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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学物理教学内容较为抽象、教学过程中学生对知识点理解不够深入等问题,将虚拟仿真技术融

入大学物理课教学中,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采用交互式教学资源,学生学习不受条件限制,促进学生学习兴

趣和动手能力的同时,丰富课程教学内容,有利于理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指标的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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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是探讨物质结构和运动基本规律的学

科,它的研究规律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是一切自然学

科的基础,同时也是工程技术的重大支柱[1].大学物

理作为一门理工科专业必修课程[2],在其教学过程

中,部分知识点较为抽象,学生对课程各环节重、难

点知识难以做到全面的掌握,进而导致了教师授课

难、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学物理

课程教学中部分内容需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但

受到实验条件、安全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尚有诸多

实验环节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验验证,这也为大学

物理课程的教学增加了难度,特别是网络教学根本

无法满足学生课程实验的实际操作.如何解决大学

物理课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是当前物理教育领域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2018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了建

设虚拟仿真“金课”的目标[3],这也为大学物理课程

的改革提供了参考.文献[4~8]从实验教学改革

角度出发,通过虚拟仿真技术,细化了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在实验教学设计、线上教学与反馈等方面的实

施方法,从而实现了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质量的有效

提高,但大学物理课程所涉及的内容较多,仅对大学

物理实验进行课程改革,难以将重、难点全部囊括.
为使虚拟仿真技术与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深度融

合,文献[3,9,10,11]从培养目标、课程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已基本明确大学物理课程与

虚拟仿真技术的结合方法,相关理论日渐成熟,但缺

乏具体的应用落实工作.为解决上述问题,明确虚拟

仿真技术通过何种方法运用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中,本研究以典型的大学物理知识点为例,在原有培

养方案基础上,增加虚拟仿真教学环节,并探讨虚拟

仿真在大学物理课程方面的发展方向,为建设大学

物理虚拟仿真“金课”提供参考.

2 典型知识点分析及虚拟仿真技术应用

由于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建设过程复杂,本研究

以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现有虚拟仿真教学

资源中的几个典型实验为例,结合网络教育内容需

要进行分析和应用举例.

2.1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量是力学的基础性内容之

一,该内容在大学物理实验中也有体现.常规的教学

方法是线下实验,学生采用刚体转动惯量仪测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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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刚体的转动惯量,并用实验的方法验证平行轴定

理.这就要求学生要正确掌握刚体转动惯量仪测定

转动惯量的方法.目前,利用刚体转动惯量仪测量圆

环和圆柱的转动惯量最为常见,但在工程领域,刚体

的种类多种多样,尤其是异型刚体转动惯量的测定

在工程应用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而受到实验条件和

成本的限制,实验室很难满足试件种类的多样化需

求.
为使学生能够对刚体转动惯量这一重要参数有

更加清晰的认识,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该测量实验

中.学生可以在实验前任意编辑试件形状、尺寸、材

质等参数,使试件多元化;测量过程中,可根据情况

任意获取平行轴位置,使实验结果具有随机性,且不

受操作精度、设备精度等因素的影响;实验全过程线

上进行,安全性良好,实验准备时间短,可辅助学生

有效利用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可操作性强.

2.2 霍尔效应法测定螺线管磁场

霍尔效应法测定螺线管磁场强度是电磁学的重

要内容.该教学内容需要学生掌握霍尔效应物理原

理和霍尔元件测量磁场方法的同时,还需要掌握用

“对称测量法”消除不等位电压产生的系统误差原

理,并测量式样的VH IS和VH IM曲线.与刚体

转动惯量测量不同的是,该知识点的内容更为抽象,

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常规实验方法

是测量螺线管轴向磁场以及使用具备霍尔元件的电

路系统测量感应强度,但在实验过程中缺乏实验现

象,使得学生难以直观感受螺线管磁场分布情况.
采用虚拟仿真的形式进行霍尔效应法测量螺线

管磁场时,学生同样可以对各类型螺线管参数进行

设置,增加实验结果的多样性;与实际操作不同的

是,虚拟仿真环境下的磁场方向和强度可以通过箭

头的方向、疏密程度和颜色来直观体现,使学生对电

磁方面知识的理解更加具象化;另外,虚拟仿真环境

下的电路系统可以随意拆卸,学生在了解霍尔元件

使用方法的同时,对电路系统也有了比较充分的了

解.

2.3 示波器的原理及使用

示波器作为使用最为广泛的测量仪器,其测量

原理和使用是理工科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关键内容.

本知识点主要是培养学生掌握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

的基本工作原理和调试方法.虚拟仿真技术在该类

型实验中的作用体现得尤为显著.
将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原理加以展示

后,虚拟仿真环境下可针对其原理自动生成电路系

统,学生可以在该环境下更直观地了解示波器内部

构造,这是传统实验难以满足的;待学生彻底掌握电

路系统后,虚拟仿真环境可直接对电路系统封装,主

要显示内容为示波器及信号发生器的操作面板,并

对面板进行逐一介绍.原理性内容讲解结束后,学生

可自行设计所检测的电路及波形,并在系统中模拟

仿真,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大学物理虚拟仿真“金课”发展方向

大学物理课程体系庞大,内容繁杂,诸如核物

理、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在科研领域已经取得一定

的突破,但大部分院校现有条件难以支持相应的教

学工作,研究与教学的衔接不够紧密,因此,大学物

理虚拟仿真“金课”的建设仍要遵循完善课程资源

体系、配合翻转课堂授课模式、坚持产学研协同资源

建设方法3点原则加以落实.

3.1 完善课程资源体系

现阶段,部分院校已经具备独立建设虚拟仿真

资源的能力,这有助于完善大学物理虚拟仿真课程

资源体系.完备的课程资源体系可以有效辅助学生

在课本外掌握大学物理知识点的基本脉络,深入理

解物理学发展进程.另外,作为基础必修课程,大学

物理课程的实践性较强,更适宜利用虚拟仿真技术

实现教学方法的改革,也为其他基础必修课程与虚

拟仿真技术融合提供参考.

3.2 配合翻转课堂授课模式

翻转课堂授课模式提出后,诸多院校积极开展

线上教学活动,这为虚拟仿真教学方法提供契机.当

前学生线上学习全环节,既能够掌握理论知识,又能

够完成课程练习,相比上述两点,对重要知识点的实

验验证环节尚不够深入.疫情期间,网络教学成为趋

势的同时,缺乏线上实验问题逐渐显露,严重影响了

学生的学习质量.因此,建设高质量虚拟仿真教学资

源,用来配合翻转课堂的授课模式,可有效促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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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持续发展.

3.3 坚持产学研协同资源建设方法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大学物理的知识变

更速度持续提高,产学研协同教学逐渐成为了高等

教育的趋势.诸多产业、科研方面未能够在教学方面

予以落实的环节,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可以弥补缺口,

真正发挥虚拟仿真教学作用.

4 结论

虚拟仿真技术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众

多,特别是线上教学和虚拟仿真均为“金课”建设主

体,二者相结合的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能够让学生体

验物理学的奥妙,有效改善教学质量、教学效果,提

高学生动手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更好地

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同时也是教学模式未来发展

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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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ResearchandProspectonVirtual
SimulationTechnologyin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

YangYaling
(SchoolofPhysicalScienceandTec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MaChi
(School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andeffect,virtualsimulationtechnologyisintroducedinto

theteachingofuniversityphysicscourse,aimingattheproblemssuchastheabstractteachingcontentofuniversity

physicsandthestudents′insufficientunderstandingofknowledgepointsintheteachingprocess.Byusing

interactiveteachingresources,studentscanlearnwithoutrestrictions,promotestudents′interestinlearningand

practicalability,andenrichtheteachingcontentofthecourse,whichisbeneficialtointhefurtherimplementation

ofthetrainingindicatorsofscienceandengineeringprofessionals.

Keywords:universityphysics;virtualsimulation;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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