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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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报告在线批改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项目负责人            白洪亮                             

项目承担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                             

联 系 地 址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                            

申 报 日 期       2016 年 6 月 8 日                                

预计验收日期      2018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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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实验报告在线批改

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项目申请人 白洪亮 

项目承担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 申报时间 2016年 6月 

联合申报单位  申报金额 1000元 

项 

目 

第 

一 

承 

担 

者 

情 

况 

姓名 白洪亮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2年 12 月 

职称 工程师 职务 实验教师 所在院系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最终学历 博士研究生 学位 博士 联系电话 15242503090 

通信地址

及邮编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大连理工大学

综合教学一号楼 305房间 
电子信箱 hlbai@dlut.edu.cn 

经费下达

单位名称 
大连理工大学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

市栾金支行 

银行账号 21201501910050000923 备注  

主要教学、科研经历 

教学经历：2013年至今，承担大学物理实验、物理开放创新实验、物理创新实

践基地等课程的教学和实验室管理工作，作为指导教师承担创新实践项目和毕业

设计多项。作为主要人员参与软件学院物理实验分中心的筹建工作。同时负责大

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实验竞赛等赛事的组织、指导工作，曾先后作为领队和指导

教师带队参加第六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第二届、三届辽宁省大学生物理

学术竞赛。在完成日常教学和实验室管理职责的同时，对实验教学和管理工作进

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目前主持校级教改课题一项，作为骨干参加省级课题三项。 

 

科研经历：研究方向为自旋电子学，曾经参加 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多

项，发表研究论文 10篇（皆被 sci检索）。 

曾获教学、科研主要奖励情况 

 第五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二等奖 指导教师 

 第六届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二等奖 指导教师 领队 

 第二届、三届辽宁省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一等奖、二等奖 指导教师 领队 

 大连理工大学 2015年教职工考核优秀 

 2015 年大连理工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参 姓名 年龄 职称 工作单位 职务 承担的职责 



与 

人 

员 

情 

况 

周汉杰 19 无 大连理工大学 学生 系统的技术实现 

秦颖 51 副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副

主任，实验教师 

系统内容设计，课

程业务顾问 

李雪春 52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主

任，实验教师 

网站内容设计，课

程业务顾问 

惠煌 42 高工 大连理工大学 软件学院实验中心副主任 网络技术顾问 

刘升光 33 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实验教师 网站设计 

李建东 45 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副

主任，实验教师 

功能设计、应用测

试 

王艳辉 51 副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 实验教师 
系统设计，应用测

试 

李会杏 30 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实验教师 
教务内容设计，应

用测试 

吴兴伟 29 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实验教师 
功能设计、应用测

试 

王明娥 30 工程师 大连理工大学 实验教师 
教务内容设计，应

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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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经历及现授课程情况： 

 自工作以来，项目申请人主要承担《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工作，曾先后担

任 11个实验项目（含绪论部分）的主讲教师，涉及领域包括力、热、光、电等； 

 指导毕业论文 1人，进行中； 

 负责大学物理实验中心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管理工作并担任创新实践班授课教

师； 

 负责大学物理实验开放创新模块的组织、指导工作，指导的三届学生皆被评为

优秀（评审组打分）； 

 负责组织、指导我校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系列活动(校赛，省赛，国赛)。1）作

为具体负责人，至今已组织两届校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初赛，决赛），2）作

为指导教师和领队，带队获全国二等奖两次（2014指导，2015领队+指导），省

二等奖两次（2015指导+领队，2016指导+领队）。 

 联合组织校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2015年，2016年进行中） 



 担任中学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实验指导教师； 

 

采用教材： 

 大学物理实验 余虹等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大学物理学 余虹等 科学出版社 2016年 

 

主要参考书： 

 当代物理实验手册 沙振舜等 南京大学出版社 

 新概念基础物理实验讲义 朱鹤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  

 

教学研究简历： 

 主持校级教改项目 1 项，进行中；作为主要人员参与省部级、校级教改项目 3

项，进行中。 

 指导本科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3 项，其中结题 1项，进行中 2项； 

自工作以来，申请人在物理实验教学实践中以“唤醒好奇心,培养科学素养，激

发创新精神”为教学的功能目标，不断总结和思考，在教学形式、课程设置等多方

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并获得了学生的认可。 

从解决小问题入手，以低年级本科生容易接受的形式，引导学生初步养成科学

素养，并在创新中学习和体会科学的乐趣和过程、方法。作为基础物理实验室，所

用实验设备大多属于教学仪器，功能相对单一，趣味性不足。一些设备还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如需要用到激光的全息照相。针对这些问题，申请人启发学生利用手机

等设备代替人眼观察。在实践过程中，学生遇到很多技术问题，通过查阅文献，分

析原理，最终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办法。类似问题有很多。在教学实践中，申请人会

有意识的将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提供给学生，引导其去打开思维的天窗，将创新和

科学思想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中进行积累和培养。 

搭建物理竞赛、创新创业计划和开放性课程平台。低年级本科生的思维和学习

方式还未完全从“解题做作业学习模式”向“自主研究探索模式”过渡。通过组织

各类物理竞赛平台，开设开放性实验课程，将解题学习与探索研究模式结合起来，

使学生迅速的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过渡。为了更好的实现这种过渡，一些竞赛和课程

会限定参赛人员的年级，如物理学术竞赛，开放性实验等，一般只面向本科一二年

级学生。而类似物理实验竞赛等，则会向高年级同学开放，而且会要求采取“高年

级+低年级”的组合形式，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利于不同年级学生的交流和学习，

实现学生的快速成长。而开放性课程则是以学生必修课程模块的形式开设，具有较

好基础和能力的学生可以以更灵活的形式完成课程学习。创新创业计划则会从资金

上给予学生较长期稳定的支持，利于对一个题目进行深入的研究。 



多样化的平台给了学生更多的学习和成长机会。 

利用现代技术解决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工

作中，我们发现存在两类问题不易解决 1）与学生的沟通渠道较窄。现在的自由选

课模式决定了学生与授课教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很少，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教务办公

室或者电话联系。交流机会的减少势必影响教学效果；2）作弊抄袭行为难以杜绝，

且难以确认。由于大物实验多属于验证性实验，数据和结论比较接近，且报告量很

大，很难通过人工甄别杜绝抄袭现象。这严重损害了课程评价的公平性。所以，我

们一直在尝试利用现代技术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课题就是基于上述两类问题提出

的。 

研究问题背景和研究基础: 

作为本科阶段接触到的第一门实践课程，《大学物理实验》对学生实践能力和科

学素养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门课程的角色和地位却让人尴尬。在工科

院校中，大学物理实验是众多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而教师资源、实验室资源都有

限，所以每个实验教师的教学任务都很繁重，这还不包括其他教学任务、科研任务

等。当前的物理实验开课模式是快餐模式，在保证上课学时的前提下，学生可以任

意选课。铁打的实验室和教师，流水的学生，上完课学生都不知道老师叫啥名字。

这种教学效果肯定是满足不了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需求的。如何解决此问题呢？我

们注意到了实验报告的角色。实验报告贯穿了实验教学全过程：学生在课前需要撰

写预习报告；课中需要将实验中测量到的数据和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记录；课后需要

对实验结果和过程进行分析处理，并得出结论，教师对学生撰写好的报告进行评阅

并反馈。实验报告实际上成为联系教师和学生的纽带。 

然而，在多数高校，实验报告的作用并没有很好的发挥。经过分析，我们认为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实验课程课时当量小，报告批改量大，批改过程繁琐，

导致批改形式化；（2）实验教师与学生接触机会少，且缺乏有效的互动渠道，进一

步降低教师批改报告的积极性；（3）普通物理实验验证性实验居多，数据接近，难

以辨别抄袭与作假情况。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提出建立一套“大学物理实验报告在线评阅

和反馈系统”，改革实验报告的撰写和批改模式，在保留物理实验报告核心功能的同

时，引导学生利用科学计算、绘图软件等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分析数据，撰写报告，

同时通过建立在线批改系统，实现实验报告的在线提交、批改和反馈。这将会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教师的批改负担，提高教学热情。        

经过调研，目前市场上并没有能够满足上述需求的成熟系统，而商业开发价格

不菲。所以我们决定自主开发。开发人员需要一定的互联网技术背景。为了弥补这

方面的不足，申请人利用在软件学院教学的便利条件，邀请了具有相关背景知识的

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到此系统的研发过程中。该系统的建设，不仅是互联网技术的

应用，也是物理实验教学理念和技术的革新和贯彻过程。 



 

 

项目内容 （解决的问题、实施方案、达到的目标） 

围绕此系统，我们进行了细致的需求分析，就若干需要解决的功能问题以及技

术实施方案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并提出了几个主要模块。以下将一一介绍 

功能与模块： 

1）实验报告提交模块。实验报告形式拟采用 word 文档形式，由教师根据不同实验

的教学要求设计报告模板（为了便于后期处理），学生在报告模板的相应部分加入自

己撰写的内容，包括数据分析和实验结果和讨论等。Word 形式的报告在提交到系统

后将按照模板预先的标记被自动分割成几部分，需要教师评阅的部分会在教师评阅

界面呈现出来。同时，为了甄别数据抄袭和造假，学生需要将测量数据通过图片（含

教师签字的原始数据）及电子表格上传到系统，并由系统自动对将该组数据与数据

池中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处理。 

2）批阅系统。学生在提交完 word 和电子表格形式的报告及数据后，需要教师批阅

的部分会呈现在其工作界面中。为了提高批改效率，一些客观内容，如数据比对结

果会根据情况自动推送到教师批改界面，并由其做最终判断。这将会大大减少漏查

率，减少教师在评判压力，给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批阅系统同时包含批注和评分

功能。 

3）反馈沟通系统。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批阅结果的反馈，以及问题交流等。由于所

有材料的提交和批阅都实现了电子化，教师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批改，批改效率会大

大增加。而且电子化的提交和批改非常便于在线交流，学生可以及时、有针对性的

与老师沟通，教师也可以对以往批改情况进行追溯。 

4）数据安全系统。该类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出现数据丢失

就会出现很坏的影响。为了充分保证安全，我们做了深入的考虑，从多个方面保证

数据安全。 

    课题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满足物理实验教学需求、人性化的实验报告提交和

批阅系统，服务好物理实验教学活动。 

预期成果（教材、教案、论文、课件等） 

 建立大学物理实验报告在线提交、评价系统，使其能稳定、高效、便捷的服务实验教学工

作； 

 发表两篇左右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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