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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分专业教学,可以对各个专业的学生实现教育的公平以及全面发展,还可以

从教育教学的角度促进各个专业学生在学习大学物理实验过程中的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帮助各个专

业的学生在大学物理实验课堂上获得更多更广的大学物理实验知识。同时,分专业教学对于授课老师也

是一种自我挑战,在分专业教学过程中授课老师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及精力来设计一堂大学物理实验课,

客观上有利于授课老师自身的教学成长及对应的专业化发展。最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分专业教学的教

学体系,可以对基础课程分专业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进行丰富,为新工科背景下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提

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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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 is divided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 which can achieve 

educational equit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or students from various majors. It can also promote the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students from various major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help students from various majors obtain more 

and broader knowledge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 in the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classroom. At the same 

time, teaching by different majors is also a self challenge for the instructo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by 

different majors, the instructors have to devote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o designing a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class, which objectively benefits their own teaching growth and correspond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teaching system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s divided into majors can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basic courses divided into majors, and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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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根据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普通教学和分专业教学相关的

研究现状,建立大学物理实验分专业教学的教学大纲及授课计

划,主要以《电表的改装与校准》(电磁学实验：电子类,电气类,

机械类专业适用)和《用扭摆法测定物体的转动惯量》(力学

实验：机械类,土木类,材料类专业适用)两个实验为例来开展

实证研究,将大学物理实验中分专业教学方法和实际中大学

物理实验教学相结合,彰显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分专业教学的

优越性[1,2]。 

1 大学物理实验研究现状 

在知网中以“大学物理实验”为关键词搜索,搜索结果表明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在高校教育教学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每一年的相关论文发文量在10篇左

右,而近五年有关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改论文发文量飞速增

长,年均已超过100篇,这间接说明了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在

高校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将分专业教学的教学理念与大

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3-5]。 

为了匹配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国内已

有大量高校打破传统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6],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尝试建立了多层次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体系以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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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用来培养各专业学生的实践实验

能力[7]；浙江农业大学为了充分利用各专业学生的碎片化时间,

改革更新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手段,已通过基于MOOCs的“网络课

程+面授+课后讨论”来改革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8]。 

国外高校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也很重视,在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的教学上各有特色。美国高校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将大

学物理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各专业的学生在

上完大学物理的理论课程后,随即会安排对应的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加拿大的高校是根据不同层次的大学物理实验来开设实

验课程的,高层次的大学物理实验都是独立开设。日本大部分高

校,都已利用校园网络来建立完善的课后教学反馈系统,不管是

授课老师还是学生都可以查看学生的大学物理实验记录和成绩

评定情况[9]。 

2 大学物理实验分专业教学的目标与内容 

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发展趋势来看,现阶段应用型本科

高校中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目标还是在引导学生学习大学

物理的兴趣,培养各专业学生的物理思维、工程知识、工程思维

能力等。 

2.1大学物理实验要紧密联系专业实际 

学生往往对大学物理理论知识与专业实际之间的联系比较

感兴趣,如果能够运用所学到的物理知识解决本专业中的实际

问题,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物理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从而能够

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思考专业实际问题。同时,专业实际中的经验

也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物理理论,物理知识的学习过程同样也有

助于专业知识的增长。学习大学物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专业学

习,根据每个专业的特色,授课老师在实验课堂上可以引导学生

在本专业领域中多思考专业实际中与物理知识相关的问题,让

学生学会分析实际问题,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

《电表的改装与校准》实验,能够让电子类、电气类、机械类等

专业的学生主动思考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如何将小量程的电流

表改装成大量程的电流表或电压表,且与标准的电表进行相应

的校准。因此,对大学物理实验采用分专业教学的模式符合各个

专业的实际发展需求。 

2.2大学物理实验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是国家科技发展、社会人才培养的需

要,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在大学物理实验课

程教学中,授课老师在组织实验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还应该引导学生多推理概括和分析问题,带领学

生对新旧知识多进行比较和归纳,让学生多学多做多悟。例如,

转动惯量是表征刚体转动惯性大小的重要物理量,是研究、设

计、控制转动物体运动规律的重要工程技术参数,如精密电表动

圈的体形设计、枪炮的弹丸、电机的转子、机器零件、导弹和

卫星的发射等,都不能忽视转动惯量的大小,因此测定物体的转

动惯量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根据专业特色开设的《用扭摆法测

定物体的转动惯量》实验,能够让材料类,土木类,机械类等专业

的学生主动思考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如何去测定不同形状物体

的转动惯量。因此,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采用分专业教学的形式

同样能够促进各个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 

3 大学物理实验分专业教学总体实施方案 

本文选取《电表的改装与校准》《用扭摆法测定物体的转动

惯量》两个实验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电表的改装与校准》属于

电磁学实验,《用扭摆法测定物体的转动惯量》属于力学实验。

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课前教学准备时,授课老师要清楚

学生的具体专业,根据学生的专业来把握教材内容,备课时注意

实验教学内容要与专业实际紧密相关；课中教学实施时,要引导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备课的实验内容在课堂上灵活展现,

确保实验操作部分能够让不同专业的学生感受到实验的科学性

和趣味性,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课后教学评价时,根据不同专

业的要求对预习部分、操作部分、实验报告和课后作业部分进

行评价。 

3.1分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前教学准备  

大学物理实验课前教学准备包括授课老师对各个专业的学

情分析和针对各个专业的实际需求来进行教学内容的制定。授

课老师对各个专业的学情进行分析是为了了解各个专业学生的

大学物理基础及对应的能力水平,在课前能够实时掌握上课的

学生是哪些专业、这些学生对大学物理理论课程学习的掌握程

度。授课老师在备课时,需要明确教学目标,制定出不同专业学

生对应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的准备方面,大学物理实验的教

学内容要符合各个专业的实际发展需求。 

3.2分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中教学实施  

大学物理实验课堂上首先要确立“每个专业的学生才是实

验课堂的主体”的意识,尽可能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够学有所

得,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性,授课老师在讲

解相应实验原理时,要根据不同专业学生的具体实践情况,对大

学物理实验内容的授课内容难易程度进行调整。同时,授课老师

还需要针对各个专业学生,提前设置好各异的专业实际应用问

题,利用对应的提问引导各个专业的学生在本专业上多思考,让

各个专业的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到大学物理实验学习中。在大学

物理实验操作部分,要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能掌握对应的实验

原理,感受到物理实验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提高各个专业学生的

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  

3.3分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后教学评价  

大学物理实验课后的教学评价也要考虑到各个专业学生的

实际情况。大学物理实验完成后,对各个专业学生的评价要从多

维度多角度去考察,首先从物理实验的预习情况来判断各个专

业的学生是否有认真预习实验内容；其次在实验的操作部分,

实验的操作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有创新,实验操作部分可

以根据各个专业学生的实际动手情况给出成绩；最后是实验报

告的撰写,对各个专业的学生提出各异的实验报告要求。在总的

物理实验评价部分,对于实验的预习部分、实验的操作部分、实

验报告以及实验的课后作业需要根据各个专业的要求,制定不

同的评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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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提出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分专业教学的教学策略,第一

是分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课前教学准备,具体是根据专业的不

同,让授课老师做学情分析和教学内容的制定；第二是分专业的

大学物理实验课中教学实施,具体在组织实验教学时,授课老师

要针对各个专业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内容；第三是分专业的

大学物理实验课后教学评价,对各个专业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

评价标准。因此,本文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研究中将分专业教

学模式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相融合,一方面可以显示分专业教

学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能够带

来更好的教学效果,使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更加系统化。本

文以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为突破口,采用分专业教学的模式,在我

校的理工科专业中进行推广,每年直接受益学生4000多人。研究

的成果也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

借鉴,促进同类型学校相关专业师生的思考与改革。 

通过将分专业教学模式应用到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能够

使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紧密联系各个专业的实际应用,能够让各

个专业的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物理知识解决本专业中的实际问

题。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物理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引导各个专业的

学生在各自专业领域中思考专业实际中与物理知识相关的问题,

使各个专业学生能够分析专业实际问题,锻炼各个专业的学生

解决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针对不同专业学生设置对应的专业

应用问题,让各个专业学生参与到实验学习中,感受到实验的科

学性和趣味性,促进各个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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