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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作进展情况 

项目立项以来，课题组和学校教务处协商后针对工科专业大二上年级的学生

开设了面向工科的《课题物理实验》课程，该课程性质设定为荣誉课程，由各专

业学生自主选择参与，按要求修完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 2 个选修课学分。经过一

学期的课程建设和一学期的实践教学，项目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1. 教学内容的调整： 

通过对现有教学内容的调整，将教学重点逐步转向在学生科学实验素养和创

新实践能力的培养之上。在原有的测量误差与不确定度表示、有效数字及其运算、

实验数据处理等物理实验基本知识的讲授过程中加入文献查阅、论文撰写以及科

学研究素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强调用计算机处理实验数据的优势和重要性。图

1 为同学在课程不同阶段提交的实验报告，体现了学生以物理实验为载体，学习

科研论文写作的逐步提高过程。 

 

图 1.学生在课程不同阶段提交的实验报告。(a)基于定制的实验报告格式，

以手写稿为主；（b）以给电子模板的形式让学生撰写电子版报告，并打印提

交后批改反馈；(c)让学生独立撰写研究型实验报告，电子版格式提交并批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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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实验项目，并设计扩展性课题内容，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实验仪器的使用，

了解各种基本的实验方法的同时接触一些较小的探索和设计性内容，如图 3 所

示。通过课程论文及校级竞赛鼓励理工班的每一位学生对自主选择的实验项目进

行较深入的探索，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 2.项目组部分成员在对课题实验项目进行调整和建设，部分实验班同学在

进行课题实验项目的研究。 

2. 教学方法的优化： 

1．逐步将原来大班形式的实验课改为对课题实验班学生有针对性的小班教

学（15人/班），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增加授课的深度和广度。 

2.逐步实现了优质教师对实验班学生课程的全程跟踪教学，有利于学生和教

师之间的相互了解，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同时也方便教师对学生做出合理的综

合评价，因材施教。 

3.延长对实验班学生的实验室自主开放时间，方便学生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

室做研究性实验。 

3.软硬件条件的配套： 

通过购置新仪器和整合现有仪器两种途径，设计建设了部分综合性较强的系

列实验项目（如表 1所示），针对实验班同学逐步开设。 

表 1.新建的系列性物理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主要实验内容 台套数 

1 
动力学综合设计性系列

实验 

单摆、复摆、双线摆、三线摆的动力学性

质和应用研究 
18 

2 LED 特性研究系列实验 
LED 发光原理、伏安特性、热效应以及发

光强度与温度关系等的研究 
18 

3 
液体热学性质研究系列

实验 

液体粘滞系数、表面张力系数的研究和测

量 
18 

4 温度传感器系列实验 
NTC、PTC、热电偶、金属铂、集成半导体

热敏电阻的温度特性研究 
18 

5 光电传感器系列实验 
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光

电池的发光特性研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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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已取得的阶段研究成果和应用评价 

1. 目前已完成课题物理实验课程开设的所有准备工作，包括仪器、讲义、

电子课件等，并顺利的开展了一学期的实践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学生评教

位列全院前 10%。 

2. 已发表相关课题内容研究论文 2 篇（指导本科生发表） 

李乐天，关健慧，夏柱红，陈乾*．驻波法测声速实验中峰值强弱交替现象

的研究[J]．物理与工程，2016，26（Z1）：84-87． 

朱简约，李乐天，陈乾*． 大功率 LED 结温与器件表面温度关系的研究[J]．物

理与工程，2017，27（3）：18-21． 

三、经费使用情况 

目前，在取得学校配套 5000 元的经费情况下，已使用相关课题经费 4000

元左右。开支主要用于课题实验相关配件材料的购置及论文版面费。实验室仪器

建设并未用此经费，主要借助了学校双一流建设中划拨给物理实验中心的建设经

费。 

四、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1. 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由于前期调研充分，东南大学物理实验中心积累了丰富教学资源和经验，该

课题研究开展顺利，并未遇到严重问题。 

2.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2017 年 9 月~2018 年 1 月：基于已有的实践教学工作，总结教学经验和存在

的不足，进一步完善教学设计，编写讲义和制作电子课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

一轮的课题物理实验课程教学。 

2018 年 1 月~2018 年 6 月：指导《课题物理实验》教学班学生参加校级、省

级物理竞赛。完善实验报告撰写和评阅流程，指导学生撰写并发表科技小论文。

研发和采购新的具有开放性探究性的物理实验教学仪器，目前已有计划在采购的

实验仪器有“液晶制备与性能测试系统”，学生能自主搭建的“PASCO 系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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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验系统”，并配套撰写新实验讲义。 

2018 年 6 月~2018 年 7 月：撰写结题报告和制作结题海报。 

第 4 页 共 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