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卷第 5 期 创新与创业教育  Vol.3  No.5 
2012 年 10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Oct 2012 

基于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物理实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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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西师大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开展物理实验考核方案的研究与实践，改革物理实验课的考核方案与考核 

方法。通过EDA 平台，激发学生对实验课的主动性与创新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提高物理实验课的教 

学质量，达到全面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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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是高校物理专业的重要课程，因此合 

理的考核方案与考核方法是提高物理实验教学质 

量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必要途 

径。我院以  EDA 虚拟实验为平台，让教师与学生 

双方交流， 探讨实验教学手段、 改进实验教学方法， 

调整实验教学内容。建立物理专业符合实情的考核 

方案，在要求教师认真备课与教学的同时，更需要 

通过网络加强教师与学生的沟通。老师每安排一个 

仪器操作实验的同时，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也完成 

一个配套的  EDA 虚拟实验，虚实结合使实验效率 

及实验质量大大提高，利用网络信息的反馈，进一 

步完善实验教学体系，设计实验考核方案，正确评 

价每一个同学的实验考核成绩 [1] 。 

一、实验考核 

（一）实验考核方案 

学生实验成绩包括：平时实验成绩、测试实验 

成绩、上传作业成绩 3 部分。图 1 是物理专业实验 

考核方案流程图 [2,3] 。 

图 1 物理实验考核方案流程图 

实验考核总成绩=平时实验成绩+测试实验成 

绩+上传作业成绩。平时实验成绩包括实验报告及 

到课情况；测试实验成绩包括  EDA 虚拟实验及仪 

器操作实验；上传作业成绩包括课后思考题及考察 

抽签题 [4] 。 

（二）实验成绩评价 

表 1 是以物理专业电子线路实验为例，制定的 

实验成绩考核评价表，只要代课老师根据实验课 

时、实验步骤及每个环节认真填写好学生的实验成 

绩评价表，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学生的实验 

全况 [5] 。 

表 1 电子线路实验考核成绩评价表 

姓名： 班级： 学号： 

平时实验成绩 考试实验成绩 上传作业成绩 
实验 

项目 
分数 得分 分数 得分 分数 得分 

实验一  50  30  20 

实验二  50  30  20 

实验三  50  30  20 

实验四  50  30  20 

实验五  50  30  20 

实验六  50  30  20 

实验七  50  30  20 

实验八  50  30  20 

均分 均分 均分 

实验总得分： 实验老师签字： 

注：电子线路实验课时共 20 学时，每个实验 2.5 学时。 

二、平时实验成绩 

平时实验成绩组成是学生完成总实验个数成 

绩的平均值。 其实验预习占 30%、 实验操作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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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处理占 20%，老师可仿照表一的格式制一 

个平时实验成绩记录评价表，记录学生预习、实验 

操作、 数据处理等情况， 学生按时完成每一个实验， 

老师给出相应的成绩，并公布在院实验成绩管理平 

台网页中，每个学生随时可查看自己的成绩 [6,7] 。 

第一，实验预习。实验预习是学生完成实验必 

不可少的步骤，它占总成绩的 30﹪。预习后要求学 

生写出预习实验报告，老师检查后给出成绩方可进 

行实验，不合格的要继续预习进行修改，避免了以 

往少部分学生对实验不认真走过场的敷衍态度。 

第二，动手操作。实验前，教师进行讲解后， 

学生分组开始实验，每次 20 名学生一大组，2 人一 

小组，按预习报告中的实验步骤进行实验，2 名老 

师逐组检查巡视他们实验的方法、步骤是否规范， 

读数是否科学、合理、准确，并作必要的记录，给 

出实验成绩，由于动手操作成绩占的比重较大，它 

是实验的核心部分，老师要求学生必须重视实验的 

整个过程，对实验中出现的错误要及时纠正，由于 

老师在实验中严把关，大部分学生都能按实验步骤 

认真的完成每个实验，对个别完成不好的老师要加 

强辅导，这样就克服了学生抄袭、伪造实验数据的 

现象，通过实验既考查了学生的撰写实验报告能 

力，又督促了每个学生真正地自己动手做实验，进 

而培养了他们的实验创新精神。 

第三，数据的处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获得实 

验原始数据后，还要进一步进行原始数据的处理。 

如果当堂课能完成者尽量完成，老师做好记录，个 

别同学当堂课完不成，可以进行课后处理，老师可 

根据数字的计算过程、有效数字的取舍、不确定度 

的表达等给出相应的分数。 实验数据处理一般占 20 
﹪，比重较低，但通过这一环节的验收，增强了过 

程性评价，淡化了结果性评价，使学生重视了实验 

的全过程，杜绝了抄袭现象的发生。 

第四，实验总结。通过认真做完每个实验，每 

个同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体会，在实验的末尾大部 

分同学写出了实验总结，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以及 

新的思路、方法写出，好像一篇小实验改革论文， 

为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及毕业设计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三、考试成绩的组成 

目前，大部分学校实验考核不够完善，实验考 

核的成绩主要是实验报告，成绩分为优秀、合格、 

不合格，导致学生只重视实验报告的抄写，而不重 

视实验课的动手实践，这种现象不但培养不了学生 

的探索创新能力，反而是养成了学生弄虚作假的恶 

习。改革后的实验考核分四部分，实验理论考试、实 

验操作考试、EDA 考试、实验报告。环环紧扣，大 

大促进了学生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和创新精神 [8] 。 

（一）实验理论考试 

实验理论考试一般由学院统一安排，在实验机 

房采用闭卷形式考试，考题有填空题、选择题、问 

答题、 计算题等， 覆盖了整个实验过程的全部内容， 

弥补了操作考试的不足之处，考试前实验老师将几 

套模拟测试题放在指定的网站上，可以让学生进行 

复习，考前  10 分钟从计算机中随机抽取 1 份测试 

题进行理论测试，然后上传到教师机，老师进行评 

阅后从实验网络平台发布出去。 

（二）实验操作考试 

实验操作考试在实验课程结束后期末在实验 

室进行，考试内容从实验项目中抽签，每个人抽签 

完成一个实验项目，一个班学生可以分成多组进 

行，由于实验室仪器数量及老师有限，每组可测试 

大约  15 名学生，每组实验操作考试主要是检验每 

个同学对每个实验平时掌握的程度，对整个实验的 

步骤、仪器的连接、电路的连线、波形的记录、数 

据的测试等等作出详细的记录，最后给出成绩。 

（三）EDA 考试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始终以 EDA为平台， 

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用仿真软件同时完成每一个 

实验。 EDA考试主要检验学生对实验电路的仿真设 

计、测试的掌握程度，要求每个学生将做过的实验 

选作一个，用软件自己绘图、测试，写出实验报告 

上传教师机，老师根据实验的难易度，测试的结果 

适当的给予成绩。此项考试一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设 

计制作能力，二是激励学生积极参加大学生创新性 

实验项目、大学生挑战杯项目，三是为毕业设计与 

就业奠定基础。例如：图片 1是学生参加大学生创 

新性实验项目设计制作的  TTL 门电路逻辑功能模 

拟演示实验教具的仿真设计电路，该教具将门电路 

的逻辑功能通过 LED 显示“亮”与“暗”的方式； 

数码管显示“1”与“0”的方式；以及由振荡器、 

计数器组成的流水灯显示方式联用，把各种门电路 

的逻辑功能具体生动的进行显示。 

（四）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是检验学生实验总结能力的唯一标 

准，是学生掌握实验原理、实验方法以及对实验数 

据测试、分析、处理能力的综合反映，应作为学生 

实验成绩的主要依据。老师认真判完实验报告从文 

字、图表及格式，测试数据的处理，实验结果与总 

结几个方面考虑，赋以不同的分值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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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TL门电路逻辑功能模拟演示实验教具仿真电路 

四、上传实验作业 

上传作业有两部分，一是每个实验后面附加思 

考题，要求学生认真作出回答，上传到实验教学系 

统；二是老师从做过的实验中提炼出来的测试题， 

在实验课结束时要进行抽签回答，上传到实验教学 

平台。

五、结语 

经过以电子线路实验课为例，对物理实验考核 

方案的创新实践证明，学生不断养成了良好的实验 

作风，调动了学生认真实验的主动性，克服了以往 

学生对实验课的不重视、 不积极的态度， 实践证明： 

学生成绩比往年有了明显的提高 [10] ，能将所学的实 

验知识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发挥，并成功申报了多 

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大学生挑战杯项目，大 

学生课外科技制作项目，并获得了多种奖项，毕业 

设计获优明显增加，并且有部分同学在各种杂志发 

表了创新论文，这一考核模式的改革全面提高了学 

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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