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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校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学生主体地位,从教学情境、教学

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如何建立以培养能力为导向的演示实验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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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

学,物理演示实验因其现象生动有趣、操作简易方

便、演示方式灵活,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成为非物理专业大学物理

的重要教学组成部分.演示实验不仅能加深感性认

识,增强学生对抽象概念和原理的理解掌握,更对培

养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发现、研究和

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校演示实验与大学物理课程配套,面向全校大多

数非物理专业开设.
《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明确指出,通过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应注意培养

学生以下能力: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科学观察和思

维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而演

示实验正适合发挥其情境教学的优势,以达到对各

方面能力培养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存在一些

亟待改进的地方.比如对演示实验没有足够的重视,

将其看作课堂教学的附属,教学没有系统设计;教学

方式传统,没有创新,不能充分调动学习主动性;教

学评价形式单一,学生能力培养得不到体现.目前演

示实验课主要是采取教师先展示,学生后操作的模

式,但整个过程仍是以教师为主导,并多是按仪器说

明演示,配以对原理简单陈述.学生学习也多是走马

观花,直接重复,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对以能力为导向的演示实

验教学体系提出了一些浅析和探讨.

1 建立网络平台 结合多媒体演示 丰富教学资源

建构学习情境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是学习

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

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2].由于演示实

验仪器台(套)数以及实验仪器更新有限,并且有些

实验存在操作危险,如电磁学里的高压带电作业演

示.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可以很大程度弥补实物演示

的缺憾,在提升学习兴趣的同时,扩大了知识视野,

促进举一反三.教师可以建立一个演示实验教学资

源网络平台,在后台搜集整合教学资源,学生用户登

录平台在线使用,除了可供自我学习,还可以邀请学

生共建资源库,启发学生去寻找和发现反映相应原

理的实验现象,在线上传,与教师和其他同学互动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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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中演示与开放演示相结合 促进理论与实验

教学衔接 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目前高校都配有独立的演示实验室,实验课安

排在课堂教学外,由教师在实验室内集中授课,实验

器材由实验人员整理维护,实验内容对应本学期理

论课程,从学期开始到学期末按教学班级轮流安排

进入演示实验室上课.这种教学形式集中可控,方便

统一管理.但是极易出现实验与理论内容无法衔接,

例如被安排在学期末的教学班级只有在学期快结束

时才能进入演示实验室,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我校演

示实验室现在采取了集中与开放相结合的方式,一

方面对全校教学班级集中安排固定时间段,由教师

统一授课.另一方面,在空余时间面向全校各专业学

生开放,为学生创造学习情境,学生可以选择自主预

习或复习实验内容,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此外,对

于没有开设大学物理课程的文科类专业学生,还可

独立选修物理演示实验,拓宽文科学生的知识视野,

培养物理思维.

3 传统教学方法与翻转课堂相结合 强调学生主

导地位 启发学生分析和研究问题

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教师更多的是作为整个

教学活动的主导,以展示的形式来演示实验.翻转课

堂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到引导的作用,它

是混合了直接讲解和建构主义的一种混合教学模

式[2].在教学过程里,教师先提供演示实验教学相关

的文献、视频等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学习,在课堂上再

由学生操作实验并讲解,教师整个过程给予指导、解

答.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积极性,还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促进了与同学、老师之间的情感交流体验.

4 教学评价多样化 个人报告与小组汇报相结合

提升教学效果

传统演示实验教学评价一般采取的是上课考勤

结合课后实验报告,形式单一,要求简易.由于演示

实验报告几乎没有数据处理和分析,学生上交的实

验报告就相当于一个对实验仪器的简易说明,没有

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报告上更体现不出学生的能

力得到培养和提升.因此教师的评价结果也只能千

篇一律,无法做到区分度.评价结果不仅片面笼统,

而且无法体现评价体系对教学活动的反馈效果.因

此,对于复杂、系统的演示实验,可以由教师提出课

题,通过要求学生组建学习小组,以小组汇报的形式

来提交学习成绩.
比如演示热声效应实验,气团受声波振荡引起

膨胀压缩,相当于起到热泵的作用,引起上下两个热

声堆温差逐渐增加.学生对演示结果感到有趣好奇,

针对实验提出研究问题:声波频率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佳频率是什么,和哪些因素有关,如何计算? 温度

随时间变化有什么特点? 热声堆材料一般用什么来

制作? 热声效应有哪些应用等等.将研究任务分派

给各学习小组,要求各小组查阅资料,采集实验数

据,以研究汇报的形式提交.这种方式激发学生求知

欲,引导自主学习,培养科学研究能力.作为实验报

告的一个补充评价,更能全面体现学生的学习效果

并给予有效的学习反馈.
总而言之,应充分认识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在物

理教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培养大学生科学素质和能

力的重要作用.通过演示实验教学,以物理知识点、

概念规律为线,物理学习、研究方法为扣,将学生的

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科学

素质串接.对于非物理专业的学生,也许他们今后并

不会从事物理专业的研究和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的学习体验和收获将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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