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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医用物理实验教学现状与现代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相悖,不利于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本文提

出通过建立分层教学及评价体系、优化实验设计、推动实验教学及管理队伍建设、应用网络化实验教学管理平台等

方面,构建面向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医用物理实验教学体系.实践发现,该体系的建立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提高了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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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是一门基础学科,物理实验具有广泛的教

学受益面,甚至可以跨越学科界限,促进学生的探究

精神和创新意识.然而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的物理

实验存在着与现代高等学校教育的宗旨相悖,不利

于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

(1)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实验内容单一,与学

生专业相关性不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

(2)旧实验仪器年限长,灵敏度不高,新仪器集

成度过高,不利于锻炼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3)重结果轻过程的实验评价体系磨灭了学生

对实验的探究热情.
实验开放教学模式的实践证明,建立以实验室

开放为前提、应用为导向、逐级提高的多层次实验的

教学体系和考核体系对激发学生积极探究,启迪学

生自主创新有显著的作用.医用物理学课程的应用

性很强,医用物理学实验的开放教学对学生创新能

力的提升和今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构建面向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医用物理实验教学

体系

1.1 建立分层教学体系对学生进行分阶段训练

通过对实验模块和实验内容设置不同的难度及

要求,建立分层教学体系.分层的实验分为基础实验

模块、综合实验模块、设计创新实验模块.比如表面

张力系数测量实验中,初级阶段开设简单的基础实

验如焦利氏秤的使用,第二阶段开设较难的验证实

验如用比较法测液体的表面张力系数,第三阶段开

设综合性实验如不同浓度肥皂液表面张力系数的差

异,第四阶段创新性实验如温度和溶质对表面张力

系数的影响,通过对学生进行分阶段训练开放实验

教学,逐步建立有自主创新意识的学习思维.

1.2 优化实验设计方案推进应用型教学方法

设置具有专业特色的物理实验内容,推进应用

型教学方法在高校的开展,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具

有重要的意义.引入“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学模式,

优化实验设计方案,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比如在影像学专业的超声实验中,我们应用B超对

熟鸡蛋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问题设计,如鸡蛋壳对

成像的影响,在鸡蛋中注油模拟病变,利用超声图像

进行长度的测量与实际测量的差异性等,学生通过

对鸡蛋测量后对超声成像的原理及注意事项有了较

深的理解,再鼓励学生对颈动脉、肾脏、肝脏等组织

进行测量,达到预期的实验目的.

1.3 构建多样性评价方式建立分层次考核体系

构建多样性评价方式,建立分层次考核体系,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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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学生为主体的开放教学方式,并让优秀学生脱

颖而出.物理实验成绩的评定应真实反映学生的实

验水平、实验素养,还应反映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

创新能力,要把实验过程的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

起来.

1.4 推动实验教学及管理队伍的建设

通过与理论教师及科研骨干的互通,建立合理

的实验教学队伍.基础实验如液体粘度的测量,由丰

富教学经验的高年资理论教师承担,做到理论教学

与实验教学的统筹一致.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如血

液粘度与心血管危险因子的相关性分析,由年轻的

有科研项目的高学历教师承担,做到实验教学与科

研项目的有效结合.通过引导学生参与实验管理,加

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1.5 网络化实验教学管理平台的建设

网络化实验教学管理平台的建设才能解决管理

人员不足的问题,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向学生发布实

验的相关信息,包括实验的教学管理模式,仪器设备

的种类,所能做的实验项目与预习内容,学生实验报

告,成果提交平台与成绩评价体系,规划、设计并发

布教师和学生职责流程,虚拟实验平台的设置,学生

与教师交流窗口等内容.

2 医用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效果

  通过我校2015级8个专业约1200名学生改革

尝试发现,以开放为基础、应用型分层次教学体系和

考核体系可以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使物理实

验更加人性化及自主化.有效提高学生对物理实验

的兴趣,有利于物理课程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的

整体提高,有效、全面提升物理教学质量.通过对教

学队伍培训、引进及建设,使实验教学队伍与理论教

学队伍互通,教学队伍与科研队伍互享,更好地提升

教师的综合能力.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

高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有利于推动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的开展,为高校培养同时具备综合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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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与局限性等物理学的核心内容”呈现,以选

修3 5动量、原子和原子核物理作为结束,从宏观到

微观、从时空观上使学生“了解物理学的特点和研究

方法,体会物理学在生活和生产中的应用以及对社

会发展的影响”,教学中教师遵守教材的安排,即便

到高三复习结束也难有对物理学研究方法整体认识

的传授,为此我们以考代促,强化教师自主安排教学

内容.
比如笔者用这样的考题促进教师的思考:《高中

物理课程标准(试行)》中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第

一条的要求是“能领略自然界的奇妙与和谐,发展对

科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乐于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能
体验探索自然规律的艰辛与喜悦.”“无限大”和“无
限小”系统物理学是当今物理学发展一个非常活跃

的领域之一.请您就“无限大”和“无限小”这两个

概念从学生角度给出较为详细的阐述.督促教师将

物理学对宇宙的研究和对基本粒子的研究联系起来

加以思考,将考题内化为教师的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
教师的每一个教学行为都是为所面对的学生服

务的,教学中应该说“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教不

会学生的教师”,通过教研活动让教师深刻领会学

科背景、实施目的和方法,明确自己要以怎样的心态

和胸怀融入课堂,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课堂教学.课
堂教学中教师的教虽然是一种个体行为,但它所体

现的应该是一种集体智慧,通过教研活动发现、发掘

每一位教师的潜力,树立每位教师皆人才的观点,整
体协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变一人优势为整体优

势,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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