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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物理实验是本科理工学生必上的课程之一，它既是大学物理

知识的巩固和应用，更是提高学员创新实践能力的平台。本文结合我校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改革的几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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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大学物理实验是本科理工学生的必修课，是在大学物理课程

基础上开设的实践类课程，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团
队合作等方面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大学物理课程相比，实验
课程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培养素质和
跨世纪人才的新形势下，如何改革物理实验课程，构建适应新世
纪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现状 
2.1 实验教材自编，内容缺乏创新性 
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高等院校实验教材是结合自己院校的

特点及实验设备自编的，但是大部分实验教材只是包括了实验目
的、实验原理、实验仪器、实验步骤、注意事项和思考题，甚至
实验记录数据表格，这样单独对某个具体实验而言，教学效率较
高。在上课之前让学生预习实验并完成预习实验报告，但教学过
程中却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是把实验教材上的内容简单地抄到实
验报告纸上，并没有做到真正的预习和思考，课堂上老师还需要
对实验原理等过程进行详细的讲解。此外教材后面的思考题也是
简单地针对该实验的具体问题提出思考，很少有拓展性的问题，
所以对学生的创造性发展受到了限制。 

2.2 课程内容以大学物理为基础，但上课时间不同步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学物理实验是在大学物理课

程的基础上开展的。大学物理内容以理论引导为主，实验则是验
证某些现象和规律的。在上实验课之前，大部分理论内容已经在
大学物理课程中学完，学生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由于高校大
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两门分开的课程，同样的内容，课
程可能在每个学期的不同时间、甚至可能在不同的学期，这样在
上实验课时学生已经把大学物理知识的内容忘的差不多了。所以
没有在内容上得到及时的实验和巩固。 

2.3 教师师资短缺，教学效果不良 
目前大部分高校大学物理实验的教学以大班为主，即一个老

师负责五六十个人的实验教学，由于实验仪器的紧缺、师资的紧
缺和实验时间的有限，大部分实验分组完成，即 2-3 人一起完成
一个实验，实验后由老师签字方可离开教室。由于老师要负责实
验的教学、仪器的管理和数据的检查，没有办法及时记录每个学
生实验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导致教学过程中学员微改实验数据现
象严重，即在别人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对估读位进行修改，即变成
自己的数据。所以连最基本的完成实验和提高动手操作能力的教
学目标都无法达到，教学效果较差。 

3.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改革措施 
3.1 及时更新大学物理实验内容 
目前大学物理实验主要包括以力热光电及近代物理五个模

块为主的普通性实验。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大学实验内容应该分
为普通实验、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普通实验即在大学物理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开展基本的包括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旨
在检验大物中的某些现象和原理，是基础性实验，内容可占整个
实验总内容的 60%。综合性实验即用综合的物理知识解决贴近生
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可能涉及到有多种实验方法，比如转动惯
量的测量，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发现有三线摆法、扭摆法、复摆法
等多种方法，可以分组让学生尝试不同的方法进行测量，并对实
验结果进行对照，内容可占 30%。创新性实验难度最大，在指导
老师的引导下，让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大胆猜想和设计的创
新性实验，旨在保护学生的独创性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内容

可占 10%。重要的是所有的内容都应该进行定期及时更新。 
3.2  采用启发式教学 
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物理实验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依然是

讲授法和实践法。即老师对实验原理、实验仪器、实验步骤及注
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部分实验老师还会做演示并对数据的记录
做明确的规定，然后学生按照老师所讲的方法一步一步完成实验
操作和记录。结果是学生完成实验过程很快，抄袭实验数据现象
严重，没有达到教学大纲要求。所以在实验课程的教学中，要注
重启发式教学，学生已经完成了实验的预习，所以可以采取小组
学生讲解的方式，即让学生对实验原理及实验步骤等详细的讲
解，小组成员进行补充完善，其他学生进行提问，最后教师进行
总结和实验的完善，并设计问题，进行随机提问。整个过程以学
生为主体，老师只是起了引导作用。真正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这样学生才能用心完成实验。 

3.3 采取综合考察方式 
目前大学物理的实验的考察方式即平时成绩，主要依据是实

验报告和课堂操作，即所有实验报告和每个实验的课堂操作的平
均分为该课程成绩。事实上，实验报告的预习报告大部分都是把
课本内容抄了一遍，基本都是一样的，不太好判断预习的程度。
而数据记录及数据处理，很多同学又采取模仿的方式，由于实验
数据处理复杂，教师在批改的过程中不可能每份都去计算，实验
结果是相似的，导致成绩区分不大。课堂操作部分又由于班级教
学容量大，课堂操作过程中教师既要帮忙解答疑难，要真正做好
记录比较困难。这样的恶心循环导致教学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在
考核过程中应采取综合考察方式，综合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既
注重平时成绩的考核，即实验报告中的每组分数尽量做到公平公
正。还应该在期末的时候进行现场考核，现场抽题完成操作和笔
试内容两部分。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两部分的综合是促进学生实
践能力断粮的良好措施。 

4.小结 
大学物理实验的改革，符合时代和科学发展的要求。本文结

合目前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
方式提出一些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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