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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

物理实验技术的

发展对物理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革命起了十

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

在大学
,

物理实验本是工

科各专业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一门独立的

必修基础课
,

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

培养正确的实验匀惯和严谨的

科学作风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

但近年来
,

物

理实验教学也同物理理论教学一样
,

遭遇空前

的冷落
&

学生对物理实验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

专业课实验
,

有些学生以应付和敷衍了事的态

度对待
&

造成这种低潮局 面
,

我们觉得有如下

方面主客观原因 ∋ 第一
, “

物理学无用
”

思潮所造

成的物理理论教学低落
,

自然累及物理实验的

教学 ( 当然物理实验内容的无实用价值性又影

响着物理理论教学
&

第二
,

随着分支学科的发

展
,

新涌现的学科不断同一些基础学科争学时
,

物理实验作为独立课程在一些学校甚至已被取

消
,

而把物理实验强行塞在课时一再压缩的物

理理论教学课时中
,

如此
,

一些教师苦于理论

课时不够
,

只好把物理实验课挤掉
&

第三
,

受学

生不愿意学物理和不愿意做物理实验的影响
,

一些学校向物理实验室投人太少
,

实验室拿不
出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特征的仪器装置

&

第四
,

物理实验课内容陈旧
、

重复
、

实用价值不大
,

这

是学生不重视物理实验的重要原因
&

要引导物

理实验教学走出低潮
,

我们所能做的
,

就是以此

为突破 口
,

加强物理实验教学自身的改造
,

以其

当代实用性唤起学生乃至社会对物理学及其实

验的重视
&

对此
,

我们根据 自己的条件和特点
,

作了一些思考和初步尝试
&

一
、

精简陈旧内容
,

强调技术实用性
,

克服物理

实验与物理教学脱节现象

到目前为止
,

大学物理实验尚无统一的教

材
&

但从一些现成教材和一些学校开设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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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看
,

明显表现陈旧
、

重复
&

随着科学和技术

的发展
,

分支学科不断涌现
,

不少从物理学母体

中发展起来的学科已分离出去
,

但其相应实验

还留在物理实验中
,

物理实验与物理理论教学

内容脱节现象日趋严重
&

例如工科物理早已不

包含材料力学
,

但
“

金属杨氏模量的测量
” 、 “

金

属线膨胀系数的测定
”

等仍作为物理实验
& “

电

子线路
”

早已是一门独立课程
,

工科物理中也基

本没有电子线路内容
,

但
“

电表的改装与校准
” 、

“

+ ,− 电路的串联谐振
”

等等并未随
“

电子线

路
”

而去
&

工科各专业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学的

理工类考生
,

一些大学物理实验他们在中学已

经做过
,

例如
“

游标卡尺的使用
” 、 “

螺旋测微器

的使用
” 、 “

将电流表改装为伏特表
” 、 “

用惠斯通

电桥测电阻
” 、 “

练习使用示波器
” 、 “

用单摆测定

重力加速度
”

等等
,

大学的相关实验与之没什么

实质性差别
&

相 比之 下
,

反映当代科技潮流的

近代物理实验没有占据应有的 比重
&

学生对这

些陈旧
、

重复实验多少有些反感
&

科学技术的

发展
,

一方面使物理实验内容不断增加
,

另一方

面
,

分支学科的不断涌现
,

又使得分给物理学科

的课时越来越少
&

面对这种形势
,

若过分强调

实验内容的完整性
,

死抱那些陈旧实验不放
,

必

然挫伤学生的积极性
,

也挫伤物理教学 自身
&

对此
,

我们的做法是 ∋ 取消那些中学已做过的实

验和一些与物理理论教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实

验
,

克服物理实验与物理教学脱节现象
,

加重近

代物理实验比重
,

特别注意加重那些在当今技

术领域应用十分活跃的物理实验
,

强调技术实

用性
,

以实验教学促进理论教学
&

根据这一思

想
,

我们根据本校所开设专业情况
,

在精简陈旧

实验的同时
,

也努力创造条件
,

积极探索开发和

引人新的实验
,

例如
“

空调制冷系统
” 、 “

接近开

关
” 、 “

激光管及激光特性
”

等等
&



二
、

注意专业特点
,

不同专业有所侧龙

物理实验有着广泛的内容
,

工科物理实验

不可能全部包揽这些内容
,

事实证明
,

也完全没

有这个必要
&

其实学生对那些与本专业无关的

实验并无兴趣
&

当然
,

物理学课程及其实验通

常在低年级开设
,

对跨人大学大门不久的低年

级学生来说
,

究竟哪些物理实验与本专业有关
,

心中并不一定很清楚
&

物理实验教师应全盘考
&

虑开设实验的专业适用性
,

并在做实验前把这

适用性介绍给学生
,

激发学生的兴趣
,

引起学生

的重视
&

对实验内容的选择
,

我们在考虑专业

需要的同时
,

也注意对学生的创造性开发 (在考

虑物理实验的科学实验基础性同时
,

也注意专

业技术实用性
,

寓基础训练和科学素质培养于

技术实用性实验之中
&

各专业所开设的物理实

验课
,

有各专业共同的内容
,

也反映了不同专业

的偏重
&

例如各类传感器对自控专业很重要
,

其工作原理不少基于物理学原理
,

我们针对本

专业开设了
“

光电效应
” 、 “

霍耳效应测磁场
”

等

实验
&

利用激光记录和捡取信息
,

看来是不少

电子设备的潮流和趋势
,

我们对电子专业开设

了
“

激光器与激光
” 、 “

光电管
”

等实验
&

超声探

伤检测金属构件内部缺陷和光学方法检测精密

零件表面质量等对机械制造很有效
,

我们对机

械制造专业开设
“

超声探伤
” 、 “

薄膜干涉
”

等实

验
&

三
、

加强演示实验室建设
,

挖掘演示实验室潜

能

演示实验是物理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环

节
&

但传统的演示实验存在如下弊端 ∋ 第一
,

课

堂上演示实验仅限于教师演示
、

讲解
,

学生没有

动手机会
&

第二
,

课堂演示实验很费时间
,

对理

论教学进度有些影响
&

在这课时一再压缩的今

天
,

这一影响更显得突出
&

第三
,

上课前需把仪

器用具从仪器室搬到教室
,

比较麻烦
&

简易的

仪器设备搬一搬问题还不大
,

搬动一些庞大易

损仪器是很不方便的
&

由于这些缘故
,

一些物

理教师对那些比较费时或仪器搬动不便的演示

实验都宁愿用嘴巴讲实验取而代之
&

针对这种

情况
,

我们注意加强演示实验室的建设
,

充实和

完善演示实验的内容
&

演示实验利用学生预习

和教师备课时间进行
,

对学生进行分组演示
∋

学生不但看得清楚
,

而且可以亲自动手操作
,

甚

至可 以拆卸和组装
&

演示实验室的这一功能
,

有效地克服了课堂演示的弊端
,

对课堂教学起

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

此外
,

我们也开发了演示

实验室的另一功能 ∋各专业一般精选 .# 个左右

的学生 实验
,

这是必做的
&

除此以外的学生实

验
,

我们把仪器设备分类摆设于演示实验室
,

学

生可以自由地进行各种实验操作
,

实验教师只

作学生使用仪器情况记录
,

不要求学生测数据

和写实验报告
&

这样做的好处是 ∋ 学生可以从

日益膨胀的实验内容中选取 自己所需要的
,

自

由地训练 自己的动手能力
,

开阔眼界
&

同时能

充分发挥现有仪器设备的作用
,

特别是那些被

精简的仪器设备
&

物理理论的教学改革已引起了广大物理工

作者和物理教师的重视
,

相比之下
,

物理实验教

学改革人们谈论甚少
&

其实
,

物理实验教学是

物理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

实验教学对理论教

学的关系重大
&

实验教学搞好了
,

可 以激发学

生对物理学科的兴趣和热情
,

帮助物理教学走

出低潮
&

我们的改革尝试
,

从学生的反映看来
,

初步说明了这一点
&

我们认为
,

物理实验教学

的改革势在必行
,

实验教学改革要紧密配合理

论教学改革进行
&

改革的具体操作
,

例如精简

哪些现行实验
,

如何改造和完善现行实验
,

如何

开发和弓/人新实验等问题
,

有赖广大物理工作

者和包括物理实验人员在内的物理教师共同探

讨
&

开发新的物理实验
,

有些没有现行仪器设

备可取
,

这又涉及相应仪器设备的发明和研制

开发
,

这是实验教学改革面临的困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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