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学理念  

实验中心承担了全校理科院系和部分文科院系约1500人/年的物理实验教学任务。中心

秉承“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以“强化基础、注重实践、提升能力、

激励创新”为教学指导思想，不断深化教学改革。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设置不同

类别、不同层次、衔接合理的实验课程体系，在每门课程中针对个体的差异，设置难易程度

不同的分层次教学内容，使学生在知识、技能、能力和创新意识方面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2． 教学体系的完善   

针对“励耘班”拔尖学生, 增设了强化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的专题性实验内容，

为其后续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针对文科学生,新建了“生活中的物理实验”选修课程，使文科学生了解与生活相关的

物理知识，培养他们的兴趣，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物理科普的手段

和方法，用物理学知识服务于社会。 

针对非物理专业理科学生，充分考虑学科之间的交叉特点，制定了由浅入深的基本型、

综合型和设计型的系列实验，培养学生应用物理学知识和技术解决其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 

针对物理专业学生，改进由浅入深的 5个层次的教学内容，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前提下，

将前沿研究中的新现象、新材料和新技术引入实验教学;将计算物理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将

课堂实验、课外自主实验、仪器制作和科研训练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验教学模式，

主要包括： 

 创新意识、科研能力的培养 将前沿科研结果引入实验课程，开设了“光镊”、“热

光关联成像”、“纳米材料制备及性能”等前沿性的系列实验，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同时鼓

励学生通过科研项目、毕业论文等进入科研实验室开展科研；此外，以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物

理实验竞赛为切入点，设立学生课外自主创新实验室，将计划内课堂实验和课堂外的自主实

验和科研能力的培养相结合。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 

 实践技能的培养  中心新建设了自制仪器、电子学实训和计算物理模拟等实践教学

平台，将电子学器件制备、微电子元件的制备和机械加工技术引入实验教学之中；将计算

模拟与实验相结合，强化计算模拟与实验结果的对比，切实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践技

能。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常年开放演示实验室、自主创新实验室，预约使用中心教学

仪器和物理系科研仪器，有效保障了学生课外实验和科研的实施，强化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此外，通过中心网站、网络教学平台增加学生学习的渠道，促进学生整体能力的提升。 

 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培养  在物理专业培养课程之外，设置了物理实验技能训练和

物理教学实验设计课程，新建了“多功能物理教学微格教室”和“开放性的数字化实验室”，

从教学能力、教学技能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系统培养学生的教学水平和教学研究意识，为其

成为一流中学教师奠定了基础。 

3． 教学手段的更新改进 

实验中心教师十分注重实验教学手段的更新改进。在低年级学生实验教学中，采用问题

式教学手段，在启发学生思考的同时，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并引进多媒体辅助教学，加

强教学效果；在高年级学生实验中，对于实验难于呈现的过程，采用计算物理方法进行模拟；

对于新材料、新现象采用计算机呈现其特性，辅助教学；在专题实验中，引导学生参与开发

并利用 LabView虚拟仪器技术开展实验；在教师教育模块实验中，引入数字化的实验教室和

物理教学微格教室，引导学生开展中学实验的设计、开发与探究。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引入，

提升了教学的效果，也促进了学生应用现代化手段开展实验研究的意识。在历年的大学生物

理学术竞赛中，学生能熟练使用计算物理的方法来模拟实验现象。此外，中心还利用网络开

展实验教学。  

4． 考核方式的改进 

将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堂设计与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综合口头报告及小组报告中对其

他学生的评价计入考核成绩，同时将参与实验研究和实验改进加入学生成绩。此外，将课外

科研实验和自主实验纳入专题类实验课程考核体系中。采用多元化的实验教学考核方法，科

学合理、全面公正地反映了学生实验课程学习的真实水平，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