成果已经过 4 年多的应用实践。应用范围包括：吉林大学校内物

理类专业每年 260 余人，全校每年 26 个学院、84 个专业、6000 余人的

物理类教学；校外 8 万余人的 MOOC 公共平台教学，校外 360 余所学校

的参考教学（体现在 1026份教材的评价意见）。 

（2）应用效果 

吉林大学连续近十届 20 名本科生，以及吉林大学 8 名学校督学员对

本成果授课应用效果的评价，吉林大学 138 名本科生应用本成果的 85

项物理类获奖。全国 132 位 MOOC 学员对网络授课效果的评价。包括北

京大学赵光达院士、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天津大学姚建铨院士，教指

委、全国力学研究会等专家在内的全国 364 所学校、601 名同行对本成

果《力学》教材的评价，全国275 所学校、425 名同行对本成果《物理

学导论》教材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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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学员对本成果网络授课效果的评价举例： 

“高中上物理课的时候面对枯燥的公式我经常问自己学物理到底有

什么用，我想我大学一定不学物理了，然而命运无常，高考后我恰恰被

调剂到了物理专业，所以我一直在潜意识里排斥物理，大学已经过去两

年了，我却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到，或许我一直采取的漫不经心的态度

仅仅只是为了通过各门考试而已，考完之后我就把所有知识都抛在脑后

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物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是我潜意识里一直在对

自己催眠说物理很枯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重新了解物理，爱上物理，

希望一切都还不算晚。” 

—— 网名-风涵庭 李洁 2014-10-31 

“能在短短几十分钟内把物理的基本知识，基本脉络梳理得井井有

条，感叹张教授的知识渊博。物理现象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

们平时只会看到现象而不会深究本质，这门课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更深层

次地了解基本的物理知识，我觉得很有趣，很生动，受益匪浅。原来这

种理论性很强的课程也能讲得这么浅显易懂，赞一个！” 

—— 网名-莱茵钡钡 2014-9-17 

（3）标志性成果 

    完成 12 项国家级、10 项省级、11 项校级等 33 项教改项目。发表

28 篇教学改革论文及 2 项专利。编著 4 部由高教社出版、全国公开发

行的教材（其中，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 1 部）。完成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大学

MOOC 等国家级本课教学工程课程 7 门，吉林省在线开放课程 3 门。团

队成员获 4 项国家级、14 项省部级、3 项校级等 21 项个人荣誉奖和成

果奖。 

（4）成果的辐射影响 

成果负责人参与组织了 12场全国教学会议，做了遍及 7大地区的

122场全国性特邀教学报告；30个网站对本成果的相关信息进行了网络

报道，8篇文章对本成果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杂志、期刊等报道。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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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主 持 人 

姓    名 
张汉壮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2年 7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专业技术 

职    称 
教授、博导 

现 任 党 

政 职 务 
无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光学 

工作单位 吉林大学物理学院 

联系电话 0431-85167378 移动电话 13504330539 

电子信箱 zhanghz@jlu.edu.cn 

通讯地址 长春市前进大街 2699号吉林大学前卫校区物理楼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获荣誉称号 

（1）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2015年 

（2）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2017年 

（3）吉林省第四批高级专家，2015年 

（4）吉林省教学名师奖，2007年 

（5）宝钢优秀教师奖，2007年 

（6）吉林省力学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2011年  

（7）吉林省教书育人楷模，2010年  

（8）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12年  

（9）吉林省第一批第三层次拔尖创新人才，2005年  

（10）吉林省第七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

才，2002年 

2.获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 

（1）“以物理学教育促进多学科学生科学素质培养研

究与实践”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一完

成人），2014年 

（2）“信息化背景下物理系列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与

实践” 吉林省教学成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2018年 

（3）“物理学基础课教学内容、方法及教育技术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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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与深化”吉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第四完成

人），2005年 

3.承担国家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1）《力学》“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2014

年 

（2）《物理学导论》教材主编，2016年 

（3）《CAP力学》教材主编，2014年 

（4）《力学习题解答》教材主编，2013年 

（5）“力学”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负责人， 

2017年 

（6）“物理与人类生活”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主讲

人，2015年 

（7）“力学”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2013年 

（8）“力学”国家精品课主持人，2010年 

（9）“力学”中国大学 MOOC建设负责人，2014年 

（10）“物理与人类生活”中国大学 MOOC 建设负责

人，2014年 

（11）“CAP 力学”中国大学 MOOC 建设负责人，2016

年 

（12）“物理学导论”中国大学 MOOC 建设负责人，

2016年 

4.科研获奖 

（1）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第三完成人），1997年 

（2）教育部优秀骨干教师奖(第一完成人) ，2002年  

（3）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第二完成成人)，2002年 

（4）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第三完成人），2005年 

5.学术兼职 

（1）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2006—2017年 

（2）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东北地区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2015—2017年 

（3）全国普通高校力学课程研究会理事长， 





















 

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