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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实验教学在物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大学物理实验课的开设有其重要

的意义.然而传统的物理实验课教学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实验课教学改革尤为重要,所以在实验课前、课

中、课后、考试等各个环节进行探讨,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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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学是大学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基础学

科,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在物理

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大学物理实验课的开设有其极

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

运用到实践中,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而在传统的物理实验中,以教师讲授为

主,缺少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环节,现就目前实

验教学及学生对待实验课的态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
(1)实验内容没有创新点,甚至有些是很陈旧

的实验,其思想与内容明显滞后于现代相关知识领

域的发展,很容易造成与社会的脱节.
(2)开设的实验内容与学生所学习的相关理论

知识不同步,这样产生的问题是,有些学生做某些实

验时,相关的理论课还没有开始,产生的结果是,学
生不能很好地用所学的知识指导实践.从而失去了

理论指导实践的环节.
(3)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很好地调动起

学生的积极性,实验过程中只是告知学生如何按照

书上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完成实验过程,限制了学生

自主思考的能力.
(4)实验报告纸没有被很好的利用,学生课下

的工作只是机械性地完成实验报告预习任务,大多

数学生只是简单的将实验原理,内容进行摘抄,甚至

大多数的学生没有理解实验的真正原理,所以这样

的过程并没有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以及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
(5)实验教学中,更多的教师以讲授为主,要求

学生按照相关的实验步骤完成实验,这种教学方法

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
(6)弱化了实验数据的分析环节,太多地强调

了实验数据与理论值的接近程度,这样影响学生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校作为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以强化应用型

人才培养为目标.所以,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职

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大学物理实验教

学改革尤其重要.
如何更好地进行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更好地培

养学生的基本科学素养,可以从实验教学过程中的

几个步骤进行.

1 实验项目选择

(1)注重实验项目与理论课程的同步性,举个

例子:驻波实验,需要学生掌握的理论知识主要是波

的叠加,所以在理论课讲授完“机械振动和机械波”

之后,再进行相关的实验教学,效果更好.因为这样,

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方面可以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培养学

生理论指导实践的科学素养,加深物理知识的理解.
(2)注重开放性实验的引入,提供学生参与相

关的开放性实验的条件[1],学生可自由安排时间完

成某些实验,开放性实验项目的选择确保一方面与

相应的物理知识对应,另一方面与当代社会的相关

领域的发展相结合,当然交叉学科的现象不可避免,

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正确的查阅相关资料.自主完成

相关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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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不是简单地让学生将实验原理、实验

目的、实验仪器、实验内容抄在实验报告纸上,为了

加深学生对某个实验的理解,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在实验的预习环节上,教师起的作用是在课

前告知学生要做的某个实验项目,提出在这个实验

中需要课前去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

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包括这个实验的原理,用
到的知识点,以及实验过程的简单构建).课堂中采

用翻转课堂教学方法[2],为学生提供一平台,用课时

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随机选出某个同学,让该同学将

自己所做的课前准备分享给其他同学,最后教师补

充说明.这样既可以一方面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也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实验中来.

3 课堂实验

学生分组,每组2~3人,教师告知学生实验仪

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仪器的使用方法,实
验的步骤和数据处理需学生自行完成,实验结果误

差分析时引导学生从实验操作步骤,数据处理方法

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改进的方法.实验过程采

用微课模式[3],将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介绍给学生,

并引导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步骤,对实验结果进行处

理,最重要的是误差分析.结合实验操作过程的每一

个环节可能产生的误差原因进行分析.

4 课后工作

(1)学生处理数据;
(2)误差分析(强调误差分析的重要性),要求

学生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
(3)提出实验改进的方案.

5 实例分析

实验题目:弦线上驻波实验.
学生课前预习内容(实验课前提前布置给学

生):
(1)波动相关理论知识;

(2)产生驻波的两列播的特点;
(3)驻波的波动特点;(1,2,3属于理论知识的

预习)
(4)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获得驻波(以思考题

方式布置给学生,需要学生独立思考,大量查阅相关

的方法).
课堂任务:30min时间留给学生,学生自荐,或

者随机邀请一位学生,向大家展示自己课前对本实

验的准备情况.教师进行补充.
实验过程:2~3人一组,观察实验仪器,教师强

调一些注意事项,学生自行实验,实验步骤以组为单

位进行讨论,此时教师指导[4].

6 实验考试

笔试与实验操作相结合[5],实验课的开设是为

了提高学生知识应用的能力和动手的能力,所以实

验考试的目的是检查学生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实
验考试方案就实验室现有仪器测某个参量.实验操

作考试中可以将实验题目按照序号排好,由学生抽

取其中一个,选取仪器进行操作.实例:选择相关仪

器测量金属丝直径,将实验仪器、实验过程、实验结

果记录在考试之上.
总之,作为一所应用型的大学,教学改革至关重

要,物理实验作为一门以实验操作为基础的课程,其
作用至关重要,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应用能

力的培养则体现在物理实验的教学环节中.因此,为
了更好地发挥物理实验课的作用,更好地培养学生

的能力,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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