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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信息化教学与传统教学融合过程产生的问题,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缺乏,以及大学物理实验课

堂在当前的不足,把APT教学模型应用到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来.APT模型将评价手段、教学方法、信息技术融为

一体,从而优化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创造教育信息化环境下的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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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实验是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教育必修

的一门基础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际应用

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学生能否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

到实际的实验过程中,并激发学生创新的能力.所

以,大学物理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大学物理实

验教学现状是,实验的教学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成

不变的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信息教育技术有待加

强.经过近几年观察,有些高校云课堂(线上)教学

也逐步实现,但是,学生自主性学习的兴趣很小.大

部分学生还是以教师的讲解或者演示实验操作步骤

照搬照抄的完成实验,甚至凑出实验数据,存在抄袭

或编造实验数据等恶劣行为[1].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自主学

习的能力.
近几年,随着信息技术迅速地发展,学校的教育

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新型的教学模式也层出不穷.

2005年,美国学者Koegler和Mishra提出了技术知

识(TechnologyKnowledge)、教学知识(Pedagogy

Knowledge)和内容知识(ContentKnowledge)复

合的TPACK理论框架[2].2007年,在社交可供性

(SocialAffordance)、教 学 可 供 性 (Educational

Affordance)、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Affordance)

的基础上,新加坡著名学者王其云教授提出了PST
教学模型[3].在这种信息化教学环境下,线上教学与

线下课堂逐步融合,而这些要求学生要有很好的自

主学习能力.那么,我们怎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而不是被动的学习呢? 对目前存在的信息化教

学模式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有效的教学评

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自主学习能力.华

中师范大学张屺教授团队提出了评价-教学法-
技术三者深度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APT).因此,

以评促学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并能与信息化教学

模式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以评促学指的是运用评

价手段促进学生学习的教学模式.APT模型的终极

目标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备21世纪学习能力的

学习者,同时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APT教学

模型分别指的是教学评价(Assessment)、教学法

(Pedagogy)、技术工具(Technology).在基于对学

生以及课程的综合分析,把3个要素合理地深度融

合,创造出信息化背景下的高效课堂.
本文在信息技术和可能融合的环境下,把APT

教学模型应用到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来.以评促学

极大程度地促进自主学习兴趣与反思能力,大大改

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效果.

1 APT模型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的建构

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中建构的APT模

型如图1所示.主要以APT模型为基础,在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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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中,使用云平台、问卷星、雨课堂、PPT
媒体演示软件等各种形式的技术手段,进行多种多

样的教学,并设计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比如,课前自

我评价,他人评价;课间教师的评价等.目的是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任务驱动的合作式学习、探究

性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等,以达到高效的教学效果.

图1 APT模型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的建构

2 课程学习评价的设计

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采用自我评价、同

学评价和教师评价为主,按照实验内容,课程评价的

设计主要为课前评价、教学过程中的评价和云平台

或 MassiveOpenOnlineCourse(MOOC)在线实

验多元化的评估.
(1)在正式开始实验一周时间内,使用问卷星

设计一些问题,检测学生的学习投入度、实验原理等

知识理解程度和研究能力进行问卷调查.这样教师

能够更好地开展相应的实验教学,并通过数据分析

整理,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描述.
(2)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授课时根据学生实

验操作进行评价,比如设计操作上一些重点操作问

题,根据学生的回答可以实时的评价.
(3)云平台或者MOOC等在线实验评价,主要

包含3个主要方面.首先,对云平台上在线视频的自

主学习,在整个实验学习中的评分比例设为40%;

其次实验过程中操作表现评分比例为40%;最后,

实验数据处理评分占整个实验的20%.
以对实验课前任务的完成情况、自主学习的投

入度和自我评价为例,如表1所示.我们采用李特量

5点量表的方法,1~5分别为问题的赞同程度.1代

表非常不赞同,5代表非常赞同.这些都可以通过问

卷星、云平台等技术手段实现.学生间的互评及教师

的评价在课前、课堂中都可以进行.最后可以统计出

总的成绩,按照得分权重计入到综合成绩中.

表1 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自我评价指标

题号 题目

您的赞同程度

非常不赞同 一般赞同 赞同 比较赞同 非常赞同

1 2 3 4 5

1 课前任务完成程度非常好

2 实验原理理解得很好

3 课前能积极参加小组讨论

4 已经了解操作注意事项

5 具备独立做该实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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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课程教学方法的设计

在APT模型中关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内容设

计,主要以混合式教学为主,目标是把传统教学和信

息化教学深入融合翻转课堂[4,5],其设计如下:首先

给学生提供云平台的在线 MOOC等视频课程,并

混合新编《大学物理实验》带有二维码的教学用书,

学生可以扫二维码观看主要的仪器介绍、实验原理、

主要操作介绍等视频.上课地点为多媒体教室,多媒

体教室安装有投影仪等必要设备,以便学生可以在

云平台上自主学习,并对理论知识或者实验操作等

内容以小组协作形式进行.将这些信息技术应用到

传统教学模式里面,使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达

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根据实验内容可以采取部分内

容课堂讲授和课堂研讨的方式,并利用云课堂的

MOOC在线学习,把自主学习的决定权转移给学

生.另外可以增加虚拟仿真模拟实验,使学生在学习

平台上进行虚拟实验.这将是大学物理实验未来必

要的教学内容.

4 大学物理实验学习技术的设计

在实验的教学中运用多种技术工具是势在必行

的,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技术工具,并

非越多越好.在APT模型的云平台中,根据实验内

容选择合适的技术工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运用并

达到学习目标,比如,在云平台设计“我的课堂”模

块,学生可以看到本次学习实验内容,并看到实验的

资源、作业模块、论坛模块.学生借助此模块进行自

主学习.教师也可以利用云课堂、问卷星等移动终端

技术设计问卷调查模块、测试模块、互评模块、自评

模块、创新模块.让学生按照文档写完每一节的课前

任务,并用多媒体技术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设计.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做好提问环节,让学生

在线或者使用移动终端提交问题答案,利用云平台

课堂进行浏览观看实验的教学资源,下载每个实验

的任务单,课后创新测验,并让学生在网上讨论并互

评.

5 实验学习的设计

根据每个实验的特点,在实验学习上进行如下

设计:可以根据自愿原则或者划分原则,把学生按照

5~6人一组,让学生根据每一实验前,学生通过云

平台里面的资源模块和课本上重要知识点扫描二维

码进行自主学习,让学生根据完成程度及效果进行

自我评价、互评,然后按照实验内容分组进行讨论,

也可以轮流上台展示自己小组存在的问题及该实验

的操作问题.然后教师根据问题,把部分实验内容进

行讲解,同时给学生一些准备好的问卷星二维码的

问卷,再评价自己及同伴.教师最后登录问卷星,把

学生的评价展示,并向学生提供反馈意见.让学生操

作实验,在操作完之后.让学生把数据上传到云平台

的作业模块,小组内成员对其实验报告进行互评,教

师对每一个实验报告处理进行终结性评价.

6 结束语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堂没

有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但是,通过结合现代技术工

具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提高学生实验的兴趣,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APT模式教学目前研究的不是很多,如何更好地融

合评价手段、教学方法与技术工具,仍需要进一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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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中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手段也在不断追求科技创新.教师通过使用不同的教学

手段,增加课堂趣味性,也能让学生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分析和处理信息,与现代科技加深联系.利用电子线路

设计软件 Multisim14.0对高中教材中部分电学实验,包括变压器、二极管的伏安特性、自感等进行仿真实验,为教

师提供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从简单直观的仿真实验中,不仅可以轻松学懂物理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科

学探究的能力.同时,虚拟实验也可以解决部分传统电学实验在课堂中误差大导致实验结果不易得出科学结论和器

材有限不能进行实验的问题.
关键词:Multisim14.0仿真实验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  变压器  自感

  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同时实验教学在物理课

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验可以帮助学生获得

直观体验,利于学生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化过程.但

是,传统电学实验存在以下几个弊端:第一,电学实

验停留在十分基础的简单的电路连接上,与时代有

一定的脱节.第二,教学器材昂贵,一些教师受到学

校教学资源的限制,对于部分电学实验有一筹莫展

的感受,因此只能拿着教材直接传授学生知识,而缺

乏探究过程,不利于学生探究能力的发展;第三,已

有的电学实验器材功能固化,不利于学生创造性的

发展.
利用 Multisim14.0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实验则

可以解决一些传统实验的弊端.第一,仿真软件可以

提供大量的电学元件,可以满足高中大部分的电学

实验测试,学校则可以减少实验器材的购买,利用学

校微机室就可以实现每一位学生进行虚拟实验仿

真.第二,学生可以分组讨论学习,但真正实验时,每

位学生都能参与到实验中去,这很好地避免了传统

实验中由于器材缺乏导致学生动手实验机会少的现

象.第三,仿真实验数据精度高,可以减少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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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ApplicationofAPTTeaching
Modelto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s

LiuDandan GuoPeng LiHong WangJianjun
(Zhongy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Henan 450007)

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theproblem madeinintegratedprocssinformationizationteachingand

traditionalteaching,thelackabilityofstudents′autonomiclearnigandtheinsufficiencyofcollegephysics

experimentsteaching,weapply APTteaching modetocollegephysicsexperimentsteaching.APT model

integratesevaluation methods,teaching methodsandinformationtechnology,soastooptimizestudents′

traditionallearningmethodsandcreate)efficientclassroomineducationalinformationenvironment.

Keywords:collegephysicsexperiments;APTmode;cloud-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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