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背景

我校传统的大学物理实验授课模式：为同一班级的所有的
学生提供同样的实验内容，提出同样的实验要求，实行同样的
教学方法和教学步骤，较少考虑学生个体之间学习水平和能力
上的差异。

在越来越推崇自主性学习、越来越提倡发挥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的背景下，传统的模式较难激发学生积极探索问题的兴趣，
更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创新能力。

项目目标 3. 发展了综合性的评价方法

建设目标为：构建能够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大学物理实
验教学新体系。

为了实施本建设目标，需要为学生提供能够发挥、也愿意
发挥学习主动性的学习环境。为此，课题组拟从开放性的教学
辅助体系、多元化的实验教学方法和多样化的阶梯型的考核体
系三个方面入手，构建新型的、能够促进学生学习主动性的、
有利于学生创新素养培养的实验教学的辅助、学习和考核体系，
从而达到本课题的建设目标。

建设情况

1.  构建了开放性的教学辅助体系

项目成果

2. 实施了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物理实验II》必做实验、选作实验目录
（左图中黄色的实验可以被右图中的实验代替）

以过程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评
价形式多样化

•实验报告

•讨论课

•面试

•虚拟仿真操作考试

•操作考试

•笔试

•笔试+操作考试

•小论文

实验项目可选择

•在课程提供的实验项目之外，提供可供选择的实验项目，
供有兴趣的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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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动学习策略的大学物理实验

教学体系的探究与实践

柴志方、邓莉、崔璐、陈廷芳、陆浙

实验室开放

•在基础物理室的所有房间均安装门禁，

•部分房间安装监控；

•学生在申请获得批准后可以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自主
开展实验的预习和探究。

电子资源

•制作预习PPT，并上传中心网站。

•建设了大学物理实验微课资源，学生可以在网络上观看
视频，了解实验目的、仪器情况，实验的难点等；

•部署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学生可以利用虚拟仿真
实验开展实验。

开展讨论课

•实验中鼓励学生以小组形式开展讨论，实验后设置专
门的实验讨论课。

学生的课中讨论和课后讨论

会议报告

•物理实验操作考试的探索与实践，上海市基础物理实
验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年春季会议，大会报告。

教学成果奖

•以培养创新素养为导向的大学物理实验双线递进式教
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
奖，2017年。

发表论文

•大学物理实验微课建模的探讨，《物理实验》，2017
年8月，第36卷第8期，44-47.

•变压器非线性谐波分析与获取方法的研究，《大学物
理》，2018年，录用。

学生在进行操作考试

物理学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共有三个学期，每个学期终结

性考试方式不同。第一学期采用笔试、面试、虚拟仿真操作
考试等；第二学期采用操作考试；第三学期则采用小论文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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