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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物理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工作相互配合，高校提出了实验教学目标的三个维度，即优化实验内容和实验器材、重视实

验教学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及建立多元化实验教学评价模式，确定了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目标。互联网教育技术可以为物

理实验教学工作提供重要的助力，为物理实验教学提供更多元化的工具，带来的丰富的教育资源，教师得以打造更为

生动直观的课堂，推动高校物理实验教学模式不断创新，助力学生更为深入地探究 物理学课程知识。本文对互联网视

域下高校物理实验教学工作展开讨论，分析了以互联网技术推动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优势，并探讨了实验教学改革的

具体策略，希望为推动高校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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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theoretical teaching work complement each other. Universities have 

proposed three dimension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objectives, namely optimizing experimental 

content and equipment, emphasizing quality control throughout the entir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 i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evaluation model.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s have been determined. Internet education technology can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phys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provide more diversified tools for phys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bring rich educational resources. Teachers can create more vivid and intuitive 

classroom,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phys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mode, and help students 

to explore chemical curriculum knowledge more deep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ys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et,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with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discusses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hoping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xperiment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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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学物理课程涉及力学、热学、光学、电学等各个方面，实验课程是大学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巩固电路理论知识，发展物

理分析思维、探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教育改革要求高校物理实验教学朝着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的方向发展，以

设计性实验代替验证性实验，而互联网技术提供的虚拟仿真平台、实验探索性技术、各类学习资源为学生搭建了自主探索的平台，更有

助于设计性实验的开展 [1]。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教师得以探索更多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丰富课堂内容，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助力学生从过去的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有效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一、“互联网 +”视域下高校物理实验教学模式创新

的优势

伴随着教育信息化改革潮流，物理实验教学得以整合为优质

的课程资源、凸显物理的探索性，进而打造更具探索性、更有趣

味性的实验课堂，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一）有利于整合优质资源

互联网视域下，教学资源得以共享，师生得以整合各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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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物理实验课程提供支持。同时，相较于传统教材，线上

平台能够通过视频、虚拟仿真技术打造更为生动的课件，对于学

生深入理解物理规律提供支持。依托线上平台，师生、生生之间

得以流畅地开展交流，让实验教学更顺畅地推进 [2]。丰富的课程

资源和便捷的共享渠道使得教学创新有了更多可能性，使得课堂

更生动有趣，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充分发挥

出高校物理实验课堂的教育价值 [3]。

（二）有利于丰富教学方法

在互联网视域下，基于各种教学软件和互动教具，诸如虚拟

仿真平台、电子白板等，物理实验课程转变为一个具有探索性、

互动性的空间。比如，借助虚拟仿真系统，学生开展仿真性实

验，在系统中模拟开展物理实验，这对于学生强化实验技能、养

成科学精神具有积极意义 [4]；借助各类在线互动游戏，学生边玩

边学，在快乐中学习。这样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和探究精神，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度。

（三）有利于打造开放性的教学空间

互联网教学平台为学生打造了更具开放性和共享性的学习空

间，学生们基于在线上学习平台梳理学习资料、设计物理实验，

自主安排学习活动，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和课程。这种

开放和共享的教育平台打破了传统教学的限制，提升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促进学生发展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

习意识 [5]。在未来的物理实验教学中，互联网视域下教学空间得

以进一步拓展，学生得以享受更优质的学习体验和发展平台。

二、互联网视域下的高校物理实验教学模式的创建

（一）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实验预习工作

基于互联网平台，学生可以自主展开课前预习，了解实验原

理，自主设计实验，更有助于保证实验质量。教师需要提前将制

作好的微课视频、课件 PPT、实验讲义等学习资源上传到学习平

台，学生登录线上学习平台，完成教师布置的学习任务，通过回

答考核问题与习题检测预习成果 [6]。教师可以以思维导图记笔记

总结知识点、梳理知识点脉络，让学生课后登录学习平台查看思

维导图。在线上开展自主预习时，学生可以查阅资料，线上学习

平台如同一个移动的图书馆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检索功能和丰富的

学习资料。线上教学平台能够提供多元的学习功能，学生们可在

线上记录笔记、标记重难点内容，也可参与弹幕互动、交流区互

动、线上签到、限时练习等，线上学习变得富有趣味性 [7]。

教师登陆教师端，在后台查看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情况，了解

学生的视频观看记录、学习任务完成情况，掌握学生的预习进

度，必要时教师可发送提醒消息，提醒学生完成预习。例如，在

电路课程学习中，有关“RC一级电路”的部分，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先预习用于实验的 GFG-8015G型函数信号发生器，了解其性

能指标，面板结构，使用方法，并对教材中的“使用说明”进行

深入思考，如输出端短路可能损坏仪器、输出接地端如不与被测

电路接地端相连对试验有何影响。通过预习了解基础知识后，学

生可以自主设计实验，分析实验步骤的合理性，了解知识弱点。

在这种认真细致的预习中，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钻研进取

的科研素养得以强化。可见，预习是实验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

通过预习掌握基础知识、深入认识实验目的、内容及步骤，并掌

握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为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奠定基础 [8]。完

成预习后，把预习结果以预习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教师，最迟在实

验课前一天提交预习报告。教师根据预习报告找出实验难点，让

实验课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

（二）基于互联网资源，导入实验课程

课堂导入环节对于实验至关重要。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

半，实验课程导入工作要调动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并将实验

任务引出来。微课在课堂导入环节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音画

结合的方式展示物理知识的应用场景、展示物理模型等，创设课

程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充分激活学生的实验探索兴趣。基

于微课探究物理课程教学改革策略，能够有效提升物理课程的趣

味性，为课程教学工作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助力，让学生在物理

课程中学得好、学得容易，为实验课程改革奠定基础 [9]。

例如，在学习“空间技术”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打造微

课，展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呈现火箭发射的场景，

之后教师结合课程内容提问，联系课程知识点。如“你了解我国

的空间技术吗？”“你有知道航天器的分类吗？”等问题。微课

创设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展开深度思考，将课程知识内容引入进

来，让实验课程得以突出，使学生的物理课程学习兴趣被调动起

来，同时为后续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10]。

（三）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虚拟实验

实验教学的组织难度大，而实验设计能力必须通过参与实验

活动获得。但是不少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放不开手脚，害怕操作失

误，操作时小心谨慎，亦步亦趋，实验设计思路也缺乏创新性。

而引入虚拟仿真平台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模拟实验情境，并提供操作空间，在虚拟仿真的实验空间里，学

生可以大胆创新，自主设计实验、自主分析实验结果，发展实验

设计能力 [11]。基于虚拟仿真技术开展物理实验教学体现了开放

性、探索性，教师可以基于虚拟仿真实训系统设计性、综合性

实验，减少验证性实验，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自主分析实验

结果。

例如，在“元件伏安特性实验中”增加非线性电阻反相特性

测试的内容；虚拟实验由学生自己设计电路图，测试一阶动态电

路时间常数 τ等。在此实验中，验证性的实验步骤减少了，学生

自主设计的机会增加，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验创新设计能力，让学

生巩固、加深对理论课电路定律的认识，灵活运用理论知识解决

问题。可见，虚拟物理实验平台能有效地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实验

原理和实验程序，增强学生的试验设计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试

验中的安全风险，降低费用 [12]。高校物理教学中，利用虚拟仿真

技术和电子白板打造出一个虚拟物理实验平台，成为物理课程创

新的重要方法。

（四）基于互联网平台，强化师生交流

线上学习平台打造了一个自由化的交流空间，打破了现实

生活中多个主体之间的交流障碍，学生和老师可以自由创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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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组，加入群组，随时与其他人进行在线互动，达到信息交换 

分享 [13]。

各小组完成实验后，可将考核成果上传至交流空间，各个小

组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或者预习中遇到的问题与疑惑。其他学生

可以主动在其帖子下进行评论交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由

此通过学生内部交互进行总结优化。教师参与学生的互动讨论，

一方面要回复学生在交流区提出的关键疑惑，另一方面则要总结

学生在线上预习环节的成果数据，主要包括学生预习学习时长、

微课视频反复观看的片段、预习考核题目中的普遍易错点、交流

区中学生主要关注的疑惑与问题等 [14]。教师可以积极回复学生

问题，甚至可以录制视频讲解学生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此为学

生课上实验学习做好准备。必要时，可以引入直播连麦等方式进

行面对面的互动，通过钉钉互动答疑、在线直播答疑等方式进行

必要的课后在线指导，帮助学生学习课程知识点，增加学生学

习深度和广度，实现教学相长。打造一个智能高效的互动交流 

方式 [15]。

三、结语

由此可见，互联网视域下，以信息技术推动物理实验课程教

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可基于互联网技术搭建虚拟物理实验

室，为学生提供实践空间，也可以应用视频课程等资源导入实验

项目，增强物理实验课程的直观性、生动性，提升物理实验学习

效率，并为学生日后开展更深入的物理学习和科研提供有用的经

验，教师还可以应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教学评价的精准性。本文讨

论了互联网背景下高校物理实验教学信息化改革的意义以及具体

的教学策略，希望为教师们开展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有益

经验，让互联网技术在物理实验课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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