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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理念,传统教学模式和互联网教学模式为促进高校大学物理实验课的教

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首先,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增加教师教学激情,融入

思政教育内容;其次,丰富教学方式,优化教学内容和体系,改变角度的传统模式,合理分配实验前、实验中、实验后

的学习重点,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后,采用学习通教学软件建立和设置教学内容和考核环节.通过混

合式教学,在保存传统教学仪式感的同时,也注入了新时代教学的活力,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还有效提高了学生的

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重塑和优化了新时代下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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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校中开设大学物理实验的初心就是希望

大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和思考能力,激发大学生的创造

能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

大学物理实验明确指出[1~5],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在实验中把理论知识转换为

实践的重要性,同时树立学生对科学实验的严谨性

和务实性.
在新时代的带领下,实验教学要与时俱进、潜移

默化地融入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重新打造教学模

式,使教学方式多元化、教学内容丰富化、学习方式

多样化和考核方式合理化[3].在2018年教育部颁布

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的意见》中明确指出[5~10],要让现代科学信

息技术服务教育、辅助教育和提升教育,并且在教育

中优化和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11~15],让信息技术和

教学相辅相成、比肩前行.
除了传统的教学以外,互联网教学逐步成为高

校教学的方式之一.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为了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使教学方式符合当代

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并使学生充分合理安排学习时

间,本文将结合新时代教学方式和理念,利用学习通

软件,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考核方式进行相应的改

革,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

新能力进行培养.

1 大学物理实验现状分析

在传统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形式下,学生进入

实验室,在教师的示范下完成实验,并机械化地撰写

实验报告,对实验相应的拓展性知识基本上没有思

考和深究.其次,大学物理实验内容没有按照大学物

理课程的进度进行设计,且实验的性质没有具体划

分和突出,同时学生的考核方式仅仅包括实验操作

情况和实验报告情况,考核单一且不合理.学生在高

中阶段的实验操作偏少,在实验难易程度上不能很

好地定位学生的接受能力,同时教师的教学单一,考

核不全面,在教学方式和方法上不能有效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在当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学生对互联网的认可

度和依赖度逐步提升,为了学生能够把上网时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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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安排在学习上,把互联网教学作为正规教学的

一部分是非常必要和可行的.互联网教学在教学方

式上比传统教学有一定的优势,它能够以灵活、自

由、丰富和可视化的方式展现给学生,但代替不了传

统教学的活动性和仪式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互联

网教学和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是当代大学

教学的趋势.

2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

2.1 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和

思政教育能力

教师在教学中起到一个启发者和解惑者的作

用,是引导学生对某一知识领域理解的指南针.因

此,教师要熟练掌握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基本知识,

并能对其拓展性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还要有一定的

解决突发事件的能力.在树立科学实验观的同时,逐

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和培养学生尊重实

验操作过程和实验数据的理念.与此同时,教师要深

化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教育过程中要潜移默

化地给学生熏陶思政教育,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教师上好一节课,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的讲解,

还要纵观全局,收集和整理大量的信息,以最优化的

方式传授给学生,重在丰富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每

完成一个实验,实验教师应该要完成如图1所示的

工作.

图1 教师任务框架图

从图1可以看出,教师在课前,要准备好视频课

件和PPT,同时也要掌握实验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步

骤,并在学习通中给学生布置相应的测试,测试过关

后才能够进行实验.在查阅资料时要注重查找与实

验相关的历史人物以及实验的历史发展情况,培养

学生的科学历史情怀.在讲解基本原理和步骤的同

时,要拓展实验的人文历史和注意事项,培养学生实

验的严谨性和创新性.课后仔细批阅实验报告,注重

批阅实验的数据处理和学习心得,重在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后对学生的

成绩按照比例算出总成绩,并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

行进一步指正和辅导.

2.2 因材施教 与时俱进 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观

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一定程度上的施压,对学

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来综合考虑.大学物理实验一般开设于大二的第一

学期,对于此阶段的学生在学习态度上是比较端正

的,在学习中的冲劲是比较足的,在学习的热情上是

比较高的.特别是在实验的操作上是比较渴望的,在

此,一定要严格要求学生,培养他们正规化的学习模

式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在实验中,根据学生操作能力

的差异和学习能力的强弱,在实验操作中要认真教

会他们做实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引导他们对

实验数据的尊重,杜绝在实验中篡改实验数据和抄

袭实验数据,培养学生实验操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提升学生对实验的认可度和尊重心.在撰写实验报

告时要突出实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和实验报告心得

的重要性,要渲染出数据处理是很严密且有方式方

法的过程,实验报告心得是展示出一个实验收获的

关键点.

2.3 优化实验教学内容 同步理论教学内容 适应

学生的接受能力

在以往的实验中,实验的内容是按照实验的难

易程度来进行排列和安排授课的,与理论课程的内

容存在一定的错位,且在实验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偏

差,则在具体实验时,理论理解不到位,就会导致学

生在做实验时盲目操作、思维迟钝.其次,在实验的

性质划分上比较单一,在以往的实验中基本上是验

证性实验,探究性的实验操作偏少,要在教学内容的

时间安排和实验性质上进行优化.在理论和实验上,

要使理论课堂教学同步或超越实验教学,增加探究

性实验的比重.要以理论教学为核心,使理论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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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相辅相成,让学生在清晰明了理论的前提

下进行实验.

2.4 改进教学方法 重新定位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方

法

在互联网日益发展和普遍的情况下,信息的传

递和授予基本来自于网络,因此互联网成为大学生

生活的一部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大

趋势下,若想让学生远离手机和互联网的教学,那是

一件不可能的事,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所以在教学

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手段来教学,使其服务教

学,辅佐教学,让学生在学习中“玩手机”,在“玩手

机”中学习.同时也要加大对传统教学的认可,传统

教学的板书和讲授在教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传统

教学的可视性和体验性教学是互联网教学不可代替

的.

2.5 重新配套考核方式 全面考核学生的实验能力

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基本

上采用教师带班级按照实验室分布去做实验,这种

“教师移动式”教学,就造成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

洞悉和考查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平时学习能力,

这会使教师的考核方式和方法仅限于实验报告和实

验操作,导致考核不全面.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得不到

相应的展示和表现,动手能力弱的学生得不到教师

的指导和关注.在新时代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将改

变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线上和线下双重实验

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丰富全面,学生学习效果好.在

线上,学生要参与微课视频学习和相应的练习,只有

通过线上视频预习和习题练习,才可以进行实验操

作,最后进行实验报告撰写.其中的考核包括视频学

习、题目练习、实验操作练习、实验数据记录、实验报

告撰写,如图2所示.其中的习题练习和实验数据不

过关需要学生重新学习和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未达

标需要重新撰写实验报告.考核评分都是通过学习

通线上评定和汇总,线下只是进行实验操作.在具体

实验教学中,“教师坐班制”教学是一项重要改革,

教师坐班制教学就是一位教师在一个实验室负责一

个实验,各班学生按照分组依次进行实验,这样不仅

可以提高教师对实验的熟练程度,也可以提升教师处

理突发情况的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图2 实验教学基本流程

3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实践和应用

教学的目的在于传授知识和传递思想,培养有

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在当代社会环境下,大学

生的思维活跃,想法超前,对待事物的看法也有自己

的观点,则在教学中,仅仅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教

学,是很难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对于追求新

鲜感和时代性的大学生,在教学中一定要融入现代

化的教学手段,那就是互联网混合式教学.本实验教

学的改革在线上利用学习通为媒介,采用实验室为

实体,对学生在平时学习、动手能力和实验报告撰写

上进行相应的考核,如图3所示.

图3 实验教学基本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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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线上是通过学习通与学生进行交流和考

核,线下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讨论和操作.实验前包括

视频学习情况(占10%)和练习完成情况(占10%),

实验中包括实验操作(占20%)和实验室数据记录

(占20%),实验后主要是实验报告撰写情况(占

40%),其中实验报告重在考查实验数据处理、实验

结论和心得体会.

3.1 创建线上班级 建立流水式实验流程

根据学校实验课的安排以及班级的人数情况进

行编组,然后在学习通中建立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在

课程中建立班级,班级就以编组来命名.建立班级

后,在学习通课程设置中对成绩权重进行设置,其中

视频学习、练习完成情况、实验操作、实验室数据记

录、实验报告撰写在综合成绩的比例为1∶1∶2∶2∶

4.除此之外把相应的教案、资料、视频资料、作业和

考试题库上传到系统,课前视频学习和实验测试通

过章节测试来完成.除此之外,建立QQ群,允许实

验教师和每组的组长进入该群,以便教师通知的发

放和平时问题的交流,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学习通

与教师交流,让教师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

3.2 线上学习和考核

在实验课前一天,教师通过学习通向学生发布

实验任务,要求学生通过学习通对实验的内容、操作

和注意事项进行学习,并在线上进行考试.考试合格

后,方可进行实验室实验,否则不能进行实验.在此

考核中,系统会自动根据学生的回答问题情况来给

学生评分.其次,在实验室里教师根据学生的操作情

况给学生评定实验操作分,学生把实验数据上传学

习通之后,教师根据实验数据情况给学生打分.最

后,学生把实验报告撰写好后,上传到学习通,教师

在学习通中对学生的实验报告进行批阅,若实验报

告存在问题可以通过学习通让学生重新撰写和修

改.通过以上的考核方式和方法,最后得出的成绩就

是学生的最终综合成绩.

4 改革效果和总结

通过以上的教学改革和考核方式,我们从实验

教学的效果情况将传统教学和混合式教学进行相应

的对比.通过调查和对比发现,混合式教学在学生的

考核认可度、知识获得感、授课效率性和授课时间方

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如表1所示.
表1 传统教学和混合式教学的对比

教学模式
认可度

/%

获得感

/%

效率性

/(组/人·学期)

实验时间

/(min/次)

传统

教学
87.65 78.59 3 96

混合式教学 98.84 99.54 5 78

  在混合式教学方法的认可度上从传统教学的

87.65% 提高到了混合式教学的98.84%.在知识获

得感上,传统教学中只有78.59% 的学生认为通过

实验可以获得书本以外的内容,而通过混合式教学,

在实验室里,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清晰的思维进行

实验,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99.54%)认为通过本

次实验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让

他们获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使学生对理论

和实践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从教学效率上分析,传统教学中每学期每个教

师带3组学生做实验,混合式教学中每学期每个教

师带5组学生做实验,由此可见,混合式教学大大提

高了教师的教学效率.在实验操作时间上混合式实

验教学的课堂时间变短.正常的实验安排,每个实验

为2节课(110min),在传统的教学中,平均每一次

的实验时间为96min,而在混合式教学中,其平均

时间为78min,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时间要缩短18

min,这对以后的实验安排和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大学物理实验的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优化和探

索的过程,在教学改革中,由于学生生源的差异性和

学校实验设备的完备性不同,在实验内容的优化上

会存在不同.同时,在考核方式上针对不同的专业其

考核的内容和比重也应该存在不同的差异.因此,在

物理实验教学的路途中仍需要实验教学工作爱好者

继续进行探讨和研究,逐步把实验教学质量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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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ndApplicationonUniversityPhysics
ExperimentTeachingBasedonHybridTeachingMode

XiaoLiyong YinYue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icalEngineeringofLiupanshuiNormalUniversity,Liupanshui,Guizhou 553001)

Abstract:Basedonthelearningstylesandconceptsofcontemporarycollegestudents,thetraditionalteaching

modeandtheInternetteachingmodeintheneweraprovideanewwaytopromotetheteachingmodeandmodeof

collegephysicsexperiment.Underthemodeofmixedteaching,firstlyimprovetheteachingabilityofteachers,

changetheteachingconceptofteachers,increasethepassionofteachersandintegrateintothecontent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Secondly,enrichtheteaching methods,optimizetheteachingcontentand

system,changethetraditionalmodeoftheangle,reasonablyallocatethelearningfocusbefore,duringandafter

theexperiment,andimprovethestudents′hands-onandinnovationability.Finally,thelearningandteaching

softwareisusedtoestablishandsetup.Teachingcontentandassessmentlinks.Throughmixedteaching,not

onlypreservesthesenseofritualoftraditionalteaching,butalsoinjectsthevitalityofteachinginthenewera,

whichnotonlyimprovesteachingefficiency,Italsoeffectivelyimprovesstudents′thinkingabilityandinnovative

ability,andfurtherreshapesandoptimizesthe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modeinthecontemporaryera.

Keywords:traditionalteaching;blendingteaching;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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