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专栏———物理实验教学和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管理（Ⅲ）

编者按：物理学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先导，是培养学生基本科学素养的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本刊《特约专栏》

从２０１２年第４期起陆续发表有关学校专家、学者的文章，探讨物理实验教学和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

管理的经验。本期《特约专栏》刊登华南师范大学吴先球、武汉大学李美亚等专家、教授的文章，供广大读者借

鉴、参考。

创建“一体两翼”实践教学体系，促进创新人才培养

吴先球，孙番典，张学荣，陈俊芳，熊建文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科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是新 世 纪 高 等 教 育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点。华 南 师 范 大 学 物 理 学 科

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对实践教学等进行了系列改革和开创性探索，创建以实验课程体

系作为主体、以实践创新和平台扩展作为 二 翼 的“一 体 两 翼”实 践 教 学 体 系，不 断 提 高 实 验

教学质量，促进实践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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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科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成立于２００１年，于２００６年获批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下称“示范中心”）。为适应新的教育形势以及

社会需求，示范中心依托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从

学士、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人才培养体系，在

实践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人才培养等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尝试与改革，创建了“一体

二翼”的实践教学体系，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显现

出较强的示范和辐射作用，促进了物理学专业实践创

新人才的培养。

１　基于课内教学与课外创新相结合的思想，创
建“一体两翼”实践教学体系

示范中心以“强化基础、因材施教、着重能力、激励

创新”为教学理念，以课内和课外相结合、计划内和计

划外相结合、校内和校外相结合、大学和中学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和应用相结合的“六结合”指

导思想，创建以实验课程体系作为主体，以实践创新、
平台扩展作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的实践教学体系，如

图１所示。课程体系是实践体系的主体，实践创新、平
台扩展２个 侧 翼 是 主 体 功 能 的 扩 展、延 伸 和 辐 射；反

之，２个侧翼又加强了主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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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体两翼”的实践教学体系

示范中心以普通物理实验教学平台、近代物理实

验教学平台、学生课外创新实践教学平台、中学物理师

资实验培训教学平台为架构，应用现代网络与教育信

息技术和表面分析、激光、生物物理等高新技术，不断

进行教学改革，开发体现高新技术的实验教学装置，注
重将科研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开展远程实验的研究与

应用［１－２］，开拓实验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新手段。

２　主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近代物理实

验教程，突出物理思想和实验方法

近代物理实验涉及的知识面广，有很强的综合性

与技术性。由于不同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

等方面存在差异，国内一流重点大学编写的近代物理

实验教材，对普通大学并不一定适用。示范中心主编

的高等院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近代物理实验

教程（第二版）》［３］，目的是为普通的高等院校提供一本

较容易接受的近代物理实验教材。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出

版发行第一版［４］至２０１２年底，教材累计印刷１５次、印
书４７　０００册，被国内４０多所高校选用，受到高等院校

师生的普遍欢迎。
（１）注重 实 验 项 目 的 选 取 和 更 新［５－６］。选 取 近 代

物理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著名实验，以及近代

物理实验技术中有广泛应用的典型实验，注重将教师

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内容。为反映近代物理科技前

沿，第二版教材新增了核磁共振成像、蒸汽冷凝法制备

纳米微粒、等 离 子 体 特 性 和 参 数 测 量、扫 描 探 针 显 微

镜、卫星云图接收与大气物理探测等实验项目。
（２）对实 验 教 学 的 实 施 给 予 较 大 灵 活 性［７－８］。实

验内容的介绍力求思想脉络清晰，重点阐述实验的物

理思想和方法，丰富引 导 性 的 提 问 和 思 考 内 容，扩 充

了设计性内容，力求使教材在增加少量篇幅的前提下

用于设计性实验教学。在实验仪器的选择上，注意不

同高校在使用仪器方面的普适性和兼容性，只介绍主

要的通用型仪器，对其他仪器不作具体限制［９］。

３　注重研究型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实践技能和

综合素质

示范中心在系列物理实验课程教学中实现多层次

的实验教学，让 学 生 首 先 打 好 实 验 基 础（普 通 物 理 实

验Ｉ、普通物理实验Ⅱ）；其次立足于基础实验教学之

上，开设具备一定广度和深度、具有较强的设计性的实

验内容（普通物理实验Ⅲ）；然后再进行反映近代、现代

物理学实验技术前沿的综合性和研究创新性实验（近

代物理实验，现代物理技术选题实验）。
示范中心在强化学生物理实验基本能力训练的基

础上，重 视 研 究 性 实 验 教 学［１０－１２］。在 实 验 调 研、方 案

设计、实验过程、指导方式及数据分析等方面，师生相

互交流、相互论证或相互辩论，学生敢于提出不同于教

师的意见及新的实验思路，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相

应的实验创新能力训练。学生通过综合设计性物理实

验的全过程训练，培养勤于动手、敏于观察、科学分析

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收 到 良 好 的 效 果，例 如 本 科 生 赖

秀琼通过研究性实验发表论文，在２００９年教育部主办

的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评为优秀论文获三等奖。
在２０１０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的首届全国大

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以现场命题和限时实验的竞赛

方式进行竞赛。本示范中心选派４位学生参赛，分别

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好成绩，是全国唯一一

所夺得一等奖的省属高等师范院校。

４　构建学生课外实践平台，培养高素质创新型

人才

示范中心不断完善６００ｍ２ 的学生课外实践基地，
通过国家级大学生实验创新项目、导师制及参与教师

科研、学生校级科研、科技制作、各类专业竞赛活动等

途径，引导学生参与实验课程建设。学生的参与大大

缓解了课程体系建设中所需的大量的教师人力资源缺

乏的问题，为课程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同

时，学生从课题立项、作品研制、论文写作、参加专业竞

赛等关键性环节得到了提高和锻炼。
通过学生课外实践平台，本科生获得国家级大学

生实验创新项目８项，获国际级奖项１５人次、国家级

奖项１７４人次、省级奖项２９２人次。由长江学者朱诗

亮教授指导的学生作品“一维无序系统中相对论性粒

子 的非局域化及其在冷原子中的实现”获第１１届“挑

（下转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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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犹如空中楼阁。科技表达是正确描述自然规律的

需要，是研究创新的基本功。因此在教学内容的设计

中，要有一定量的文献阅读和科技写作的训练。

３．４．３　注重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设 计 时 应 将“以 学 生 为 主 体、教 师 为 主

导”作为基本原则，并在教学中加以实践，如课堂中讲

方法、引问题、重讨论，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和

讨论，增强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性，培养他们的主动参与

意识。提高实验教学的趣味性和探究性，重视学生的

口头报告和实验报告［１５］。实践是最好的教师，应用是

知识、技能最好的内化过程，在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教

学方面要为学生思考、探索、发现和创新提供充分的自

由空间，让学 生 在 自 主 实 践 中 提 高 自 主 学 习、自 主 实

验、自主发现、自主解决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提高自

主组织、协作、表达能力等，也可以引入项目竞争、实验

设计竞赛等方法，增加学生竞争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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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杯”竞赛一等奖。在２０１０年广东省第１１届大学生

物理实验设计大赛中获得了５个一等奖（一等奖共设

９个），总成绩位居各参赛高校之首。

５　结束语

展望未来，示范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和

管理，不断完善“一体两翼”的实践教学体系，促进创新

人才培养，为广东省、华南地区和全国物理学基础课实

验教学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吴先球，刘朝辉，张诚，等．网络 环 境 下 远 程 实 验 的 技 术 研 究［Ｊ］．实

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０８，２５（６）：３０－３３．
［２］Ｋｏｎｇ　Ｓｉｕ　Ｃｈｅｕｎｇ，Ｙｅｕｎｇ　Ｙａｕ　Ｙｕｅｎ，Ｗｕ　Ｘｉａｎ　Ｑｉｕ．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５２
（３）：７０２－７１７．

［３］吴先球，熊予莹．近代物理实验教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林木欣．近代物理实验教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Ｌａｉ　Ｘｉｕｑｉｏｎｇ，Ｃｈｅｎ　Ｊｕｎｆａｎｇ，Ｆｕ　Ｓｉｌｉｅ，ｅｔ　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Ｌｉｋ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Ｖａｐｏｕ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Ｐｌａｓｍ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９（４）

：４４４－４４７．
［６］吕红英，吴先球，陈俊芳．基 于 声 卡 的 虚 拟 数 字 存 储 示 波 器 及 其 在

电学实验中的应用［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０５，２２（１０）：９５－９９．
［７］夏庆林，姚书振，边建华，等．加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培养创新

型人才［Ｊ］．实验技术与管理，２０１０，２７（１）：１０２－１０５．
［８］张宏剑．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Ｊ］．实验技术

与管理，２０１０，２７（１）：１２５－１２７．
［９］姚利民．大 学 有 效 教 学 特 征 之 研 究［Ｊ］．现 代 大 学 教 育，２００１（４）：

４２－４４．
［１０］洪源渤，衣晓青．论高等工程教育中的实践教学优化［Ｊ］．高等工程

教育研究，２００５（３）：５－８．
［１１］龚双姣，陈 功 锡，刘 应 迪．开 放 实 验 室 与 提 高 实 验 教 学 质 量 初 探

［Ｊ］．高等理科教育，２００１，３５（１）：９２－９４．
［１２］杨通宇，陈 庆 良，何 克，等．体 验 教 学 的 理 论 研 究［Ｊ］．当 代 教 育 论

坛，２００６（４）：６０－６２．

６１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