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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人
,

·

宽知识面
、

大信息量

的课堂教学模式使各种辅助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地

位越来越重要
,

计算机辅助教学因其适用面宽
、

手段

完善
,

已成为高校教改重要 内容之一
。

几年来
,

我院

立足物理附教媒体的特色
,

重点进行 了大学物理

��  教学的一些尝试
,

加大了课堂的信息量
,

‘

培养了

学员利用计算机研究和解决本学科问题的能力
,

促

进了我院大学物理教学微机化力度
,

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

一
、

��  在物理教学中的定位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
,

观察与实验在教学中

占有重要地位
。

媒体教学是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手

段
。

投影片
、

录像片
、

演示实验和 ��  是物理教学的

∋ 大媒体
,

∋ 者应相互配合
、

相互补充
。

计算机以其

宽适用性
、

可控性和强计算能力逐渐成为 ∋ 媒体之

首
。

但是
,

目前也出现了
“

为用而用
”

的现象
,

简单地

用计算机代替前 ∀ 种媒体
,

将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同

于 ��  
,

使开发的课件类同于
“

录像片
” ,

没有突出计

算机的媒体特征
,

造成媒体资源浪费
。

在微 机辅助 教学 中
,

我 们注 意做到
“

物尽其

用
、

观效而择
”

的原则
。

投影片可解决的问题
,

不必

用计算机解决
(而实时演示实验 比将其做成 ) �∗ 的

效果要好
。

由此
,

我们提 出计算机辅助教学应充分

发挥计算机交互性
、

计算性和实时数据采集能力三

方面的
,

让其做其他媒体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工作
,

使

其真正成为投影片
、

录像片和演示实验的补充媒体
,

而不是用做简单的综合播放
,

真正培养学员利用计

算机学习和处理本学科问题的能力
。

二
、

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几点尝试

∃
+

开发具有我 院特色的物理理论教学 ��  课

件

∃, , % 年以来
,

我室先后承担了 ∀ 个计算机多媒

体课件开发任务
,

制作了机械振动
、

机械波
、

光的干

涉
、

光的衍射 ∋ 部分共计 −. 学时教学内容的课件
,

∃∀卷∀期 !总/.期&

课件可供教员课上插播及学员课下使用
。

在结构上
,

课件主要包括
“

基本要求
” 、 “

基本内

容
” 、 “

解题 指导
” 、 “

例题精解
” 、 “

自我考查
”

. 大部

分
。

在
“

基本要求
”

中
,

提出了对本章学习的要求
,

是

学员 自我完善的目标
( “

基本内容
”

是以
“

讲
”

为主线
,

对每个教学点进行了较详尽的讲解 (
“

解题指导
”

指

出了本章主要知识点的解题要点 (
“

例题精解
”

将典

型例题的经典解法详细展示给学员
,

以
“

学
”

为主线
,

使学员体会如何综合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 “

自我

考查
”

是 以
“

查
”

为主线
,

查 出学员没有掌握 的知识

点
,

指导学员再学习
+

课件充分强调
“

讲
、

学
、

查
”

∀ 条

主线
,

并对每个知识点都对应设置了
“

联系
”

菜单
,

实

现相关内容的相互调用
,

充分地发挥了计算机 的交

互性
。

在讲解 中
,

课件对抽象的物理概念和过程进行

了动态讲解
,

尤其实现了可选参数的精确数据处理

下的动态讲解
,

使学员能够充分自控参数
,

进行理论

的学习与验证
,

提高学员参与程度
。

课件还对典型

原理实验进行 了实验过程与数据处理曲线同步出

现
,

再配合可控参数
,

使学员能够将实验与数据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
,

这是
“

演示实验
” 、 “

录像教学
”

等其他

媒体所不能实现的
。

在使用过程 中
,

使用教员和学员普遍反映课件

参与性强
,

自控参数进行理论学习的效果好
,

尤其对
“

实验过程与数据处理曲线同步出现
”

的教学形式给

予了较高评价
。

该课件在 ∃, , , 年 院多媒体课件评

比中获一等奖
。

−
+

培养学员利用计算机解决物理数据处理问

题的能力

精确数据处理是大学物理实验的特色之一
,

各

高校普遍将培养学员利用计算机进行科学计算能力

作为物理实验教学的重点内容
。

我们选取了 ∃− 个

具有数据处理特色的实验项 目
,

以一个实用作图程

序为核心
,

利用 0 � 语言开发了一个物理实验数据
·

∀,
·



处理包
,

提供给学员使用
。

该程序包不仅给出 ∃− 个

实验数据处理程序框图
,

还可以提供示范程序 !教员

可以控制示范程度 &
,

并且给出了最小二乘法
、

牛顿

迭代法等 ∃# 余种物理实验常用数据处理的源程序
,

以指导不同程度的学员使用
。

数据处理包不仅可对实验数据进行常规描点作

图
,

而且可对实验数据曲线进行拟合
,

做出拟合曲

线
,

求出待解系数
。

但这还不是系统提供此程序包

的主要 目的所在
,

只要利用其提供的 � 语言源程序

按要求稍做改动重新编译
,

就可对已知函数形式系

数待定的情况求解
,

从而获得针对性强的专用数据

拟合程序
。

数据处理包使用 以来
,

激发起学员浓厚的学 习

兴趣
。

实验前仔细研究理论
,

做好预习
,

实验中独立

意识
、

责任感增强
,

努力做好本人
、

本组数据
,

数据处

理前依据理论反复推敲数据
,

对坏值进行分析
,

数据

处理后认真分析实验结果
。

∀
+

计算机类实验在物理实验中的开设

在计算机辅助物理实验教学中
,

计算机数据采

集和控制涉及硬件
,

是较高层次的应用
。

相对于其

他学科
,

物理实验中丰富的力
、

热
、

光
、

电等物理量
,

可使计算机数据采集和控制的教学更实际
、

更丰富
、

更综合
。

利用单片机或微机开发小型控制系统
,

使计算

机成为辅助测量工具
,

让学员在实验课中应用
,

已经

在许多院校有过成功的典范
。

我们认为真正开设计

算机类实验
,

不应只停 留在教员做
、

学员用的水平

上
,

应使学员初步 了解系统工作原理及组成结构
,

具有组成简单系统的能力
。

因此我们特选了市场上

通用 的 � ∗ 1 ∗ � 卡
,

为学员 开设了
“

实时数据采

集
” 、 “

实时数据输出
”

和
“

实时数据控制
”

∀ 种选修实

验
。

我们的教学目的是能够使学员初步了解系统工

作原理及组成结构
,

正确使用通用的 � ∗ 1 ∗ � 卡组

成实用数据输人输 出及控制系统
,

而对 � ∗ 1 ∗ � 卡

详解原理不做深人要求
,

也就是说让学员像掌握其

他成品仪器一样
,

重点放在原理与使用
。

主要仪器设备有
2

教学计算机 !34 4∀∀∀
,

%∋ 5 &
、

6 7 ∋∀ ∃− 型 ∀# 5卜位示 波器
、

8仆 − 型 信号 发 生器
、

∗甲∃∃型多波信号发生器
、

39一∃# ∋� ∗ 1 ∗ 喊卡
。

其中

39一− ∃# ∋� ∗ 1 ∗ �卡的主要性能指标为 ∃− 位单端 犯

路
,

双端 ∃% 路 − .户: � 1 ∗
,

硬件放大 4一 ∃## 倍
,

输

人
2 士 9)

,

∃− 位 − 路 ∗ 1 �
,

输出
2 士 9)

,

支持查询和
。

∋#
+

中断两种方式
。

在
“

实时数据采集
”

的实验中
,

要求学员利用微

机和 � ∗ 1 ∗ �卡制成模拟示波器 !学员仅做实时数据

采集部分程序模块&
,

并配给学员示波器和多波信号

发生器
,

用于校准和测试
。

在
“

实时数据输出
”

的实验 中要求学员利用微机

和 � ∗ 1 ∗ �卡制成模拟数字型函数信号发生器 !指定

数个函数形式&
,

并配给学员示波器用于校 准和测

试
。

最后在
“

实时数据控制
”

的实验 中实现
“

二极管

伏安特性
”

的实时 自动测试
,

在测试过程 中
,

要求学

员根 据电流变化幅度
,

自动调整 电压步 幅
,

使测量

数据达到最优
,

并 自动计算所测二极 管的技 术指

标
。

在软件选择上不做硬性要求
,

推荐使用 � ; ;

语言操作环境 !通用模块程序由 )< := >4 � ; ; 开

发&
,

数据输人输出方式查询和中断任选
,

教员课前

向学员讲授 � ; 十 中关于数据输人输出和中断的 ∋

条语句
。

作为选修实验项 目
,

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
,

对程

度好
、

有能力的学员开设
,

实验由基本输人输出到实

施控制测量
,

循序渐进地 向学员讲授计算机数据采

集与控制的原理和系统结构
,

学员熟知模拟的物理

仪器及开设的物理实验项 目
,

兴趣大
,

投人多
,

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

该实验项 目 ∃ , , , 年获北京地

区军队院校物理教学协作中心二等奖
。

物理 ��  前景是 良好的
,

我们的主要发展思想

是
2

在计算机辅助教学 中
,

基于
“

物尽其用
、

观效而

择
”

的原则
,

充分利用计算机交互性
、

计算性和实时

数据采集的媒体特色
,

真正培养学员利用计算机学

习和处理本学科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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