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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线上教学阶段小结 

疫情防控期间开展线上教学，同时确保教学质量不滑坡，关键在教师的线上教学组织、网络平台的

技术保障、远端学生的接受、互动参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利用具体的实验案例教学，通过学生的动

手操作，让学生掌握物理量的测量方法、仪器使用、实验技能、数据处理；引导学生运用物理原理解决

实际问题，学习物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创新能力。根据教育部

教高厅[2020]2 号文件精神，各高校积极开展线上教学做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如何开展大学

物理实验的线上教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 月~3 月中旬。少数高校开展了线上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主要以商用或自建的虚拟仿真

实验平台组织教学。这些虚拟仿真实验主要是帮助同学进行实验前的预习，实验后的复习、回顾。平台

上的虚拟仿真实验大多预设了参数，可以辅助学生了解实验原理、实验过程，学生缺少动手操作，创新

空间小。此外还有部分网上资源，比如：虚拟仿真（www.ilab-x.com）：2019 年申报国家级物理虚拟仿

真实验项目 53 项，从普通物理实验到近代物理实验、再到前沿科学技术实验；这些资源解决了很多高

危、高成本、极端条件下的无法开展的实验。爱课程（www.icourses.cn）：30 门《大学物理实验》资源

共享课及 MOOC；这些线上资源主要以实验仿真为主，个别实验可以完成远程操作获取数据，但也要

依赖实验室改进的设备。虽然这些网上资源，对正常的实验教学给予了很大的补充及辅导，但动手能力

的锻炼严重缺乏。 

第二阶段：3 月中旬~3 月底。针对这类纯虚拟仿真的实验教学所带来的问题，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一

线教员积极思考，引入了居家实验。3 月 12 日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大学物理实验

在线教学视频会议，全国 1400 多名一线教学老师参加。会上邀请了部分高校老师介绍了线上教学的经

验，重点邀请部分老师介绍如何利用智能手机所带的传感器开展具体的线下实验。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张增明老师提出了“64 学时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方案”，该方案由实验课程思政、实验安全、数据处理、

居家实验、探究性实验、虚拟仿真实验组成。以居家实验为主，通过线上的老师指导，线下学生 DIY

实验，保证实验教学的质量。同时，号召全国高校同行积极参与方案的建设，努力丰富居家实验的共享

资源库，让更多的学校利用资源库，科学优化、合理组合，开展适合自己学校的在线物理实验教学。 

第三阶段：3 月底至 4 月：由于全国高校大学物理实验老师的积极投入，居家实验的资源库不断丰

富，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展了“线上指导线下 DIY”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由于经验共享，一线教学积极

参与，很多居家实验受到了学生的高度评价。 

截止 3 月 28 日，我们对全国 256 所高校进行了有关开展线上物理实验教学的问卷调查，具体如下。 

有 170 所高校已经开展了线上物理实验教学，占比 66.4%；在还没有开展的 86 所高校里，通过近

期的筹备，有 41 所高校计划近期开展大学物理实验线上教学（约 82%的高校已开或即将开展线上实验

教学）。 

 

 



 

在已开展线上物理实验教学的高校中，82%的高校老师认可这种线上物理实验教学方式，其中 6.9%

的高校认为教学效果非常好，42.53%的高校认为教学效果很好，33.33%的高校认为教学效果好。有 17.24%

的高校认为教学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开展线上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部分学校采用多种模式相结合，少数学校由于资源、师资力量的

限制，采用的教学模式较单一。其中，55%的学校利用了自建或商用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48%的高校

采用了实验慕课资源，47%的高校采用的居家 DIY 实验，让学生有充分的动手操作机会。 

 

线上物理实验教学以有指导可互动的自主 DIY 实验为主。实验内容不固守教学大纲指定的那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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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学生能力培养为目标，尽可能拓展丰富实验项目内容，通过不同于大纲的灵活实验实现相同的能

力培养。以基于智能手机的居家实验来说，学生利用手边的材料，自主完成十分有趣、又有物理思想的

实验。这些基于手机的物理实验，不仅适合线上开展线下 DIY 实验，通过不断的完善，也拓展目前的

物理实验的教学方法。 

国外大学基于手机开设的大学物理实验始于 2018 年，近来相关的实验设计报道较多。国内的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从 2017 年开始鼓励学生将手机引入实验，拓展实验的教学方法和实验空间，给学

生更多的思考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同传统实验教学相比，这种线上指导线下 DIY 实验不能获取高精度的测量数据，但实验更灵活开

放，学生主动参与度更高，能力提升更快。由于线上教学正在开展中，学生的反馈还不多，以下是部分

学校的同学在完成居家实验后的感想。 

东北大学一名同学在家完成利用单摆测量当地的重力加速度后说：“实验不一定要在专业的实验室

里才能实现，生活中到处能看到物理学的影子。这次实验我用毛线作摆绳，用小磁铁快做单摆，利用卷

尺测量摆绳的长度，分别用加速度传感器和磁场传感器测量单摆的摆动周期，求出了重力加速度，没想

到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手机居然集成了这么多种类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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