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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是理工类专业重要的基础必修课，随着教育要面对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及立德树人

教育理念的深入贯彻，传统物理教学模式受课时计划和教学场地限制不能满足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要求。

课堂上“眼见为实”的实验演示往往会让深奥的物理知识点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能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利用多媒体仿真能弥补一些实验因受限而无法开展的不足，可便利地呈现物理现象。

将两者有效地珠联璧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消除物理学习中的晦涩枯燥感，提高大学物理教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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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physic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compulsory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 facing the modernization, world and future as 
well as fostering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physics teaching are 
gradually exposed, especially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teaching hour and venue. The material object 
demonstration of “seeing is believing” in class often visualizes the abstract phys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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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knowledge and could stimulate the intellectual curios-
ity of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 use of multimedia simulation can effectively present some physical 
phenomena which generally cannot be well shown by normal experiments owing to various re-
strictions. The rational combination of material object demonstration with multimedia simulation 
can arouse the learning interest, eliminate the boring feel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col-
lege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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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一生是不断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当今社会，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也五

花八门[1]。高校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学好大学物理不只是完成在校生的学分要求，更是对学

生未来工作或进一步深造学习具有深远的影响。大学物理中不少知识点晦涩难懂，传统物理教学模式受

课时计划和学时的影响，常常只能完成教学大纲要求的任务，难以拓展知识。从前“一支粉笔，一块黑

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多样性、立体化的教

学模式应运而生。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学手段的更新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保障[2]，因此需在

大学物理教学中引入演示教学和多媒体仿真教学。课堂上的实物演示为学生提供更真实的物理过程感观，

多媒体仿真克服了某些知识点难以阐述及演示的困难，便于教师将物理知识从抽象性逐渐过渡到形象化

的过程。将两者合理联用能激发广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消除其物理学习中的晦涩枯燥感，引导理工类学

生更好入门，利于教师把大学物理教学推上一个新高度，为国家培养更多从事物理研究和工程技术的后

备人才。 

2. 实物演示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必要补充作用 

长期以来，大学物理的教学模式仅仅通过单一的板书和教师的讲授实现。这种教学方式很难有效地

引导学生深入领会物理概念的本质。传统的物理教学方式不匹配新时代育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教学质量的提升。物理本身就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物理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物理实验

既是探索实验规律、做出合理假设的基础，又是验证实验假设是否正确的重要依据[3]。教师应该充分发

挥实物演示教学的长处，通过课上简单的演示实验形象地阐释物理知识点，引导同学们自主观察和探索

物质世界的奥秘。 

2.1. 单纯“灌输式教学”存在短板 

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习惯于依赖教师单向灌输的学习模式，滋养了不愿意动脑、不善于动手的弊

病。传统的教育形式单一枯燥，不利于学生的思维开发和素质培养。课堂上往往只是教师讲、学生听，

教师只重视知识概念的讲解，课堂氛围枯燥无味，学生经常处于游离状态。物理中存在很多抽象难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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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阐述明白有一定难度，仅依靠语言单一灌输很难保证教学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合理运用新型教学

手段[4]。教师要善于利用实物演示和多媒体仿真技术让学生从“单纯接收理解”转变为“自主构建知识

框架”，引导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注重其思维引导，提升学生主动意识。 

2.2. 大学物理教学中实物演示具有诸多好处 

物理定律是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细心观察和探索总结的成果，必须经过实验才能证明其客观性。课堂

上理论教学难免生涩枯燥，公式推导和理论分析虽然在阐释抽象概念和逻辑分析时十分重要，但单凭讲

说和想象难以深刻理解。教师可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设备，合理设计演示实验辅助的课堂教学。一些简易

小巧的装置可带到教室随堂演示，较大的实验设备可带学生到现场观摩学习。实物演示可以给学生最真

实直接的感官刺激和视觉体验，从而在大脑中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同学们通过初

步的感官了解和进一步的大脑处理可达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实物演示的课堂环节还具有强烈

的趣味性特征，能吸引学生积极投入；另外，演示过程也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契机，便于教师了解

学生的即时学习状态，从而更好地把握教学进度。 

2.3. “实物演示”的使用要创设合理情境 

实物演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方法。传统的演示实验往往是教师的“一人表演”，导致学生存在

“看热闹”的心态[5]。演示实验不是学生被动接受理论原理与方法、实验步骤以及出现的实验现象。真

正有效的方法是教师的指导结合学生的参与：实验之前，教师说明实验目的及其注意事项，同时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亲自动手体会实验过程并记录现象；实验过程中，学生掌握实验研究的基本方法，明晰实验

的基本过程；在此阶段，学生作为主导，一边实验一边提出问题，构建现象与物理概念的关联并从中领

会知识内涵。在教师合理的引导下，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光的衍射实验

为例，可尝试使用两支圆珠笔叠放在一起，其缝隙与灯管平行，透过缝隙可以观察到彩色的平行条纹。

通过贴近生活且有趣的实验现象，激发学生探究现象背后本质的欲望。教师基于学生预习所获取的概念，

再分析其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深化“光的衍射”概念。在现实生活情境下创设物理问题，有利于培养

学生注重身边现象、分析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 

3. 多媒体仿真的开发及合理穿插 

3.1. 利用信息技术打造学科知识点的形象化 

一些物理概念不易进行实物演示，但对其理解又有一定困难，多媒体仿真为此提供了解决途径。某

些物理知识点更适合通过动态化过程阐述，而教材中的文字及示意图只能表现出特定时刻的静态概念，

虽然教师尽量采用形象化的语言去描述，但学生理解起来依然有困难。若依托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将

大学物理中较复杂的物理过程可视化，如制作成相关图片和动画视频等，给学生提供生动形象的视觉感

知。利用动画和视频的方式能使抽象、深奥的知识形象化、直观化，这让学生的视觉及听觉共同参与到

学习中，可使学生最大程度地接受信息[6]。物理概念的形象化阐释有助于提高学生认知上的指向性和集

中性，即使得学生的感知觉、记忆和思维指向一个特定对象而忽视其他对象，并集中在此状态保持一定

时间。物理教师可基于动画、图像、声音等合理制作多媒体课件，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充分发挥多媒

体手段在知识传播上的优势。 

3.2. 开发多媒体仿真技术，提高课堂效率 

一方面，教师可作为主要的多媒体制作或仿真程序开发者。另一面，也可结合高校日益丰富的各类

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如“挑战杯”、“互联网+”等，以同学为主要参与者开发多媒体课件或仿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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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这样既能充分调动物理学专业学生在软件使用方面的特长，同时也可巩固相关物理知识。如此一来，

学生从知识的“受体”转变为“给体”，有效培养了同学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一些物理实

验存在危险系数高、实验过程长及设备不易获取等现实困难，仿真模拟手段为此提供了便利，有效提升

了课堂效率。当前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教学仿真水平也应当与时俱进。不能只停留在单一的图像和动

画演示上，而应当考虑制作可编程的软件程序。可以通过改变输入的参数，从而观察到不同的仿真结果。

如在机械波的演示时，可调整参数改变波速、波形及波长，察看机械波的传播及叠加效果。让学生从“看”

实验的旁观角色转变到“设计”实验的践行者。 

3.3. 避免多媒体仿真在大学物理课堂上的泛化使用 

多媒体仿真是一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手段，教师一般在课件中添加图片及动画，从而起到形象化及动

静结合的展示效果，这有利于克服单纯语言解说的不足，疏通学生的思维障碍[7]。多媒体仿真具有暂停、

完全重复，甚至可编辑的优点，可对特定知识点做针对性剖析。然而，应用多媒体仿真需谨慎，不可滥

用，其较大的信息量易使学生囫囵吞枣，抓不住重点，从而失去学习兴趣，严重影响教学效果。一些研

究表明教学中过多使用图片、动画及声音等形象化元素会阻碍学生抽象与逻辑思维的开发，反而变为坏

事。教师要避免成为“放映员”，在课堂设计上需特意安排一些“铺垫”和“陷阱”，以增加教学的精

彩性，促使学生自主思考。教师使用多媒体仿真时不必包罗所有物理知识点，需针对其中的特殊概念或

难点来应用，对于某些理论性较强的物理知识点，辅以必要的板书推导十分必要。 

4. 实物演示与多媒体仿真有效协同 

4.1. 实物演示与多媒体仿真各有所长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简易的演示实验可以调动课堂氛围，有缓解学生课堂压力的作用。“眼见为实”

的演示往往会让深奥的物理知识点便于学生理解且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一些实验因受到时间、

空间和安全性等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在课堂上开展，这时就需借助于多媒体仿真手段再现相关知识内容及

物理过程。教师要根据教学实施要求，将实物演示与多媒体仿真合理嫁接起来，做到扬长避短，既可以

发挥演示实验的真实感和趣味性，又可以利用多媒体手段提供形象化的物理阐释。传统课堂中合理嵌入

实物演示和多媒体仿真能促使师生间的良好互动，达到知识的有效传递。两者各有所长，将其有机结合

能促成多角度和分层次的授课目标，使教学效果最优化。 

4.2. 优化教师素质，形成立体化教学系统 

虽然实验演示及多媒体仿真有诸多优势，两者的有效结合更能发挥教学效果，但归根结底要落实到

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上，即教学设计和课堂中的引导作用。教师除了加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外，

还需考虑如何将实物演示与多媒体仿真珠联璧合，实现“1 + 1 > 2”的教学效果。教师要善于区分不同物

理知识点哪些更适合实物演示、哪些采用仿真更好、哪些将实物演示和仿真联用会使物理概念更加丰富

完整。教学过程应倡导合作、参与及讨论的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运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及

必要的板书文字等内容[8]。教师需善于控制课堂节奏，把握一节课的信息量与学生的接受能力，并使之

相匹配。在合理利用实物演示和多媒体仿真优越性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知识上有深度、思想上有广度、

模式上有特色的立体化教学模式。 

4.3. 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资源共享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将实物演示与多媒体教学有效结合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拓展教学实施的

影响，有利于学生课上理解物理知识，课下夯实学习基础，并实现资源共享。在课堂实物演示的启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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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相关物理知识点已有了一定的理解，课下可按照自己的掌握程度，利用个人笔记和灵活易用的多

媒体资源，自主完成强化和复习[9]。实物演示与多媒体仿真结合的教学模式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不仅满足了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还有利于学生适应当前快节奏、大信息量的社会氛围，激发学生获

取知识的主动性，。在复合型及资源共享型教学模式的应用中，教师要注意不能只追求教学“量”，还

应保证“质”，以培养学生主动思考为导向。 

5. 课程设计的形象化与兴趣导向之路 

授课老师根据大学物理课程的定位和大纲要求，建立实物演示结合多媒体仿真的新型教学模式。对

于大学物理教改来说，能将其中晦涩难懂的概念进行有效地形象化是关键点，即所谓“深入浅出”。其

根本在于培养同学们的兴趣及自主思考和学习的能力。除实物演示和多媒体仿真之外，教师还可考虑将

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相结合，并采取“翻转课堂”及“互动性教学”等多种模式，平时引导学生多关注

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思考其中蕴含的原理。在教学实施中，将物理学习从表观概念的认知层面逐步引入

到对原理和机制的深入理解层面来，培养更多具备物理思维及兴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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