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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信是当前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入口,而且大学生是微信软件使用的一个重要人群.PBL(Problem

BasedLearning)则是一种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学习方法.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结合移动学习和

问题式学习的特征,构建了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PBL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让学生带着兴趣从开放性的问

题开始预习、探索,以获得解决问题的知识,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团队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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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微信是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正式推出的

一款集通讯和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即时通讯软件.

2012年8月腾讯公司又推出了微信公众平台,专门

针对各类个人用户以及团体用户提供微信订阅服

务[1].目前微信在大学生中的使用率越来越高,已经

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沟通交流和获取信息的工

具,同时也展现了其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巨大潜力.

PBL(Problem BasedLearning)最早起源于20世

纪50年代的医学教育,是一种强调以学生的主动

学习为 主 的 学 习 方 法;约 翰·萨 弗 里(JohnR.

Savery)指出,PBL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

(课程)设计方法,让学习者掌控学习和研究的过

程,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并应用知识和技能去找出

特定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2,3].大学物理实验是理

工科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对培养学生科学素

养和提高学生科学实验能力、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

作用,也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协作学习能力的一个

良好途径.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课前预

习、课堂实验和课后实验报告.而最常见的预习方式

就是通过阅读教材进行书面预习和到实验室预做实

验[4].通过阅读教材预习对实验设备、操作等没有直

观的体会,无法使学生清晰地了解实验的具体内容、

操作方式等;加上部分学生的学习习惯较差,预习报

告、预习作业流于形式,甚至有个别同学根本不预

习,导致课堂效率低,实验过程中错误多,甚至会因

为不预习而出现错误操作,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有

些学习习惯差的学生还会跟着其他学生“混”实验,

实验做完了也没有全面了解所做实验,实验报告基

本靠抄.课前到实验室预做实验的方式可以让学生

直接面对设备,对实验原理、设备、操作方法等都有

直观的体会,但大多数时候由于实验室的设备资源

有限、人员不足、开放时间限制等因素,使得这种预

习方式很难推广.本文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改革传统

的实验教学方法,希望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提

供一些新思路.

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验教学模式

2.1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教学流程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流程分

为预习准备→实验预习→课堂实验→完成实验报

告4个主要步骤,教学流程如图1所示.在开始预习

前先给学生发送预习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

教材或平台上发送的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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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顺利完成预习思考题,达到预习要求,则可

进行实验;如果在预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或无法完成

预习思考题,则可通过平台向教师、同学提问,解决

问题后即可达到预习要求,并进行实验.在实验过程

中,教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场指导实验操作,实验结

束后在完成实验报告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还可以通

过平台与教师、同学讨论,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下.

图1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流程

2.2 基于大学物理实验微信公众平台的学习过程

在实验课前两三天,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学生

发送预习思考题、本次实验的文字材料、实验仪器的

图片、实验操作的动画、视频等资料,让学生带着问

题浏览微信公众平台中的相关信息.预习思考题的

难易要适当,且尽可能体现实验原理的关键点并与

实验操作过程相关联,尽量让学生能够通过微信平

台发送的信息就能得到相应答案,否则有些学生可

能看到预习思考题就被“吓到”,在预习期间就对实

验产生了畏惧和排斥的心理.而且学生可以利用“碎

片时间”,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媒体进行预习,相

对仅通过阅读教材预习的方式更加直观,而且不会

造成时间上的压力.

图2 大学物理实验微信公众平台 ——— 小实验大道理截图

  例如,在“霍尔效应”实验前,给学生发送的预

习思考题是:

(1)什么叫霍尔效应;

(2)为什么金属材料的霍尔效应不明显,霍尔

元件通常选择半导体材料?

(3)什么是霍尔元件的灵敏度;

(4)在实验内容1,2(见教材)中,霍尔元件应该

放在什么位置?

(5)数据记录表格中Im,Is前的“+”“-”号是什

么意思?

其中(1)、(2)、(3)题涉及了霍尔效应基本原理

的相关内容,而(3)中的灵敏度也是实验内容1中需

要测量的物理量,而(4)中霍尔元件的位置会影响

到灵敏度的测量结果(如果元件放在磁场边缘,则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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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强度B偏小,会导致灵敏度的测量结果偏大,从

而影响到后续实验结果);(5)中“+”“-”号的含义

则与热磁副效应相关[5].
因此,学生在解决了预习思考题的同时也对实

验原理、内容、待测量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而且这

些问题的答案在平台发送的信息中都可以找得到,

在实验教材中也有详细的介绍.学生回答这些问题

的过程就是一个带着明确目标通过教材、微信平台

所发信息预习的过程.如果有学生不能找到这些问

题的答案,则可以通过平台提问,提出的问题教师、

同学都可以回答或讨论,这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协作

学习能力和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当教师看到学生在微信公众平台中的提问之

后,不要急于回答,先“观望”片刻,如果有其他学生

回答,就先让学生们讨论,然后在恰当的时机加入讨

论,引导学生讨论的方向.针对学生讨论的具体情

况,可以引导学生直接得出答案,或者引导学生找到

方法,在实验过程中找答案.如果学生在平台中提出

问题后没有其他学生“响应”,教师应尽可能及时给

予“响应”,(同时教师要重点关注此类问题,因为没

有学生响应,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同样也要根据情况直接给出答案或者引导学生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在电流计改装成安培表的实

验中,在预习思考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图3所

示,如果改装安培表的测量结果总是偏大,分流电阻

应该调大还是调小呢? 如果改装伏特表的测量结果

也偏大,限流电阻该怎么调节?

图3 电流表、电压表结构图

在预习过程中,学生会通过理论分析计算解决

问题,而分析计算的结果到底对不对呢? 这时就可

以引导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通过理论分析得出结果,

并在实验过程中通过改变电路中电阻的值,来试验

电阻的值对改装表测量结果的影响.由此不仅可以

让学生验证自己的计算分析方法正确与否,同时也

可以锻炼学生通过实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教师对平台上学生提出和讨论

的问题要给予记录,对一些典型问题可以在课堂实

验前给所有同学统一讲解;对一些只有少数同学遇

到的问题,可以在实验过程中有针对性地给予关注

和引导.
在利用大学物理实验微信公众平台预习的过程

中,也要注意不能让学生形成只为完成预习思考题

而预习的习惯.而是要让学生通过问题的解决对实

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待测量和测量方法等

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形成清晰的实验思路,尽可

能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案.这可以通过一些在预习期

间思考、在实验过程中找答案的问题来引导学生.例

如:我校电表改装实验用的是DH4508型电表改装

与校准实验仪,如图4所示,其待改装表为一指针式

电流表,而标准表为数字式电流表和电压表.在改装

电表校准的过程中,是待改装表取整数好,还是标准

表取整数好呢(表1)? 这个问题在学生预习过程中

是不会有太多体会的,大多数学生觉得无所谓哪个

取整数,关键是看改装表和标准表读数的差异.而在

实验过程中,学生才会发现如果标准表取整数,则当

指针式改装表的指针指在两个刻度之间时,只能估

读,由此得到的ΔIX 值误差就会增大;而选择改装表

为整数,则数字式标准表会显示出一个在其精度范

围内的标准读数,ΔIX 值就不会因为估读而引入额

外的误差.

图4 DH4508型电表改装与校准实验仪

由于在预习过程中学生对实验原理、实验内容

等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在课堂实验中教师

可以减少对这些内容的讲授,而将重点放在对实验

注意事项、实验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等内容的强调

上,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动手实验,让学生在实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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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有时间“试错”“改错”.
表1 校准改装电流表数据记录表

待改装电表示数IX/mA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标准表示数I0/mA

(ΔIX =I0-IX)/mA

  在实验结束后,学生在完成实验报告的过程中

同样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时也可以通过

平台提问,通过教师、学生共同讨论找到正确答案,

也可提高实验报告的质量.

3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验教学模式的优点

利用大学物理实验微信公众平台的教学改革重

点放在实验预习阶段,融入了问题式学习和协作学

习的元素.学生在开始预习之前就给学生发送预习

目标 ——— 预习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来阅读观看

教材,平台中发送的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等信息,

使学生在预习过程中有明确的针对性.避免学生在

预习后出现“我每一个字都读懂了,但还是不知道实

验要做什么? 怎么做? ”的现象.
预习思考题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在预习期间

可以解答并且为顺利实验奠定基础的,例如在霍尔

效应实验中的

(1)什么叫霍尔效应;

(2)为什么金属材料的霍尔效应不明显,霍尔

元件通常选择半导体材料?

(3)什么是霍尔元件的灵敏度?

这种类型的问题在预习期间就可以完全解答,

属于理论型的.另一种类型的题是“理论 + 实践型”

或“实践型”的,例如在电表的改装实验中“如果改

装表的测量结果总是偏大,该怎么解决? ”这种问

题学生可以通过理论计算得到结果,也可以通过实

验来找到答案.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理论推导

结果的过程不仅使学生对推导结果有一个直观的体

会,同时还可将理论知识和实验现象融合在一起,从

而改变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脱节的现象.“在校

准改装电表的过程中,是待改装表取整数好,还是标

准表取整数好呢? ”这类问题在预习过程中学生不

好用理论知识来分析答案,于是他们就会带着问题

在实验过程中来求证.所以,这些问题从预习过程中

一直延续到实验过程中,学生带着疑惑进行实验,就

会使学生保持着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且,这种教学模式将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

验内容等学习过程主要放在课外,由学生通过自主

学习和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与教师、同学讨论的方式

完成实验前的知识积累,所以在实验课上,教师只需

要对注意事项和典型问题进行强调,可节约出大量

时间让学生进行实验,教师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对学生的实验操作、实验技能进行指导,可从一定程

度上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课时不足的状态[6].

4 总结

当代社会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获取并应用知识的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的能力、综合技能以及

继续学习的能力,而这一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实验

教学模式引入了问题式学习模式和合作学习的元

素,不仅能改进学生预习的质量、提高实验效率,还

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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