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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案   例 

课题背景 
 学生在现成的仪器设备上按要求做教学实验，得不到实验结果，就找老师！ 

 科研实验中：搭设备、调试，出结果，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问题：实验教学中，什么时候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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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目标 
 建设实验查错训练的案例； 

 教学实践； 

 积累经验，以便推广！ 

案例一：惠斯通电桥 

可以引入的故障： 

• 待测电阻接线脱落或损坏； 

• 一个或多跟导线断路； 

• 电阻箱某个档位短路； 

• 检流计故障； 

• 开关损坏； 

引导学生“思考” 

的Worksheet! 

两个问题： 

• 老师在指导实验的时候是怎么分析问题
的？ 

• 我们的学生，为何变得不会“思考”？ 

课后问卷 

结论： 

1、我们的学生总体上，不善于查错！ 

2、通过专门设计的“查错训练”，大多数
同学加深了对实验原理的理解，虽然“耽
误”了一些时间，但实验总体进度反而加
快了。 

引自吴炯益同学的本科论文 

全波整流实验 碰撞打靶实验 非线性负阻的特性测量实验 

结论 

 让学生自主排除实验过程中遇到的“故障”，甚至接受特殊设计的查错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独立实验能力； 

 实验教学中需要更多这样的案例，日常教学中可以有机地融入更多这样的内容； 

 经过更多的教学实践之后，值得在更多的常规实验课程中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