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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促进了高等院校改革的深入推进，新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

式也得到贯彻执行，使得大学物理实验的教学要求与教学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新时代

的社会发展需要。基于此，文章从大学物理实验课的课程地位与教学要求出发，探讨分析了常

见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并且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其策略进行了探讨，旨在

发挥实验教学在大学物理课程中的价值以及保障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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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as been promoted, and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methods have also been
implemented, making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and teaching models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status and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s, explores
and analyzes common teaching modes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aiming to play the valu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college physics courses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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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引言

大学物理实验对于促进物理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并且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实验数据的分析，有助于大学

生掌握物理原理等理论知识，同时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实践

操作能力以及科学素养。在实际的大学物理实验时，要求大

学生具备求实求真的科学素养、严谨的学习态度、团结合作

以及专注研究的良好道德品质，同时需要充分做好实验准备

工作，比如了解实验器材的运用等；借助物理原理等知识对

实验现象进行解释与判断；正确记录与处理实验涉及的相关

参数；总结实验结果与规律、撰写实验报告。此外随着科技

的持续进步，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必须结合实际，借助先进的

信息技术开展实验教学工作；并且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大

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需要秉持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融

入社会责任感与爱国主义等思政教育理念，以培养适应时代

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一、大学物理实验课的课程地位与教学要求

（一）课程地位。物理实验能够展现诸多科学实验的共

性，其实验思想、方法等是科学实验的基础。并且大学物理

实验课程是理工科的非物理类专业课程之一，其也是培养学

生逻辑思维与求真求实科学素养、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

等方面的重要课程，并且对于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与爱

国情怀、树立学生的正确“三观”以及挖掘学生的创新能力

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涉及

的知识内容比较广泛，常见的知识内容有力学、光学以及电

磁学等，因此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在理工科的大学教育中具有

重要地位。

（二）教学要求。社会变化发展以及经济的不断进步，

促进了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使得大学物理实

验的教学要求也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

要。现阶段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新要求主要体现在借助先进

的信息技术设备以及渗入思政元素等方面。具体而言：1.要

求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信息技术设

备的快速发展，使得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在社会各领域都得

到广泛运用，为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为

了保障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与新时代接轨，在大学物理实验教

学过程中要求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常见的有借助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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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红外成像、开发仿真软件、大数据分析技术等运用于物

理实验教学，比如借助仿真软件模拟实验过程与创建仿真实

验室、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实验结果的相关参数与规律进

行分析等，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及提高实验教学成效

等目的。2.要求渗入思政元素。现阶段大学教育要求遵循立

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为根本，且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蕴含着丰富

的思政元素。而且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地缘政治

的持续变化，因此为了增强大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提升大

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等，要求在开展大学物理实验

教学时必须渗入思政元素，以实现教书与育人的充分结合。

二、大学物理实验常见的教学模式

为了保障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成效以及确保实验教学适

应时代发展，需要结合具体的物理实验项目，合理选择实验

教学模式。现阶段比较常见的大学物理教学模式主要有仿真

实验教学模式、分专业教学模式以及基于 ODEC的大学物理

实验教学模式等，具体为：

（一）在计算机上开展实验教学，其不用具体的实验设

施。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运用仿真实验教学模式，

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于学习物理的兴趣、了解前沿的物理实验

内容、突破物理实验的时空限制、控制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成

本、方便师生对于物理实验的沟通交流以及保障物理实验安

全。比如就控制物理实验成本而言，运用仿真实验教学模式，

可以节约物理实验耗材、不占用实验场地、减少物理实验投

入。

（二）分专业物理实验教学模式。分专业物理实验教学

模式的有效开展，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教育公平以及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然而运用分专业物理实验教学模

式，对于教师也提出了挑战，需要花费教师大量的时间，对

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

的需求，从而激发不同专业学生对于学习物理的兴趣。在大

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运用该教学模式时，必须充分结合

相关专业的实际，然后利用物理知识，解决相关专业的问题。

比如在开展电表改装与校准的实验时，该实验项目与电子

类、机械类以及电气类等专业密切相关，为了使该实验项目

在不同专业中发挥其价值，需要学生结合自身专业思考其运

用场景，比如把改装与校准的电流表或电压表量程（由小改

大）与自身专业相结合，考虑其与本专业结合的实际运用场

景，以达到不同专业的物理实验教学目的。运用分专业的物

理实验教学模式与其他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大体一样，主要

包括科学设计实验方案、充分做好物理实验前的准备工作、

规范实验流程以及严格实验评价分析等，旨在达到培养大学

生的综合素养目的。

（三）基于 ODEC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ODEC是

在新工科教育背景下的教学模式，其是 Object、Device、En

vironment、Community几个英语单词的简称。而基于 ODEC

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是模拟具体的场景，与同学组成团

队进行合作，通过科学设计与构建物理实验装置，仔细观察

物理实验过程以及科学分析实验结果生成的数据，并和同学

一起讨论等。该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运用，有

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自主探索精神、团队合作意识、实践操作

能力，从而帮助学生理解物理原理以及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并且基于 ODEC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转换了教

师的角色，其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引导与指导学生开

展物理实验，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着重要作

用。该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通常会采取微

课、实验演示、融入思政元素以及开展以赛促学的教学方式，

以展现该教学模式的优势。

三、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一）现状问题分析。传统大学物理实验教学通常是以

理论教学为主，忽略了实验过程中的实践操作技能培养，从

而制约了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效果。现阶段，大学物理实验教

学虽然改变了上述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但是现状仍然存在

诸多问题。结合笔者的物理实验教学经验，认为主要存在以

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学生的认识问题。在实际的大学物理

实验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由于认识不足，认为物理实验教

学只是为了辅助理论知识学习，导致在实验过程中未能做到

求实求真的科学实验态度，没有做好实验结果的数据资料分

析，严重影响到实验教学成效。第二，实验设施问题。比如

部分高校由于物理实验经费不足，存在实验设施不足或仪器

设备更新比较慢，导致实验仪器设备未能满足所有学生需

求，并且有些老旧的实验仪器设备存在精度不够现象或实验

过程出现故障，从而影响物理实验的顺利开展，并且造成实

验结果不科学以及不准确。第三，实验教学方法问题。目前

部分高校的物理实验教学方法主要是由学生依据教师教授

实验项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流程以及实验注意事项的教学方

法开展实验操作，严重制约了学生的自主探索与创新思维能

力培养。

（二）加强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相关策略。1.正确认识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基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对于培养大学生

的科学素养、创新能力、团队合作意识等方面的作用，因此

必须要求教师与学生正确认识到大学物理实验的重要性。同

时要求学生在开展实验前充分做好实验准备工作（包括熟悉

了解实验目的、实验原理与步骤、实验要求及注意事项等）。

对于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师，应该认识到物理实验教学对于培

养学生的重要性，从而从根本上转变对物理实验教学的态

度，并紧跟时代发展，掌握前沿的物理理论知识与先进的实

验方法等。2.增加实验设施投入与转换教学模式。首先为了

满足学生线下实验需要，需要增加实验设施投入，以保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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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设施数量以及确保老旧设施得到及时更新换代。其次转换

教学模式。部分高校受限于实验经费、实验仪器设备与实验

场地等，使得线下实验条件未能满足学生的实验需求，则可

以通过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和线上教学平台（比如慕课

等），转换为线上开展实验教学，以保障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成效。3.合理运用教学方法。为了发挥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在

培养大学生中的价值（比如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能力

等价值），必须结合具体实际，合理运用相应的教学方法。

比如在教师与实验原理的指导下，由大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

案，自己提出假设与问题，以及自主调整参数等，从而促进

了大学生自主探索与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并且大学物

理实验课程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实践课程，其合理开展教

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科学探索的精神、正

确的三观以及创新发展水平等。并且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以

及科技的进步，对新时期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提出了新要

求，比如要求融入思政教育、要求结合信息技术等。同时在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求结合具体的物理实验项目，合

理运用教学模式，比如大学实验教学中常见的仿真实验教学

模式、分专业实验教学模式以及基于 ODEC的大学物理实验

教学模式。并且为了确保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成效，文章最后

对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其策略进行了简要的分

析，旨在发挥实验教学在大学物理课程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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