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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工作进展情况 

从项目立项至今，课题组按照进度计划，在教学辅助体系、教学

方法、考核方法上开展研究工作。目前课题在这三个方面的进展情况

分别如下： 

1. 开放性教学辅助体系的构建 

教学辅助体系的构建，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实时实地进行物理实验

学习的可能，为此，课题组前期进行了实验资料的整理，并放到中心

网站上，让学生能够自主查阅，另外，课题组还结合目前实验教学研

究的热点，开展了如下两项工作：  

1.1 开发微课资源，对微课的作用进行了探究 

课题组将建模教学与实验微课相联系，开发了基于建模教学的实

验微课制作流程，并以“RLC串联电路幅频特性实验”和“傅里叶光

学”两个实验为例，开发了相应的微课，并分别在实验教学中进行了

试用。同时，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微课的使用效果进行了调研和

分析。 

1.2 进一步完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架构 

采购了科大奥瑞公司的教学管理和选排课系统，在此基础上建设

了统一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并将中心拥有的前期仿真资源，如考试

系统、预习系统等进行了整合。虚实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运行更加具

有硬件基础。 

2. 实验教学方法的探究 

课题组对于实验教学方法的探究，主要聚焦于通过给学生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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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选择性和分享交流的机会，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实验的兴趣，提高

物理实验的教学效果。为此，课题组在物理实验课中开展了讨论课的

实践，并提出菜单式的实验教学项目方案。 

2.1 实验讨论课 

课题组在《物理实验 III》中实施了讨论课的实践，要求学生完

成三个物理实验项目后，参加一次讨论课。讨论课上学生需要准备

PPT，首先对实验实践过程中自己所形成的观点、心得体会等进行汇

报，然后，学生可以根据汇报的内容开展讨论。教师也可以在讨论中

抛出自己的问题，让学生讨论。课题组对讨论课的实施采用问卷的形

式进行了调研。 

同时，课题组在《物理实验 I&II》中也开展了讨论课的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2 菜单式的实验教学项目方案 

课题组在《物理实验 II》中开展了菜单式实验教学项目的教学，

在传统 12 个实验教学项目的基础上，又提供了“交流电桥”、“刚

体的转动惯量”、“磁滞回线”等五个实验，学生在实验时，可以选

择这五个实验中的任意实验，替换 12 个实验中指定的四个实验中的

任意一个。 

课题组在 2015 级的《物理实验 II》中进行了菜单式实验目录的

教学实践，共有 3位同学利用这个机会，制订了自己个性化的实验目

录。 

3.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的探究 

课题组根据每一学期实验课程不同的教学目标，为《物理实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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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制订了层层递进的期末考试方法，《物理实验 I》采用虚拟仿真

实验考试和笔试相结合的形式，笔试主要侧重于实验的基本概念，例

如误差理论、数据处理方法、基本仪器的使用方法等；《物理实验 II》

采用真实操作考试和笔试相结合的形式，笔试主要考察学生对学过实

验的实验方法、实验设计等的理解。《物理实验 III》则采用讨论课

成绩和期末小论文成绩相结合，作为期末的成绩。  

以上的课程成绩评定方法，已经经历了一次实践。 

二、已取得的阶段研究成果和应用评价 

1.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操作考试的实践与分析》，已经发表在物

理实验杂志 2016 年第 8 期。 

2. 《大学物理实验微课建模的探讨》，已由物理实验杂志录用，

拟发表在 2017 年第 8 期。 

三、经费使用情况 

目前，项目到账经费 1000 元。尚无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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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实验操作考试和笔试，每学期受实验个数的限制，目前题库

容量较小，不能保证连续 3年不能有重题，因而需要在命题上继续进

行研究。 

1.2 学生自主选择实验项目，会增加实验课程管理的难度，为此，

准备对学生选择实验项目进行授权许可，只有达到一定资质的同学才

可以自主选择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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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虚拟仿真实验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 学生对于虚拟仿真

实验尚存在认可上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虚拟仿真实验和真实实验

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可能增加预习时间所致。课题组需要找到激

励机制，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虚拟仿真资源。 

2.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2.1 进一步梳理虚实结合的物理实验教学体系，通过进一步使用

虚拟仿真实验管理平台，将真实实验和虚拟实验有机结合，提升实验

教学的效果。 

2.2 进一步开发有代表性的实验微课，提升微课的利用率。 

2.3 加强实验操作考试的研究，对实验考试的题目、效果进行量

化和分析。 

2.4 系统地总结和评估项目研究过程中的成果，完善课程建设案

例，完成项目结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