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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物理专业及非物

理专业理科大学本科学生的必修课程，课程覆盖面广，实
践性强。目前，课程主要面向三个方面的学生授课，包括
物理学系、相关非物理专业理科学生、以及励耘班（即校
强化班）学生，课程分为普通物理实验、基础物理实验和
基础物理实验A。

本课程面向学生的来源、专业等背景不同，导致学生

之间的基础及能力差距相当大。由于师资力量、课程编排、
实验仪器、实验场地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大学物理实
验课程尚未能有效开展分类指导。

通过推进实施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分类指导，建立完
善科学创新的教学体系，实现对不同专业、不同基础、不
同背景学生的针对性教学，引导学校推进内涵发展、创新
发展、特色发展和开放发展，切实提高大学物理实验课程
的教育质量，突出彰显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特色，为将学
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一、打造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多元化分类指导的教学模式
1. 专门开设大学物理实验基础选修课程
针对来自西部等不发达地区或农村、没有物理基础的

学生，专门开设大学物理实验基础的选修课程，使其能够
对物理实验的仪器和基本理论等预先进行了解，掌握实验
仪器的操作方法，为今后进行物理实验打好基础。

2. 发展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创新教学模式
2.1 有针对性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对不同专业、不同

基础、不同背景的学生采用指导式、启发式、自主式等不
同的实验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2 构建分层次的课程教学体系。将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按

照由低到高、从基础到前沿，渐进分三级实验层次，包括：
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拓展性实验。

2.3 按目标性确定不同教学重点。根据学生专业、基础、

背景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充分考虑课程面向学生
的差异性，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内容。

2.4 合理给予学生自主选择权。在保证课程教学内容的同

时，积极鼓励学生在课外进一步拓展视野、对实验项目进行
自主设计和完成，使得学生在实验时间、数量和内容等方面
拥有合理合适的自主选择权。

2.5 按多元化实施不同考核方式。采用平时考查、笔试考

核、操作考试和答辩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全面反
映学生的物理实验知识、能力和素质，通过多元化考核引导
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

二、构建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网络教学平台
1. 健全建设课程网站，拓展资源分享和沟通讨论渠道。
充分利用学校网站现有的信息平台，差异化分类整理实

验课程相关资源，通过信息平台促进老师和学生更加有效的
分享资料、沟通讨论和答疑解惑。

2. 建立微信群、QQ群，构建实时网络交流平台。
充分利用微信、QQ这些网络时代的交流工具，针对不同

的学生群体，建立不同的微信群、QQ群，把类似专业、背景
的学生聚在一起，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分类指导和教学。

1. 专门开设了大学物理实验基础选修课程，为物理基础
薄弱的学生今后进行物理实验打好基础。

2. 打造多元化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模式，基本实现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因材施教”。

3. 拓展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信息化教学空间，完善建立
多层次、多维度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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