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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分析地方性民办高校大学物理教学模式的

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之上,以向应用技术型转变为指导思想,以“夯实基础、提高兴趣、对接专业”为抓手,从实验设计

的基本原则、课程体系的构建模式、新教学方式的引入、评价体系的优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探索.同时,进行实证

研究,从纵向与横向进行对比,不断修正与调节,从而适应民办高校以应用技术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办学定位.
关键词:物理实验  应用技术型  转型发展  创新改革  实践探索

  大学物理实验是一门探索自然奥秘,揭示万物

运行规律的学科,同时也是高等院校工科学生必修

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目前,国内大学物理课程在教

改、教研、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

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比如教学体系没有层次感、实
验内容与理论授课联系不紧密、教学方式死板、单一

的理论闭卷考试等等.这些弊端在多数工科院校尤

其在民办工科高校中尤为明显.民办工科高校有着

自己特殊的生源、校情学情,很多其他院校已有的教

改经验不能直接套用.
应用技术型民办高校的教学改革,需要打破传

统的教学体系,教师要跳出思维的桎梏,不再拘于传

统的教学模式、授课方式,要勇于改革,勇于实践,勇
于创新.

1 转型理念下大学物理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进行大学物理实验设计时,需要根据民办工

科高校的校情及学情进行实验设计.对于民办高校

来说,存在经费、师资、人员管理和教学场所上的不

足,所使用的仪器多数为基础设备且陈旧落后、损坏

严重,数量短缺,尤其对近代物理实验仪器设备配置

量少或直接没有,导致很多实验无法开展,实验效果

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一味地要求购买新设

备,教师要动起来,进行新的实验设计.设计实验室

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一是实验基本技能培养原则,

基础实验大多数属于验证性实验,对于学生的理论

基础和动手能力有着极大的培养作用;二是体现生

活趣味性原则,不能让学生畏惧物理实验,要将生活

中的一些趣味现象纳入课程,让学生通过实验可以了

解其深层次原理和规律,激发其兴趣;三是体现科技

进步原则,不能是对中学一些简单实验的重复,要将

现代社会较为前沿的科技引入,比如学生感兴趣的反

重力装置、磁悬浮等等;四是为专业培养目标服务原

则,要以人才培养为出发点,满足学生专业多物理知

识的需求;五是低投入高收益原则,尽可能用较小的

投入,使学生的受益面更广,使仪器的利用率更高.

2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体系构建

2.1 层次化的课程体系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人的认

知规律,在此基础上设置满足不同需求的,具有层次

化、阶梯化、立体化的课程体系.经过探索,形成了基

础类实验、综合类实验、趣味类实验、专业类实验、设
计类实验、创新类实验6个层次,如图1所示.在构

建体系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实验之间的相互作

用,遵循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原则,同时要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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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做为落脚点.每一个实验层次都应对应不同

需求层次的学生,都应体现出培养目标.

图1 实验设置及教学功能

基础类实验主要是学生第一个接触的实验知识,

是学习物理实验的基础,对后续的其他层次实验学习

有着极大的影响.基础类实验主要包含基础理论知识

和一些经典验证实验.比如测量分类与误差、有效数

字及其运算法则、数据的处理方法、测量结果的评定

等等,而验证型实验比如有重力加速度的测定、声速

的测定、光的分解、影响导体阻值大小的因素等等.
2.2 服务专业目标的课程体系

通过总结我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近三

年来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成效的基础之上,结合“立足

专业、服务专业”的总目标,我们实施“1+X”教学改

革模式,其中,“1”为工科各专业需要的通识基础知

识,“X”将结合各工科二级学院相应的专业群,探索

出适合不同专业群的项目化教学内容,服务于该专

业的培养目标,形成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独特的教学

体系.
2.3 仿真与实体实验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民办工科院校的经费投资比较有限,在这种情

形下,为了提高学生受益面,提高教学质量,则必须

引入仿真实验,开设网络实验平台.由于仿真实验不

受传统物理实验室场地、设备的限制,学生可以随时

对不懂的、感兴趣的实验进行多次重复的练习.同时

可以对比实体操作实验结果与仿真结果的差异,寻
找分析原因,能深层次地了解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仿真实验对于开阔眼界、

熟悉和了解目前尚不具条件的实验大有裨益,但我

们应该明确,其不能代替真实实验,因为仿真实验往

往是理想情况下的结果,具有很好的完美性,在仿真

时必须向学生交待清楚.

3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法为比较单一,一般为讲解、演
示、验证,大多2个学时可以完成,这种教学方式有

其优点,但耗时多,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应

用技术型转变理念指导下,需要引入多种教学方法.
比如任务驱动式、项目式、案例教学等较为先进成熟

的教学方法,贯彻“学为主体、导为主线、知识传授与

能力培养并重”的原则,将教学主体从“教”转移到

“学”,最大限度夯实学生的必备基础.同时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实施现代信息技术下的个

性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带动大学物理课程的可持

续发展.

4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评价考核体系改革

传统的实验课程考核方式主要由完成实验报告

以及课堂表现来决定,这种考核方式可以反映出来

学生对待实验课程的态度以及实验能力的强弱,但
是很难反映出来,学生对每个实验的思考程度及掌

握情况,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的

学生如流水线式的产品,缺乏创造力.同时也使物理

实验的趣味性和延伸性蒙上了“灰尘”.且单纯由实

验报告决定考核结果的做法,使学生不重视物理实

验,经常出现旷课、逃课、请假等现象,而课后抄其他

同学的实验报告以应付了事.

图2 改革后的考核方式

鉴于此,我们实验课程的评价方式,不仅看实验

报告和实验结果,更多关注学生的实验过程以及在

实验中出现的各类与预期结果不符现象的深入思考

及解决措施.在期末,从基础类实验和对接专业类实

验中抽调一部分,设置理论考试、操作测试以及趣味

(创新)小制作,从而综合性的评价学生对实验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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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及运用能力,同时强化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具体

考核流程如图2所示.

5 教师队伍及素质的提升

可以说,实验室建设、科技手段都是硬件,而教

师才是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影响着实验教学质量,

是教学的关键所在,因此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素质

的提升至关重要.一是要不断引进中青年高层次人

才,培养现有师资,做到内外结合,改变“哑铃型”队

伍现状;二是要注意民办高校实际情况,注重“专兼

结合”的师资结构建设;三是要加强师资队伍水平

建设,从而形成一支知识及年龄结构合理、人员稳

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可持续发展教师梯

队.另外要开展多种教研活动,鼓励教师收集整理最

新的科技动态和相关研究进展,鼓励教师研究现有

仪器的构造,而不仅仅留在对实验设备表面的认识

上.教师也要经常“充电”,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度,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6 结语

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是

民办工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变的关键所在,笔者

所在高校通过根据校情和学情,在原有实验基础之

上,坚持实验室设计的5个原则对原有实验进行优

化设计,改良教学方法,引入现代教学媒介,进行分

层教学,多方位考核,通过“贴近学院、贴近学生、贴
近专业”的教学路径,达到“对接专业、服务专业”的

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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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ndExplorationo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
TeachingModeinPrivate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under

theTransformationIdeaofAppliedTechnology

PengRongrong
(DepartmentofBasicCourses,NanchangInstituteofScience&Technology,Nanchang,Jiangxi 330108)

Abstract:Thereformofcollegephysicsexperimentteachingmodeisacomplicatedandsystematicproject.

Basedontheanalysisofthepresentsituationandthedeficiencyofthecollegephysicsteachingmodeinlocalprivate

collegesanduniversities,takingtheappliedtechnologytransformationastheguidingideology,to “layasolid

foundation,improvetheinterest,dockmajor”asthestartingpoint.Thereformandexplorationcarriedoutfrom

thebasicprinciplesofexperimentaldesign,theconstructionofthecurriculumsystem,theintroductionofnew

teachingmethods,theoptimizationoftheevaluationsystemandotheraspects.Atthesametime,anempiricalstudy
wasconductedfromtheverticalandhorizontaltocompare,andconstantlyrevisedandadjusted,soastoadapttothe

runningorientationoftheprivatecollegesanduniversitieswiththeappliedtechnicaltalentsasthetrainingobjectives.

Keywords:physicsexperiment;application orientedtechnology;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innovation;

practical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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