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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要研究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融入物理雏形教具,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针对学生

物理课堂展开案例实践,选择201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1~4班的学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1和2班为实

验班,在教学中融入教具;3和4班为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对照班,实验班学生能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物理理论知识,而且对大学物理课程的兴趣、创新思维、实践动手能力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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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必修课程,以
培养大学生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为

目标,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1~3].同时,物理实验是

物理教学实践环节,物理理论知识需要实验来验证,

而且物理规律的研究是以实验事实为基础,并不断

接受实验的检验,也是大学物理课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大学物理实验主要是培养高校学生动手能力

和创新思维,并激发学生探索物理知识的欲望.同时

也是理工科大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开设的第一门实验

课程,也是学生系统训练实验技能的开始,为学生以

后学习专业实验课做好充分的准备.
传统物理学教学方式主要是以教师教授为主,

教师占主导位置,使得学生独立探索物理知识受到

一定压制,学生的探索精神略差,学生对学习物理的

兴趣有所怠慢.大学物理课程的培养目标不仅受限

于传授学生课本的物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本
文引导学生参与设计物理雏形教具,就是以简单的

教具进行演示实验,物理教具演示实验能直观地展

示物理原理,能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物
理雏形教具运用在课堂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
时也能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氛围.有些物理教具可

以用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低廉材料或废旧器件制作而

成,简单而低廉[4].对于较抽象的物理理论知识,通
过物理教具的展示,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学生能很

好地去理解.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专

门人才目标下,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引入物理教具的

教学,让学生参与教具的制作,使学生的物理知识不

仅得到理解和巩固,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提

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在教学实践中,选择同一年

级同一专业的学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为两个教

学组,分别为实验班和对照班,对比学生的课堂表现

和考试成绩,分析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创新

思维等方面的变化是否显著,对效果进行验证.

1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教学学时和实验室建设等条件的制

约,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一般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传统

教学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虽然教师的教学手段不

断再优化,在课堂上通过讨论和答疑的形式来激发

学生的探索精神,也活跃了课堂氛围,培养了学生自

主获取知识的能力,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

维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发.从课程的性质上来看,大学

物理是一门理论较强的课程,虽然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举一些实际生产生活中的例子,而且物理课

程需要积累大量的基础知识,才能真正掌握好.由于

独立院校的学生自身的特点,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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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因此不少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而对于非物理专业学生对这门课不够重视,都是被

动学习[5].大学物理课程也是一门实验科学,由于各

高校的实验室建设的发展极不平衡,彼此差距也很

大[6].在“双创”的教育背景下,高等学校都加强对

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对于物理课程,通过鼓励

学生制作各种教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7].例如

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每年都举行物理教

具的比赛.由于受到实验条件的制限,大多数普通高

校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教学侧重于理论教学,设
定实验课时较少,从而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
使学校建立了物理实验室,实验内容也很难和理论

课完全匹配,加上实验仪器有限,而且教师在实验课

中往往是要求学生按统一步骤操作,很难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欲望.

2 教具引入大学物理课堂的价值及意义

2.1 利用“雏形教具”提高学生在大学物理学习中

的学习兴趣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优化课堂教学的

质量

教具是以直观的实物形式展示给学生,物理雏

形教具能把教学内容以具体的实物形式展现给学

生,而且教具与现实密切关系,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物理知识的兴趣,引导学生探索物理知识,而且教

学效果良好,物理教具引入到物理教学中是非常必

要的.基于独立学院学生的学习特点,复杂的教具学

生较难理解,但雏形教具是将物理知识以简单、直观

的方式演示给学生,并引导学生参与设计,把复杂物

理理论知识对象形象化,有助于学生理解.
物理雏形教具的作用将知识转变为现象,并通

过实际连接了物理理论知识.还能够帮助学生建立

物理概念,形成物理思想,同时教具中涉及的相关物

理问题,让学生自主的探索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课堂的学习氛围也较活

跃.演示教具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尽情地观察和操

作,还可以对教具进行改进,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

识.课堂上教师应多鼓励学生们参与教具的设计与

制作.自己动手不仅只是简单的设计和制作,它更是

教与学的升华[8].这样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观察、动手

能力,设计和制作教具往往是团队设计,还可以提高

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2.2 有助于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学素养 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生设计和制作教具的过程也就是对物理理论

知识的一种验证过程.只有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才

能够顺利完成教具从设计、选材、制作、调试到最后

定型,在这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也是一个科学思维的提炼和创造的全过程,同时培

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2.3 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和教

学水平

在课堂上的教具进行演示和讲解之前,教师应

了解教具涉及的基本物理知识和相关的知识脉络.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对相关物理知识进行进一

步拓展和深化,针对教学效果和学生提出的问题,教
师还需要思考如何优化教具,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
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提高,打
破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有助于将课堂转化

为以学生为主体,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让学生自己走进物理的课堂,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让学生愉快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动手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将创新教育融入课堂.
2.4 丰富课程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主要以考试为主,这种传统的考

核方式不足之处就是同学们都是靠学期末突击刷

题,背公式,即使考试通过了,这也完全违背了物理

教学的初心.大学物理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可以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具有严谨的科学态

度和探索创新精神.物理雏形教具进入课堂,让学生

理解和掌握物理概念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教学过程.
将分小组设定和制作教具,纳入课程的考核范畴,考
核的多样化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以往的平时成

绩占30%,可适当提升到50%.平时成绩分值提高

了,学生也更加注重课堂的学习.
2.5 转化了教学模式

课堂融入雏形教具打破了传统的授课模式,大
学物理课程一般两节连上(90min),传统的教学以

教师授课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容易倦怠、注
意力不集中,学生学习属于被动学习的状态,教师也

很难知道学生到底能吸收多少,教学效果也不是很

理想.在 “双创”的教育背景下,大学物理课程的教

育不光是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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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把理论教育知识同现实的生产有效地结合,也能

实现转化理论知识的目的,提高学生的双创能力.课
堂融入雏形教具,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

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学生参与教具的设计和

制作也是一种探究式教学,通过方案的设定、到最后

的成型,让学生碰到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用查阅相关

资料、小组讨论等形式去获取知识,从而从被动学习

转化为主动学习.

3 物理雏形教具应用于教学实践

3.1 研究对象与方法

选择南宁理工学院同一年级和同一专业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分成两个教学对照组,一个是实验班,

一个是对照班.本文选择2019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1~4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计算机1和

2班为实验班,计算机3和4班为对照班.
采用“大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程的兴趣和期待”

网上调查问卷,该问卷共包括6个维度,分别为对学

生物理知识背景调查(4题)、目前的学习状态(2
题)、对物理课程的兴趣程度(2题)、对教师授课形

式的评价(2题)、对物理教具是否了解(2题)、对物

理课程有哪些期待(4题)共计16题.
计算机3和4班为对照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以教师讲授物理知识为主.计算机1和2班为实

验班,在物理课程中引入物理雏形教具,课程融入雏

形教具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教师讲解教具

引入大学物理课堂的价值及意义,给学生埋下教具

这一概念,并激发学生对教具的兴趣;第二阶段:学
生参观物理实验室现有的物理雏形教具,教师讲解

和演示给学生,学生可以随意观察和演示物理教具,

遇到不解的,可以提出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对教具

进行优化和改进,从而给课堂营造活跃的氛围;第三

阶段如图1的示例图:学生分组设计和制作教具,从
方案的制定、选材、最后成型,通过教师的点评,学生

对教具进行优化和改进,学生在课堂对教具进行讲

解和演示,教师对每个小组进行评分,这一部分成绩

纳入平时成绩的加分,也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学生也更加注重课堂的学习,并把平时成绩分数提

高到占最终考核总分的50%;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

实践,对两个班级学生课堂氛围、掌握知识的情况、

创新意识、考试成绩进行对比.

图1 学生分组设计和制作教具示例图

3.2 结果分析

发出的调查问卷份数为184份,回收有效问卷

184份.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同一专业背景的学生,

学生的物理基础相差不大.目前70% 学生的学习状

态较好,但对物理课程的兴趣不是很高,主要原因是

觉得物理课程难度较大,较难理解,属于被动学习.
对于目前教师的授课形式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虽
然教师也通过举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通过提问来引导学生去探索和思考,但是两

小节的课(90min)时间较长,到第二小节,学生的

注意力下降,课堂氛围慢慢变得比较沉闷.全部学生

对物理教具有所了解,在高中课堂中,学生观察教师

演示教具,但是只有1~2次而已,而且演示时间有

限,但是对物理教具的真正理解还是停留在表面上,

认为教具就是一个简单的实验装置,存在意义不是

很大,学生参与教具的设计和制作寥寥无几.87%
的学生对物理雏形教具引入课堂很是期待,78% 的

学生希望自己能参与教具的设计和制作,从而加深

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实践动手

能力.
实验班学生经过第一阶段物理教具的讲解和第

二阶段的观察,对教具有了更深的了解,在观察教师

演示教具的过程中,也思考其中隐含哪些物理知识,

从而引导学生去思考和探索,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学生对教具中的物理知识也得到理解和加深,学生

也从被动学习慢慢转化为主动学习,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有所提高,学生提问也相对较多,课堂氛围也

变得活跃.第三阶段是分小组设计和制作教具,为了

顺利完成教具的设计和制作这一过程,要经历一系

列问题需要去解决,学生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去查

阅资料、小组讨论等等,这样也提高了学生的探索精

神和自主学习能力,从设计-制作-成型,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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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这一过程使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探索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思维和

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提升.教师通过对实验班和对

照班的学生作业,发现实验班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较好,实验班的课堂氛围较活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得到提高.通过期末考试,由图2可知,实验班的优

秀率(90~100分)为24.45%,相对于对照班高出

12.87%,实验班的学生全部通过考试,而对照班有

两位学生没有通过考试.整体上看实验班80分以上

的学生占59.23%,高出对照班13.97%,从而也看

出大学物理课堂引入教具也加深了学生对物理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

图2 学生考试成绩示例图

4 结论

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融入物理雏形教具,提升

学生在大学物理学习中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自主

学习,提高了物理课堂的教学质量.学生通过参与教

具的设计和制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探索精神、严谨的科学素养、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

力.也使课程考核方式具有多样性,学生也更加注重

课堂的学习,而且教师的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和教学

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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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andApplicationResearchonUniversity
PhysicsCourseTeacingBasedonPrototypeTeachingAids

WeiNingyan
(CollegeofArtsandSciences,NanningCollegeofTechnology,Guilin,Guangxi 541006)

Abstract:Thispapermainlystudiestheintegrationofphysicsprototypeteachingaidsintheprocessofcollege

physicsteaching,soastoimprovestudents′innovativethinkingandpracticalability.Carryoutcasepracticefor

students′physicsclassroom,andselectthestudentsofclasses1and4of2019computerscienceandtechnology

majorasthemainresearchobject,ofwhichclasses1and2areexperimentalclasses,whichintegrateteachingaids

intoteaching;Classes3and4arethecontrolclass,usingtraditionalteachingmethods.Theresearchandanalysis

resultsshowthatcomparedwiththecontrolclass,thestudentsintheexperimentalclasscanbetterunderstand

andmasterthetheoreticalknowledgeofphysics,andimprovetheirinterestincollegephysicscourses,innovative

thinkingandpracticalability.

Keywords:collegephysics;prototypeteachingaids;innovative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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