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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卓越计划”的实施,分专业进行工程教育认证也随之开始.物理实验作为理工科一门重要的基础

实验课程,也应该不断提高学生实验素养,为专业认证服务.本文通过对工程教育和卓越计划的异同点分析,结合

本校自身办学特点,提出分类实验教学方法,并在实践教学得到了良好的反馈.该方法不但能够明显提高教学实验

效率,同时对于其他公共课程教学也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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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从事制造业的大中专以上

人数比例亟需提高,预计将会由2010年的9.8% 提

高到2020年的20%,然而美国在2006年便达到

30%,因此教育部2010年在天津大学启动以提高学

生能力为重点的“卓越计划”.教育部从2015年开始

分专业组织“卓越计划”实施工作评估,同步完成卓

越计划工作评价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将通过工程

教育认证作为卓越计划实施工作评价的基本要

求[1].

1 问题的提出

《大学物理实验》是机械、化工、土木等诸多工

科专业课程中的一门重要基础实验课程,在工程教

育体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15年“卓越计划”

启动以来,关于物理实验的教学改革也随之开展起

来,在工程教育认证的形势下,该课程又该如何为专

业教学改革服务,则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2 卓越计划工作评价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特点分

析[2]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是整个专业教学其中的

一环,囊括了众多专业,也无法以某个专业的评价和

认证标准来衡量该课程.
由表1可得,专业认证和卓越计划均是以提高

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均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专业认

证针对全体学生进行评价,卓越计划对部分学生负

责,因而实验教学环节中如何实施分类教学便是重

要的研究内容.
表1 专业认证与卓越计划两者比较

相同点 不同点

专业认证

卓越计划

 1.提高实践能力

 2.培养标准均细化到可实施、
可检查程度,依据标准进行评价

 1.外部评价

 2.全体学生

 3.重视结果,强调自证

 1.内部评价

 2.允许部分学生

 3.强调过程、规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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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物理实验分类教学

目前关于分类教学的方法有诸多研究,比如四、

三、二、一”模式、AHP评价法、S P评价法、考核量

化法以及香港、国外等等教学方法[3~12],考虑高校

均存在特有的生源特征和办学特色,结合本校实际

情况进行分析便必不可少.

3.1 问卷调查

随机抽选了我校2015届150名学生做了调查,

把得到的结果制成了表2.

表2 入学抽查统计表

中学是否做过物理实验 对待该课程态度 你希望如何上这门课

大部分 仅几个 完全没 很有用 不清楚 自主学习为主 传统教学 无所谓

人数/人 31 97 22 46 104 28 111 11 

百分比/% 20.6 64.7 14.7 30.7 69.3 18.7 74.0 7.3

  由表2可以得到:

(1)个体实验能力差距很大.由于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学校在经济、教育方面不同,有的学生受过正

规训练,有的学生没做过任何实验.
(2)认知态度不同.在中学评价体系中,学习成

绩占有很大权重,大部分学生认为物理实验课仅是

大学物理的附属课程.
(3)对教学方法仍然希望走教师讲解—教师演

示 — 学生重复的流程.由分析可以得出提高教学质

量,分类教学是必不可少的.

3.1 教学内容分类

演示实验、基础实验、综合设计实验和选修实验

相结合.
打破传统力、热、光、电、磁模块教学,根据教学

大纲要求,结合工程教育认证的通用标准,把实验内

容分为基础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和选修实验.设置

物理趣味演示实验室和走廊演示实验板,内容均为

最新科技成果.演示实验室为全体学生开放,有专人

指导和讲解.选修实验主要是以教师研究项目为出

发点,结合学生学习兴趣,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优势,

对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展开和讨

论.

3.2 教学方法分类 因材施教

我校理工科学生生源主要由普招班、对口单招

班和卓越工程师班组成,其知识水平和接受知识能

力为卓越工程师班最好,普招班其次,单招班最后.
在现有的实验条件下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群体的教学

质量,设计了新的教学思路;

第一,建立了演示实验室、多媒体实验室、基础

实验室、综合设计实验室以及网络学习平台.针对不

同的教学群体,难度不同的实验,采取相对应的教学

方法.如利用光电效应测普朗克常量实验.知识量

大,逻辑性比较强,要求单招班课前在网络平台进行

学习模拟,课上还会在多媒体实验室进行学习,完成

后才可实验.普招办要求网络学习模拟,不必多媒体

实验室演示.卓越班按规定写完预习报告即可.
第二,教学课堂上侧重点分层,对于单招班,讲

授实验知识较多,按要求认真完成实验即可.对于普

招班,必须对实验原理、具体操作完全掌握.对于卓

越班,横向和纵向扩展知识以及在课堂对部分报修

的实验仪器进行学习和研究.
第三,以新的实验器材设计和新的方法引入物

理量测量为基础全校物理实验创新设计大赛,每年

举办一次,可供动手实验能力较强的学生选择.

3.3 评价体系分类

众所周知,考核不仅是检查和评价教学效果的

重要手段,而且对教学活动有明显导向作用.学生成

绩由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创新能力共4部分

组成,不同的班级所占权重不同.单招班所占比例为

20%,30%,50%,0%.普 通 班 所 占 比 例 为20%,

30%,30%,20%.卓 越 班 所 占 比 例 为 0%,30%,

50%,20%.

3.4 教学成果反馈

在全校理工科专业中选取了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业、地质工程专业、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测绘

工程专业、土木工程专业、采矿工程专业、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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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进行实验教学改革实践.期末考试成绩如表3 和表4所示.
表3 普通班实验成绩对比表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班级
地质

(1)

化工

(1)

测绘

(3)

采矿

(3)

机械

(4)

安全

(4)

土木

(4)

地质

(2)

化工

(2)

测绘

(4)

采矿

(4)

机械

(5)

安全

(1)

土木

(1)

优/% 3.2 3 3.3 3.3 20 0 2.9 0 3 0 0 0 0 0 

良/% 80.6 63 43.4 43.3 60 51.6 85.7 71.9 52 20 32.3 25 29 21.1

中/% 12.9 28 50 53.3 20 45.2 11.4 25 42 70 46.2 47.2 55 65.7

及/% 0 6 3.3 0 0 3.2 0 3.1 3 10 19.4 22.2 17 13.2

不及/% 3.3 0 0 0 0 0 0 0 0 3.2 5.6 0 0 

表4 非普通班实验成绩对比表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班级
土木

(卓)

化工

(卓)

测绘

(卓)

土木

(合)1

机械

(单)

安全

(单)

土木

(单)

地质

(卓)

安全

(卓)

机械

(卓)

土木

(合)2

机械

(单)

安全

(单)

土木

(单)

优/% 3.3 3 3.3 6.3 0 0 0 0 0 0 2.9 0 0 0 

良/% 66.7 56.7 66.7 56.3 24.8 22.4 19.6 34.4 0 21.9 26.5 8.6 11.7 15.4

中/% 20 36.7 26.7 37.4 60.2 50.8 57.4 37.9 70.4 71.9 41.2 29.1 26.8 9.3

及/% 3.3 3.3 3.3 0 12 21.6 18.4 20.7 29.6 3.1 11.8 48.9 48.7 65.6

不及/% 0 0 0 0 3.0 5.2 4.6 6.9 0 3.1 17.6 13.4 12.8 9.7

  由表3和表4可以看出,实验组班级的成绩,分

布在优和良的百分比均高于对照组,在平时实验课

程中,任课教师反馈实验组的学生学习兴趣和班级

学习氛围,明显强于对照组.试点专业的相关学院教

师反馈此教学改革对学生参加国家、省级和校级的

各类创新设计比赛项目,均有明显的帮助促进作用.
表4中,实验组和非实验组的单招班所处在及

格和不及格的百分比明显高于其他班级,分析主要

是班级基础知识薄弱组成,今后应更注重基础知识

教学.表3和表4没有体现出学生个体差异化教学,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满足不同个体的教学,

是否有必要建立个体差异化考核方式等,将是今后

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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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agoodjoboftheTwoDimensional
MonolayerExperimentwiththeSupporting

ofLaboratoryOpeningProject

ZhuHuaze ZhangTao LiMin
(CollegeofScience,Xi′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YantaRoadNo.58,Xi′an,Shannxi 710054)

Abstract:Monolayerfilmanditsrelatedtechnologieshavebeenwidelyusedinmanyfields.Inthispaper,the

laboratoryopeningprojectforundergraduatesof“TwoDimensionalMonolayerExperiment”wasintroduced,and

theexperimentaldatawereanalyzedfromthepointofviewofmechanicsandthermodynamicsasanexample.

Lastly,thesignificanceoftheexperimentinpersonneltrainingandthefurtherextensionandexpansionitselfwa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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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gy

(上接第79页)

ClassifiedTeachingResearchonUniversity
PhysicalExperimentBasedontheSituation
ofEngineeringEducationAccreditation

QiaoHui GuoChangli ZhangTao
(Xi′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Shannxi 710054)

Abstract:Alongwiththeimplementationofthe“PlanforEducatingandTrainingOutstandingEngineers”,

pointstotheaccreditationofEngineeringEducationhasbeenstarted.Asanimportantbasicexperimentcourseof

scienceandengineering,physicalexperimentalsoshouldserveforit,andconstantlyimprovequality.Thispaper

analyzes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engineeringeducationandexcellenceprogram,combinedwith

owncharacteristics,putsforwardclassificationteachingmethodsandgotgoodfeedbackinpractice.Atthetimeof

improvingtheteachingefficiency,alsohasthereferencevaluetootherpubliccourseteaching.

Keywords:theaccreditationofengineeringeducation;physicalexperiment;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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