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晓远教授：《大学物理 A：电磁学》荣誉课程 

 

侯晓远教授讲授的《大学物理 A：电磁学》是上海市精品课程，2016 年侯晓远教授

将课程进一步建设为复旦大学荣誉课程，开启了以开放式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授课新模式。

他多年来一直担任本科生这门大类基础课程的主讲教师，治学严谨、授课认真细致，对

重点概念的讲解尤其注重条理性和拓展性，善于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深受学生们

的爱戴。侯晓远教授上的课总是例题丰富、启发性强；且他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都耐心和

蔼、平易近人，对物理概念中的难点、混淆点分析透彻，诠释通俗易懂。 

 

 

 

 

侯晓远教授在讲授《大学物理 A：电磁学》荣誉课程 

 

 



 授课特点 

开课前 

他的第一二节课是人生导航课。他会教育学生要学会调整和适应，鼓励学生自

学、自信、自律。这样的心灵启迪在以后的教学中也一直贯穿着。 

开课中 

课堂上，他将学科前沿与基础知识有机结合，将充满哲理的小故事穿插其中，鼓

励学生敢于提问，以“新”、“趣”、“活”的授课特点，催生学生探索创新的求知欲，

润物无声地实现智育和德育。 

荣誉课程 

他的荣誉课程不仅开设专题讨论班和无学分讨论班，更是融入前沿科学研究内容。

在侯晓远教授的启发下，有一部分拔尖学生提前进入科研小组进行探究性科研实践。他

在学生中有很高的评价，也是选课系统中学生拼手速抢课的明星老师。 

 

 

 



 

 

 

 

 历年《大学物理 A：电磁学》荣誉课程讨论主题 

1. 解析物理中的七个基本物理量 

2. 对称性和守恒量 

3. 肥皂泡和肥皂泡的科学 



4. 另类匀变速直线运动 

5. 特殊电容的镜像法计算 

6. 生活中一些灯的发光原理 

7. 以几种基本装置为例的机械装置原理研究 

8. 探究影响电摆振动周期的因素 

9. 超导材料的原理及其特性与应用情况的研究 

10. 探究物体摩擦起电后带电荷量的影响因素 

11. 探究下雨天行进相同距离影响淋雨量多少的因素 

12. 光的色散 

13. 探究三极管的原理 

14. 电容屏的工作原理探究 

15. 扭曲的绳 

16. 对现代飞机风洞实验的探究 

17. 关于库仑扭秤实验的干扰因素分析 

18. 探究引起铁棒钢棒消磁速率差异的原因 

19. 关于光华楼周边强气流现象的成因与可能解决方案的探究 

20. 在不破坏煮过的鸡蛋情况下，判断这个鸡蛋有几分熟/自己发明，研究将生鸡蛋从

2.5m 高度落下的力学，并制造尽可能小的缓冲装置 

21. 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推导和简化(麦克斯韦方程是怎么从 20 个变成 1 个的) 

22. 气笛的制作和对各种影响其发声因素的讨论 

23. 容器材料种类对液体凝固情况的影响 

24. “Magnetic train”和维姆胡斯感应起电机 

25. Manipulating the propag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wave 

26. X 射线的衍射 

27. X 射线光电子谱（XPS） 

28. α粒子轰击实验与卢瑟福的核式结构模型 

29. 安培定律实验与理论推导 

30. 巴尔末原子光谱的经验公式 



31. 冰面滑 

32. 波恩关于德布罗意波的概率解释 

33. 玻尔原子模型 

34. 不确定（测不准）关系 

35. 超级电容的原理和新途径 

36. 磁力小火车 

37. 磁铁在非磁性金属中下落状况的研究 

38. 磁悬浮原理探究与简易实验 

39. 大气寿命 

40. 戴维孙-革末实验 

41. 道尔顿的倍比定律和原子假说 

42. 德布罗意的物质波假设 

43. 灯光四射 

44. 狄拉克方程 

45. 地球磁场 

46. 点电荷对无限大平面导体上电荷分布的影响推导 

47. 电磁炉无线充电可行性研究 

48. 电磁炮 

49. 电磁相互作用中的对称性研究 

50. 电子磁矩精确确定的实验和理论 

51. 电子作为粒子的汤姆逊的实验和原子模型 

52. 对如何抛一个矿泉水瓶使其竖直落地的问题的研究 

53. 二维驻波图像分析(Chladni pattern) 

54. 法拉第的电解定律+斯通尼的电子假说 

55. 法医物理弹道学 

56. 反常塞曼效应 

57. 放射性的发现 

58. 关于手机无线充电速率的研究和分析 



59. 关于物理课本上一些问题的探究 

60. 光电实验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解释 

61. 光电效应实验 

62. 海森伯的矩阵力学 

63. 核磁共振 

64. 核的费米气体模型 

65. 黑体辐射_普朗克公式和能量子假说 

66. 黑体辐射_瑞利-金斯公式 

67. 黑体辐射_维恩位移定律和维恩公式 

68. 火箭发射过程中物理现象的探究 

69. 计算将地球毁灭需要多少能量 

70. 简单拱顶的受力可行性分析 

71. 胶带类物品粘性大小的研究 

72. 居里点发动机的原理 

73. 康普顿效应 

74. 库仑定律+洛伦兹变换推导出其它几个定律 

75. 库仑定律实验疑难 

76. 洛伦兹变换的历史 

77. 猫落地问题 

78. 密立根的油滴实验 

79. 摩擦发光 

80. 姆潘巴效应 

81. 泡利不相容原理 

82. 巧克力的回滞现象 

83. 氢原子光谱 

84. 氢原子光谱 Hα线的精细结构+兰姆移位 

85. 球状闪电 

86. 热力学公式的推导 



87. 如何测量大气电场？实验仪器搭建？ 

88. 塞曼效应 

89. 闪电理论探索（三相交流电及电动机初步探索） 

90. 施特恩-格拉赫实验 

91. 石砖染水后颜色变深的原因探究 

92. 收音机的结构和原理 

93. 双彩虹的产生原理 

94. 水弹炸裂的因素 

95. 探究磁场中磁流体磁丘的形成 

96. 探究绿皮火车行驶速度的限制原因和使动车高速行驶的原理 

97. 探究学习高压输电线路相关工作原理（包括其最高电压上限的研究等） 

98. 探究影响跳水运动员的水花大小的因素和控制方法 

99. 铁球入沙研究 

100. 为什么最大静摩擦力会稍大于滑动摩擦力？ 

101. 乌伦贝克-古兹密特的电子自旋 

102. 物理悖论思考 

103. 狭义相对论两个基本假设的物理思想及产生缘由？ 

104. 信息熵和负温度 

105. 旋转带电球体的磁场分布 

106. 压缩光 

107. 液体表面张力实验 

108. 影响库仑扭秤实验的因素 

109. 元素周期表 

110. 约恩孙的电子多缝干涉实验 

111. 长冈半太郎的原子的土星模型 

112. 纸片离心机 

113. 质子的发现 

114. 中微子假说 



115. 中子的发现 

116. 阿伏加德罗常数 

117. 弗兰克-赫兹实验 

118. 液氮实验研究 

119. Wimshurst 起电机 

120. 关于磁悬浮地球仪的原理及稳定性的研究 

121. 论均匀电子束与导线中电流是否完全等效 

122. 摩擦力作用原理 

123. 某科学的步进电机——对步进电机的原理、特性和驱动方式的探究 

124. 浅谈“场”的概念与应用 

125. 琴弦的振动和乐音的研究 

126. 探究电像法的本质及其应用 

127. 铁磁体磁化的微观机制 

128. 相对论四维矢量与快度 

129. 自制收音机的原理与制作 

 

 2019级学生评价 

 柴声都： 

侯晓远老师的电磁学荣誉课，相比于平行班的课，要求我们在完成平行班课程任务的基

础上，三人一个小组完成自选课题完成探究，并在期末前进行课题汇报，这种形式帮助

我们了解科研工作中的基本流程和合作。除此之外，侯老师认为在科研中，学会如何提

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学会提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首先要做到的是敢于提问，无

论问题好坏，最重要的是开口提问。所以侯老师一直鼓励我们在别人做完汇报后开口提

问，和别人交流讨论问题。侯老师的鼓励让我们学会了开口提问，让我受益匪浅。 

 

 卜璟轩： 

侯老师的电磁学荣誉课是在大一下学期开的课，当时恰逢新冠疫情开始肆虐的 2020 年

上半年，在这样一个在家网上学习的时期中，一根网线的阻隔无疑给无论是我们学生的



学习还是老师的教学都带来了极大的不易。可是在这样的时光里，侯老师的电磁学荣誉

课仍给我留下了极大的印象。电磁学荣誉课上的讨论如春风沐耳，代替了春月夏花为被

封锁在家的我们带来了温馨的感受。侯老师是很鼓励我们思考与讨论的，他会鼓励我们

找出书中的各种不严谨，鼓励我们去阅读历史上伟人的文献原著，让我们身临其境于其

提出重要理论的时机，思考其为何又如何能至此，我们又是否能在那个时代抓住那稍纵

即逝的变革时机。同时，侯老师的讨论还不限于物理知识，也不限于学习方法，甚至延

伸到做人的方面，上升到了哲学的层次，更让人受益匪浅，感概良多。总的来说，侯老

师的电磁学荣誉课在我至今大学两年的学习中学过的不可多得的一门记忆犹深的课，作

为优秀课程理所应当，名副其实。 

 

 娄泽坤： 

入学时就听物理系高年级学长学姐称侯老师为“物理系男神”。侯老师负责本科生电磁

学教学，但是自己初轮选课未选上相应课程荣誉班，遂向侯老师申请加入。侯老师非常

kind，联系本科生教务员增加课程名额。正值疫情期间，电磁学荣誉课学生需要自行组

队，完成自选课题学习和成果汇报。我所在的学习小组，每周学习自选补充教材，并在

固定时间以线上会议方式进行小组研讨，分享新学到的知识和对物理图像的体会。这样

边学边讨论的过程，不仅仅提升了个人的知识水平，更增加了大家学术交流和批判性思

考的能力，对之后的物理学习帮助极大。侯老师担心网络视频教学效果，因此每周设置

班级线上讨论时间，亲自与同学“对线”，详细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鼓励同

学们对书本和老师给出的解释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交流和碰撞增加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侯老师还通过线上问卷收集同学们的问题和意见，这对羞于当众提问的同学有所帮助。

返校后，我和侯老师约了许多次线下谈话，不仅仅接受了有思维方式的点拨，更有发展

方向的指导。一个学期的电磁学课程让我受益匪浅。 

 

 吕盎然： 

刚刚进入到讨论氛围更加浓厚的大学，我便因为疫情困在家中上网课。仅仅由一条网线

连接起来的课堂毕竟失了一分趣味。幸运的是，这学期我参与了侯晓远老师的电磁学荣

誉课程，它成为了这一学期收获最大的专业课。荣誉课的任务是同学组队完成一个电磁



学相关的小课题。从选题、内容选择、组员分工、报告呈现等，基本需要小组成员讨论

完成，极大地弥补了疫情期间讨论困难的缺憾。荣誉课上的小组选题各不相同，包括现

象解释、理论学习等方面. 侯老师在小组报告时向各组了解项目开展过程, 非常关注同

学们在过程中的收获，并且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以及意见。更重要的是，侯老师在上荣誉

课的过程中，十分强调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教导我们充分体验各种经历，挣脱只为

成绩而学习的桎梏，从自在、自觉走向自由，享受自由并不断发掘自由。若要概括一下

我的体会，大概是在物理学习中的“高山仰止”和“止于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