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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研究项目 

立项申请书 
 

 

项 目 名 称  物 理 实 验 的 微 课 与 慕

课 ( M O O C ) 教 学 探 索  

项目负责人             迟建卫             

项目承担学校         大连海洋大学         

联 系 地 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 52 号  

申 报 日 期           2016 年 5 月         

预计验收日期          2018 年 6 月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二○一六 年制 



 

填 写 要 求 

 

一、本表用 A4 纸张双面打印填报，一式两份，本表封面之

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二、本表填写内容必须属实，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

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三、封面中编号栏请勿填写。 

四、有关证明材料请附在申请表后，无需另作附件。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物理实验的微课与慕
课(MOOC)教学探索 

项目申请人 迟建卫 

项目承担单位 大连海洋大学 申报时间 2016 年 5 月 28 日 

联合申报单位 无 申报金额 1000.00 

项 

目 

第 

一 

承 

担 

者 

情 

况 

姓名 迟建卫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6 年 3 月 

职称 高级实验师 职务 副院长 所在院系 理学院 

最终学历 本科 学位 硕士 联系电话 15904253340 

通信地址
及邮编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
52 号 

电子信箱 cjw@dlou.edu.cn 

经费下达
单位名称 

大连海洋大学 开户行 
建设银行沙河口
支行 

银行账号 21201500400050000272 备注 无 

主要教学、科研经历 

1999.08-至今，在大连海洋大学理学院从事物理实验教学与实验室管理工作。 
编著实验教材 1部，第二主编实验教材 1部，参加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7项，公
开发表论文 8篇。 

曾获教学、科研主要奖励情况 

2012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第四完成人） 
2008 年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主持人） 
2015 年全国第二届高校教师（本科）微课教学比赛辽宁省复赛理工类三等奖 
2015 年辽宁省普通高校本科大学生实验竞赛组织工作先进个人（省教育厅） 

参 

与 

人 

员 

情 

况 

姓名 年龄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承担的职责 

胡玉才 51 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 教师 慕课教学的指导工作 

汪  静 50 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 教师 实验教学研究工作 

周  丹 39 副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 教师 实验教学研究与讲授 

曲  冰 36 讲师 大连海洋大学 教师 慕课平台资源维护 

唐茂勇 38 实验师 大连海洋大学 实验管理人员 视频拍摄前期准备工作 

詹  劼 36 实验师 大连海洋大学 采编技术人员 视频拍摄、剪辑工作 

 



项目申报基础（申报人教学经历、现授课程及所使用的教材、研究简历、

研究基础） 

教学经历： 
1999.08-至今，在大连海洋大学理学院从事物理实验教学工作； 
现授课程及使用教材： 
物理实验 A（《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中国农业出版社）； 
物理实验 B（《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中国农业出版社）； 
基础物理实验（《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中国农业出版社）； 
物理实验设计与应用（《创新性物理实验设计与应用》科学出版社）； 
研究简历： 
光学省级精品课实验部分的主要负责人；光学省级教学团队主要成员之一；组织校
内物理类竞赛多次，带队参加省级物理实验竞赛多次；省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的主要建设成员； 
研究基础： 
长期从事与物理实验教学与实验教学研究，“依托物理教学科研平台，协同培养大学
生创新能力的研究与实践”获得 2012 年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参加了教育部中国高
校科技杂志社主办的“学习型专题微课创新设计”的培训班；参加了教育部高等学
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 2015 高等学校教学研究项目“大学物理中光学微
课建设和教学模式的研究”等。 

项目内容 （解决的问题、实施方案、达到的目标） 

1、解决的问题： 

2015 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

见》，肯定“慕课”等新型在线开放课程和学习平台的兴起，“拓展了教学时空，增

强了教学吸引力，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受益

面”。在新型信息化教学手段兴起的过程中，实验教学因为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远

远落后于其他类课程。另外，为了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验实践类课程比重

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实验类课程教学的模式长久以来变化不大，使学生的实践能力

培养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我就这两点开展研究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 

    本项目尝试从物理实验慕课教学探索过程中，找到实验类课程慕课教学与理论

课程慕课教学的不同，从而寻找出适合的模式，为实验类课程慕课教学提供借鉴价

值，通过引入慕课教学手段，改革现有实验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

果，对提升学生的各方面实践能力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1）逐渐改变现有的老套的实验教学模式，实现实验教学的信息化。作为实验

课程，遵循基本的“预习——指导——实验——报告”模式，还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模式中的第一个环节发生了改变，就直接影响了接下来

的几个环节。作为课前的预习环节，学生究竟预习没有，预习到何种程度，指导教

师是很难掌握的，不看到学生实际操作的情况时，是无法判定的。因此，指导教师

不得不在实验进行之前进行一次详细讲解，把指导环节变成了讲授环节。而学生看

到教师还要进行详细地讲解，自然就不会认真预习甚至是不预习，久而久之，所谓

“预习”环节就成了摆设，而变成了“讲授——实验——报告”的枯燥、低效模式。

本项目将通过慕课平台，实现对学生课前预习情况的掌握，并且指导教师可以在慕

课平台上直接根据学生的预习情况进行评分，利用慕课平台的信息化手段实现物理

实验教学中预习环节的真实有效，指导教师在课堂上就可以放开手脚，进行设计性

研究性的环节教学和指导。 

    （2）逐步解决真实实验课教学与慕课教学的共容与互补问题。实验教学和理论

教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理论课的慕课教学不需要真实的教室，但是实验教学不

可以不进实验室。因此，单纯的慕课教学不能完成实验教学的整体过程，这也是影

响实验课程很难进入慕课教学的主要因素之一。本项目将依据实验教学的性质和特

点，研究物理实验慕课教学占整个物理实验教学环节的比例，同时，也要研究物理

实验慕课教学如何体现设计性实验、研究性实验的特点，而不是在慕课平台上将学

生的思维固化，阻碍了学生的实验创新的培养，既要充分利用慕课平台，又要充分

体现实验教学的特点，二者要形成非常紧密的互补。 

 

2、实施与保障： 

（1）项目实施方案： 

本项目采用“现状分析――命题提出――实证研究——应用研究”的技术路线。

研究省内外实验类课程慕课教学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项目。以本校抽取的具

有代表性的英才班、普通班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总结出项目研究的报告与案

例应用。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2016.07---2016.10）  

调查研究，撰写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制作慕课平台使用的实验教学视频，并

导入慕课平台中，设计好慕课预习环节，并进行校验； 

第二阶段，实证研究阶段（2016.11---2017.08） 



选取有代表性的英才班、普通班共计 10 个以上的班级，开展物理实验的慕课教

学，同时与相关教师、学生进行广泛研讨； 

第三阶段，分析研讨阶段（2017.09---2017.12） 

将前期研究情况进行撰写，与小组成员研讨并发表部分研究成果； 

第四阶段，总结结项阶段（2018.01---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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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完成的保障条件： 

人员保障：本项目团队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合理，长期从事物理教学与研究，

教学改革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熟悉微课视频或视频课的制作过程，并且掌握慕课

平台的使用；团队成员中还有一名教育技术骨干，具有从事录像、编辑工作十余年

的经历，能够确保实验视频的专业性。 

技术保障：我校购进了西南交通大学和超星公司的慕课平台各一个，我校的课

程均可以在这两个平台上进行建设。尤其西南交通大学的慕课平台可以实现授课、

交流、评分、测试、作业（实验报告）批改等多项与教学过程同步的功能，对本项

目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巨大的保障和支持作用。 

政策保障：学校重视信息化教学条件建设，近年来，学校先后投入 200 余万元

应用于视频类课程和慕课平台的建设，实验教学方面逐年增加实验运行经费的比例，

这些政策为本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达到的目标： 

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建设我校的大学物理实验慕课课程，提高我

校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形成一定的建设经验和成果，为我省其他高校

物理实验课程慕课教学以及其他实验类课程的慕课教学提供借鉴。 

创新之处： 

（1）将实践性的物理实验课程引入到慕课平台中。作为实验性的课程，传统上

都是全部在实验室内完成整个过程，离开实验室，指导教师就无法把握学生的学习

状况。本项目的研究和实践将很好的实现学生预习环节的掌控，通过慕课平台设计，

学生必须完成相应的预习内容并答对预习题目才能有效取得预习分数，同时学生也



 

可以利用慕课平台对不明确的地方或一些设想及时与指导教师进行沟通交流，提高

预习环节的质量和效果。（对于实验的报告环节也可以通过此种方式纳入到慕课平台

中来） 

（2）对真实实验课教学与慕课教学的共容与互补问题进行了研究。单纯的慕课

教学不适合实验教学，也无法完成实验教学的既定目标。不同类型的实验项目教学

目的和要求也是不同的，比如基础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在传统的教学中有时候因

为“讲授——实验——报告”的低效模式等原因，导致学生根本没有体验到研究性

实验的“研究”在哪里。本项目是借用慕课平台但又不局限于慕课教学，是利用慕

课教学完成实验教学中的部分环节（比如预习环节）。在慕课教学中设计特定的预习

内容，使学生能够认识到设计性实验要要进行“设计”的，研究性实验是要进行“研

究”的，并且与指导教师进行互动，在真实实验时，达到预期的实验教学效果。 

 

 

 

 

 

 

 

 

 

 

 

 

 

 

 

 



 

 

预期成果（教材、教案、论文、课件等） 

 

1、论文： 

在项目结题之前，公开发表题目为“物理实验慕课教学的研究与实践”的教学研究

论文。 

 

2、项目报告： 

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等，进行分析总结，完成

一篇以“物理实验慕课（MOOCs）教学的实现”为题的项目总结报告。 

 

3、教学案例： 

根据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教学内容，选择 1-2 个项目进行详细的解析，

做成具有代表性的慕课实验教学案例。 

 

4、实验微课： 

实验微课是慕课实验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教学资源，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以

得到较多的实验教学微课视频，将为多种信息化教学方式和手段提供必需的实验教

学微课视频资源。 



 



有关证明材料目录 

 

奖励材料： 

1、证书：2012 年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证书：2008 年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 

3、证书：2015 年全国第二届高校教师（本科）微课教学比赛辽宁省复赛理工类

三等奖 

4、证书：2015 年辽宁省普通高校本科大学生实验竞赛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教学研究材料： 

5、《创新性物理实验设计与应用》科学出版社 

6、《大学物理实验教程》中国农业出版社） 

7、“学习型专题微课创新设计”的培训证书 

8、批文：光学省级精品课批文； 

9、批文：光学省级教学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