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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品课程建设和实践是有效推动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五年制高职物理实

验为例,探讨了进行物理实验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模块化的物理实验内容体系,给出了精品课程的实施

建议,以期能够为推进物理课程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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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 三 五”规 划》《教 育 信 息 化 十 年 发 展 规 划

(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
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着力加强互

联网与教育的融合,积极倡导教育信息化改革,以教

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基于网络

平台的课程建设成为教学改革的新亮点.
五年制高职院校主要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技

术型人才.目前,五年制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的精品

课程建设和实践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因此,五年制

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网络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以精

品课程建设引领课程和教学模式的变革.

1 五年制高职物理实验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著名物理学家密立根曾说过:“科学靠两条腿走

路,一是理论,一是实验,有时一条腿走在前面,有时

另一条腿走在前面,但只有两条腿才能前进.”物理

实验是研究物理学问题的重要手段,可帮助学生获

得丰富的感性认识,加深对物理基本概念和规律的

理解.通过仪器和设备的使用,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此外,通过物理实验还可帮助学生掌握研

究科学问题的方法,提升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
目前,五年制高职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诸多不

足.比如,在物理实验课程的内容设置方面,多数院

校的实验内容仍以传统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

等实验为主,内容陈旧,不能有效满足不同专业、不
同学习基础的学生需要.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教师主

要采用“填鸭式”的教法,即教师讲解实验内容、原
理和注意事项等,学生仅被动地记住并重复实验操

作过程,完成实验报告[1].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削弱

了学生对物理实验课的兴趣,不利于科学问题方法

的掌握,阻碍了科学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此外,课
程评价方面,教师主要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忽视了评

价的过程性、动态性和全面性.
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基础,课程资源的有效

开发和利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目前,五年

制高职院校已建设出一批示范性的专业类精品课

程.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精品课程建设和实践是五

年制高职学校深化课程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创建

示范型院校的重要途径之一[2].因此,五年制高职院

校应积极进行物理实验精品课程的建设和实践,探
究物理实验教学新方式方法,以改善物理实验教学

现状,提升物理实验教学质量.

2 五年制高职物理实验精品课程内容体系设计

课程内容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重点.物理实

验精品课程内容的选择应根据学生专业特点、物理

核心素养培养要求、国家课程改革的导向以及实验

课时安排等精心设计.五年制高职物理实验精品课

程内容应统筹规划,突出基本技能的强化训练,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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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与其他课程的联系,以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训
练思维方式为目标来安排和组织教学,从易到难,

从简单到综合,以“技能、能力、创新”为教育目标构

建物理实验框架和内容.物理实验精品课程的建设

和实践研究表明,将物理实验内容分成若干个模块,

形成从低到高的模块化实验课程体系,可有效提升

物理实验教学效果[3].因此,在遵循物理课程标准和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五年制高职物理实验的

课程内容设置可依据这一思路进行尝试.具体如下:

基本技能模块:该模块目的是指导学生了解仪

器的工作原理,掌握基本和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内
容包括: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天平、计时器、弹簧

测力计、滑动变阻器、电流表、电压表、多用表、示波

器、传感器等仪器的使用.
基础实验模块:该模块所选的实验是五年制高

职物理课程标准中要求必做的实验,目的是使学生

掌握研究科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内容包括使用气垫

导轨测物体的速度和加速度、验证力的合成的平行

四边形定则、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探究加速度与力

和质量的关系、静电场的描绘、伏安法测导体的电

阻、感应电流方向的研究、测量电源的电动势和内阻

等.
探究实验模块:该模块目的是通过实验来探索

物理规律、研究物理问题,旨在训练学生进行实验的

主动性,培养创新意识,学会典型的研究物理学问题

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能力.内容包括探究胡

克定律、等势线的描绘、小灯泡伏安特性曲线的描

绘、电表的改装、研究平抛运动/自由落体运动的规

律、探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探究电磁感应现

象、探究影响向心力大小的因素、探究影响平行板电

容器电容大小的因素等.
科技制作类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通过小组合作等方式,完成物理科技小制

作,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观察、思考、动手和创造能力,

强化对知识的应用,激发学习积极性,落实物理核心

素养培养的要求.内容包括制作针孔照相机、制作橡

皮筋动力小车、制作简易直流电动机、制作简易潜望

镜、制作弹簧测力计、制作反应时间尺等.
拓展资料模块:该模块内容是物理拓展资料模

块,内容可包括中外著名物理学家及其贡献的介绍、

物理学发展简史、物理学史上的经典物理实验等.该

模块主要是推进国家关于“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

改革要求,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爱国主义等教

育,落实物理实验课程立德树人的任务.

3 五年制高职物理实验精品课程实施的建议

3.1 转变教学观念

在实验教学中,教师要更新实验教学观念,摒弃

应试教育的思想.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尤其注重研究问

题方法的指导以及情感的教育,并适时对学生进行

情感和价值观的教育.
3.2 改进教学方法

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探索物理实验教学方法,在
传统实验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物理实验在线精

品课程,积极探索“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

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3.3 优化评价手段

教学评价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验

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教学中,教师应采用多元、动
态的综合课程评价体系对学生进行评价,建立以实

验复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完成情况等为内容的多

元评价目标.此外,应结合阶段性实验考试考核和在

线平台学习过程情况,对学生学习投入程度和学习

过程进行评价.
3.4 改革管理模式

学校应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物理实验室.一方面,

可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对实验仪器等进行感知,消
除对实验的神秘感,同时也为弥补物理课上未完成

的探究任务提供条件.

4 五年制高职物理实验精品课程建设的意义

4.1 提升实验教学质量

在线精品课程使学习者不受上课地点和时间的

限制去学习,学习进程的可控度和自由度更高.同

时,在线精品课程提供的实验项目导学、视频、讲义、

作业和测验等丰富的资源,可为学生做好课前预习、

课中学习、课后复习提供便捷.此外,在线学习的各

部分学习内容都对应着学习评价,学生学习的过程

也是获得课程评价的过程,可有效激发学习积极性,

提高自主学习意识,提升教学质量.
(下转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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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当次级线圈匝数由大约600匝调为800匝时,
扩音器中的声音变大.

图3 增加次级线圈匝数

(2)如图4所示,当把初级线圈向次级线圈靠拢

时,扩音器中的声音变大.

图4 初级线圈靠近次级线圈

(3)如图5所示,在初级或次级线圈中插入铁芯

时,扩音器中的声音变大.

图5 线圈中插入铁芯

3 原理及实验现象分析

当两个线圈的电流可以互相提供磁通时,两个

线圈之间就存在互感耦合.一个回路的电流产生一

个磁场,而该磁场会影响第二个回路.两个回路相互

作用耦合的强弱用互感系数表征.互感系数与自感

系数有相同的单位,与自感系数类似,互感系数的大

小取决于两个线圈的几何形状,大小,相对位置,各

自的匝数以及它们周围介质的磁导率[2].
当手机播放音乐时,把初级线圈端的数据线接

入手机耳机接口,初级线圈中就有了随声音变化的

电流,次级线圈会感应出变化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

感应现象.连接次级线圈的数据线将电信号输送到

扩音器,扩音器将电信号转化成了声音.实验过程

中,当增加次级线圈匝数、将两线圈靠近、在线圈中

加入铁芯后会发现声音响度变大,是因为互感系数

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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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丰富物理实验资源

精品课程建设要求教师对物理实验教材进行立

体化建设,将课程介绍、课程标准、课程导学、授课视

频、教学资料、课堂讨论、作业、测验卷等资源进行开

发和共享.因此,在线精品课程的建设,可拓展物理

实验的教学时空,丰富物理课程资源.

4.3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在精品课程建设和实践的过程,需要教师摆脱

陈旧的定势思维,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带来的职业技

术和技能的新变化,不断拓展、梳理和整合开放的资

源和数据.同时,课程实践中要求教师不断更新教育

理念,探索课程教学新思路.因此,精品课程的建设

和实践将促使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

4.4 创造教学改革的条件

在精品课程的实践活动中,教学内容更贴近专

业和社会的实际,教学方法更先进,网络技术运用更

广泛,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便捷和积极.因此,

精品课程在线资源将为教师开发和推广示范型、研
究型课程,实现个性化教学、创新教学管理方式方法

等提供平台,创造条件.

5 结论

物理实验教学是物理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物理教学中占重要地位.五年制高职院校应精

选物理实验课程内容,积极构建基于网络平台的精

品课程.同时,还尤其要注重精品课程实践应用的研

究,以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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