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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校区办学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有效缓解了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满足了广大群众求学的

愿望。但是多校区教学会导致教师经常要在某个校区下课之后到另一个校区去接着上课，因此教师必须控制好上课的进

度，只有按时下课才能保证下一时段按时上课。但是实验课与理论课的最大区别，在于实验课上存在学生具体实验操作

与实验现象的个性化，需要教师进行大量的单独辅导，因此难以实现所有学生实验操作进度的同步。在只有单个校区时，

教师经常通过加班加点牺牲个人时间解决这一问题。而多校区情况下，就必须通过对物理实验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

考核方式进行改革，才能保证实验的容量与深度，确保教学质量。此外，教师在多个校区上课，会导致学生在课外遇到

问题时，不能及时与老师联系寻求指导，急需在师生间建立起快捷有效的沟通渠道。因此，本项目主要针对多校区物理

实验教学状况，进行物理实验教学网络辅助系统的建设，从而帮助实现实验课程在时间上的拓展，具体来说包括：  

 

网络辅助教学系统 
    目前高校教师用的比较多的网络辅助教学技术有蓝墨云班、课堂派、

雨课堂等。由于实验课经常采用教师固定教某个实验，学生每次实验课

面对不同的教师，所以过于综合的 IT 技术反倒是不适合实验教学。相反，

简单好用的更适合实验课，例如课堂派，可以方便的统计学生的答题情

况。这里更重点介绍问卷星。因为它的使用不需要学生提前注册，只需

要扫描教师提供的二维码，即可进行答题，方便教师掌握学生课前预习

的整体情况和进行实验学习之后的知识掌握情况，以及搜集学生对于某

一问题的意见。 

实验设备的操作演示系统 
随着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行和不断深入，教学手段

的现代化已成为当前实施素质教育，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的重要问题，而多媒体辅助教学则是教学手段现代

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结合微录像和中心的网站建

设，专门制备了一批基本实验仪器的操作演示录像，

在学生不能进入实验室面对仪器进行预习的情况下，

让学生可以在课前比较细致的了解仪器的结构、功能

和操作方法。它与教学录像的区别是，每个微录像只

涉及到某一种仪器设备，不是对某个实验的全面的介

绍。因此，学生们可以利用课余零碎的时间进行学习。 

锁相放大器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