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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物理实验是物理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实践课程,在新的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体系下,如何加强普通

物理实验的教学,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主要针对地方本科院校中普通物理实验学时偏少的现

象,提出了增加实验项目和单项实验项目的学时,丰富实验教学手段的解决措施.这些措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方

面有利于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达到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保障实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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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是一门实验学科,针对物理学专业所开设

的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是物理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实践

课[1~3].2018年初,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在

《国标》中对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学时做了明确规

定,要求普通物理实验应不少于128学时,其中力

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实验均不少于16学时[4].目

前,全国各高校已经或者正在根据新的《国标》修订

相应的专业培养方案,可以预见,修订后培养方案中

的普通物理实验的学时会比当下采用的培养方案有

所增加.尤其是对众多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前几年,

在应用型转型思想的引导下,很多地方院校压缩了

普通物理理论课和实验课的学时,增加了一些其他

方面的专业应用或者实践学时.所以,如何在新的

《国标》体系下,全面理解地方性、应用型转型要求,

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真正做好物理学专业本科教学

工作的内涵式发展,是从事物理学相关专业教学工

作的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以运城学院为例,

着重分析地方本科院校中普通物理实验教学的现

状,并依据新的《国标》体系,给出下一步普通物理

实验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

2 普通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

目前,各高校的物理学专业中,一般将普通物理

实验课程分为普通物理实验 Ⅰ(力学部分)、普通物

理实验 Ⅱ(热学部分)、普通物理实验 Ⅲ(电磁学部

分)和普通物理实验Ⅳ(光学部分)4个部分,每一部

分的学时不尽相同.以我校普通物理实验为例,其中

力学部分开设8个实验(16学时)和4学时的理论导

论;热学部分开设8个实验(16学时);电磁学部分开

设10个实验(20学时)和2学时的理论导论;光学部

分开设8个实验(16学时).可以看到,力学、热学、电

磁学和光学实验的学时均不少于16学时,但是距离

《国标》要求的普通物理实验不少于128学时还有较

大差距.当然,这一情况并不是我校所特有的,国内

很多地方本科院校中,由于教学经费的相对紧张和

其他一些现实因素,其普通物理实验的开设学时距

离《国标》要求都有一定差距,下一步如何增加普通

物理实验课程的学时,如何更有效地提高普通物理

实验的教学效果,进而提升物理学相关专业的教学

质量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3 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通过调研兄弟院校的普通物理实验课程的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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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结合地方本科院校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

以从以下3个方面改进目前的普通物理实验教学.

3.1 增加实验项目数量

普通物理实验主要是培养学生学会利用基本物

理实验方法、基本元器件和仪器,对基本物理量进行

测量、数据处理和误差及不确定度的分析,并掌握常

用实验操作技术和相关的安全规范.目前我校开设

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实验部分,在现有基础

上,还有一定的实验项目增加空间,这需要从学校层

面加大实验设备的购置.

3.2 增加单项实验项目的学时

目前,多数高校普通物理实验单项实验项目的

学时为2学时,基本上满足了实验操作的需求.但

是,国内也有一些高校其普通物理实验单项实验项

目的学时为3学时或者4学时.笔者认为,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各种信息技术比如:多媒体技

术、仿真技术、微课等教学形式逐步进入高校课

堂[5~8],现在一个实验项目所承载的知识或者信息

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增加单

个实验项目的教学学时,当然,在增加教学学时的同

时,我们必须要规划好学时的分配.比如,如果单个

实验项目为3学时,可以利用1学时进行实验背景、

原理、仪器和应用方面的讲解,学生操作实验利用2
学时,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实际进行实验

操作的时间,有利于学生对实验项目本身所承载知

识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也有利于指导教师对学生的

实验操作进行过程考核.

3.3 丰富实验教学手段

目前的实验教学过程,多是指导教师对实验项

目本身做简单概述,然后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新

的形式下,要求以学生为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实验教

学体系,过于单一的实验教学手段就显得有些不足.
指导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虚拟仿真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加大实验项目的信息量.比如,我们在

进行“牛顿环实验”教学过程中,可以将编写好的

MATLAB程序提前发给学生辅助预习;然后在实

验课上讲解原理时,引导学生重点理解如下问题:

(1)牛顿环实验反射光和透射光所形成的干涉

图样有什么区别?

(2)在采用反射光干涉图样的实验中,其中心

的暗斑是怎么形成的?

(3)实验中为什么多采用钠灯? 如果采用汞灯

会如何?

通过上述问题的理论讲述和讨论,让学生带着

问题、带着思考进行实验操作;实验结束后,还可以

要求学有余力的学生改进 MATLAB程序,借助

MATLAB程序进一步理解课堂上的一些问题.通

过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既可以增加实验的信息量,

也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

生进行实验研究的主动性和参与程度,有助于提高

实验教学的整体效果.

4 结束语

随着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实施,对地方本科院

校物理学专业的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提出了更高、更

具体的要求.增加实验项目和单项实验项目的学时

是一个可行的改革途径,当然这一措施和丰富实验

教学手段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效果还需要实

践的检验,我校将在下一步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

教学实践中积极实践,探索在新的《国标》体系下,

提升本科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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