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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物理学是一门将物理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的新型理科专业,其重要组成部分是实验课程.根据

当前高校实验教学现状,针对本校应用物理学专业特点,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我们在授课方式、教学

内容体系、考核方式、开展第二课堂等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措施.通过实验课程改革,学生的创新能力、

实验能力和综合素质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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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物理专业是一个以物理为基础,强调将物

理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新型理科专业[1].我

校应用物理学专业将光电子技术作为本专业的特

色.光电子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是由光学和电子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技术,

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现代高科技重要组成部

分.20世纪60年代激光的出现,使古老的光学焕然

一新,光电子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光电子技术是科学

技术的先导技术,它已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人们

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普遍存在.随着现代科

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作为物理

专业传统的光学和电子技术有力结合而形成的光电

子技术,将在今后的发展中有着广阔的前景.
支撑起应用物理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验.

专业建设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建设实验特色应是并

驾齐驱.现有的实验课程主要有普通物理实验、近代

物理实验和光电子技术综合实验.为了能突出专业

的特色,必须在实验内容的选题上、在教学手段和方

法上、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设计科研能力和水平上

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实施教学.通过实践使学生深入

理解应用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及基本原理,开拓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和创新思路,提高学生的科学

实验素质,为今后从事光电子技术等相关方面的工

作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1 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教育已由应试教育向

素质教育转变,而作为理工类大学本科人才培养过

程中十分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实验课程教学显得

尤其重要.通过课程的实践动手训练,对学生在专业

实验的基本技术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的把握、对应

用物理学概念和规律的熟悉、对学生科学态度的培

养、以及创新意识的练习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2,3].
当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如何切实加强大学生实践动

手能力和实验创新意识培养,改革传统实验教学的

方法和模式,提高学生科学实验素质,是目前亟需研

究的课题.目前在大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在实验教学环节中忽视学生实验能力和实

验创新意识的培养,在学生中普遍存在“要求我做实

验”、而不是“我要求做实验”的不良现象;

(2)教学方式单一,教学过程单调,只强调学生

“做”实验,而不是强调学生“学会”做实验.学生做

实验大都是按照现成的“实验步骤”机械式地“照方

抓药”、“依葫芦画瓢”,在部分学生中存在应付现象,

没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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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乏规范的、科学的实验能力考核细则和

要求,实验考核方式单一、落后,强调的主要是实验

结果或笔试成绩,“高分低能”的现象较为严重.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了分层次教学方式的

改革思路,同时完善考核标准,开放实验室,有效培

养学生的实验兴趣,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创新解

决问题的水平,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实验教学潜力.

2 教学改革措施

2.1 授课方式改革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验兴趣,培养学生独立实验、

独立思考、细致分析、深入研究的习惯,使学生从按

部就班地按照实验步骤“照方抓药”转变为积极主

动地“对症下药”,首先必须从课堂实验的授课方式

开始,改革“教师按教材讲解实验目的、原理、步骤

等,学生按教材重复步骤、给出实验数据”的教学模

式.为此,我们提出引导讲解模式,而不是简单地照

本宣科介绍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引导式

讲解是指在进行具体的实验之前,首先要求学生认

真预习,然后说明本实验需要达到的目的、解决的问

题,进而引导学生回忆学过的理论知识,寻找能够解

决该问题的技术途径,最终归纳到本实验计划采取

的实验方法,与同学们一起复习这种方法的原理;其

次,可以通过提问的形式,归纳完成该实验需要经历

的主要步骤、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

方式方法.例如,在做“全息照相”实验时,可以通过

设置一系列的问题来间接向同学们介绍实验目的、

实验原理、实验步骤等内容,如:光路的特点是什

么? 干板记录的形式和实质是什么? 记录条纹与相

干长度有什么样的关系? 自组光路应该注意什么问

题? 又如在做“光速测量”时,实验的设计思想是什

么? 如何产生拍频? 光路的特点等一些问题? 使学

生能够逐步了解“通过什么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最

后由学生自己总结实验的原理和实验步骤,然后开

始实验.
通过这种途径,一方面既促进学生养成提前预

习的习惯,提高了学生实验的兴趣,又引导学生自己

完成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由教师讲解 — 学

生被动接受,变为了教师提问 — 学生主动思考,达

到了培养学生科学实验素质的目的[4].

2.2 分层次教学内容体系改革

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是应用物理学实验课程改

革的关键环节,课程教学实行“阶段实施,逐步深入”

的模式,按照绪论和预备知识阶段、基础系列实验阶

段、专题研究提高实验3个阶段进行[5,6].绪论和预

备知识阶段以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对学生集中讲授,

安排在实验操作前进行,约6学时;基础系列实验阶

段为应用物理专业物理实验的主要教学阶段,学生

在实验室按照统一编排课程表分组循环在实验室完

成实验操作,每个实验大约4学时左右.基础实验阶

段教学要求,以掌握实验原理和内容、仪器操作方

法、正确处理实验数据、引导和启发学生剖析实验问

题为主.专题研究实验阶段,在“综合性实验设计”

阶段,每位学生可选1个专题实验,2周时间完成.专

题研究实验侧重学生对某个专题实验的深入研究和

探讨,强调以学生为主导,让学生在研究实验中学习

研究的方法.由指导教师布置专题任务,学生制定实

验方案,独立完成实验设计、仪器的选配、实验结果

分析以及实验方案的改进和总结.基础系列实验和

专题研究实验的实验报告均以论文的格式完成.
通过以上实验课程体系改革,实现了从验证认

识型实验向综合设计型实验的良好过渡,使学生在

进行更高水平的本科毕业设计工作之前打下良好的

专业实验基础,并具有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

2.3 实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制定规范、科学的实验能力考核细则和要求,完

善实验考核方式是完成实验类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

方面,也是消除学生应付实验现象的关键一步,是克

服目前普遍认为实验教学效率不高现状的重要手

段.
实验考核主要以平时实验的预习、操作技能和

实验报告为主,占总成绩50%,期末进行随机抽签

独立完成实验,占总成绩的50%.检查学生对实验

项目的数据获得、数据处理、误差分析以及考查学生

的实验技能.期末考试要求学生对某一实验项目中

的一些问题撰写论文,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提高学生

的研究能力.如实验结束后,学生选择某一实验,也

有选择某一实验方法,对教师给出的一些题目,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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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撰写论

文.如有的学生在“光谱分析”实验中,对色散元件

的非线性特性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全息照相”实验

中,对反射式和透射式全息照相进行讨论.

2.4 开放实验室

有许多学生在做完实验之后,感觉收获很大,意

犹未尽.我们安排学有余力的同学成立学习兴趣小

组,开展第二课堂,在实验室里面做喜欢的实验.在

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专门腾出一间实验室作

为开放实验室,设置实验仪器.学生在工作日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预想在开放实验室独立完成

实验操作,遇到问题可以咨询实验室专职值班教师.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选择硬件或

软件方面的设计课题、第二课堂要和各种设计竞赛,

如:挑战杯、创新竞赛、电子设计大赛、光电设计大

赛、科研子课题等相结合.鼓励和资助学生进行应用

物理实验仪器和电子信息产品等的开发,将来可以

发展为本科毕业设计课题.

3 结束语

我们从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活跃教学

过程、完善实验考核方式、开展第二课堂等几方面对

应用物理学专业实验课程进行改革.通过开展引导

授课模式,以及分层次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搭建了由

简单验证性实验到创新设计性工作的桥梁,使该专

业实验课程真正起到从通识基础类实验课程到本科

毕业设计实践环节的衔接作用.通过应用物理学专

业实验课程改革,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应用物理

学理论的理解程度,提高学生对应用物理学专业实

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学

以致用科学素养,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

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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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eachingReformof
AppliedPhysicsExperiment

ChenGuoxiang YangXu
(CollegeofSciences,Xi’anShiyou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5)

Abstract:Appliedphysicsisanewsciencemajor,combiningphysicsknowledgeandpracticalapplication,and

thekeypartofitistheexperimentalcourse.Accordingtothepresentsituationofexperimentalteachingincolleges

anduniversities,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appliedphysicssubjectinouruniversity,andaroundthe

cultivationofinnovativetalents,wehaveadoptedaseriesofteachingreforminteachingmethods,teachingcontent

system,examination methods,andthedevelopmentofthesecondclassroom.Throughthereform ofthe

experimentcourse,theinnovationability,experimentalabilityandcomprehensivequalityofstudentshavebeen

improvedobviously.

Keywords:appliedphysics;experimentalcourse;teachingreform;innovative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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