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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实验课是工科大学生的一门实践教学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协作能力。在当前疫情背

景下，大学物理实验课特别是面向来华留学生的物理实验课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本文总结了近三年来在

华留学生的大学物理实验课教学实践，提出了线上英文实验教学的一系列新思路和新办法，为以后的在

线教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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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al course is a practical teaching class for engineering college stu-
dents, which cultivates students’ hands-on and collaborative skills. In the current epidemic con-
text,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al courses, especially tho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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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college physics expe-
rimental clas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new ideas and approaches for online English experimental teaching,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
ence for future online teaching research work.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 Online Teaching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当前疫情背景下，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为做到封校不停课，包括大学物理实验在内的全部大学课

程教学逐步向线上教学转移，并要求满足同时线上线下开课的教学要求。大学物理实验是一门以实践为

特色的公共基础课程，锻炼和考察工科大学生的理论实践能力和协作能力[1]。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以南

京高校为例，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经历了多次中断线下教学而转为线上教学，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教学方

面的问题。特别是疫情对学生情绪面的影响不可忽略，学生在长期的封校环境下容易产生失落、沮丧、

继而偏激、狂躁等不良情绪，极大地影响了学业的进展[2]。如何在疫情背景下的线上课程中实现教学大

纲的课程目标，解决实践课程与线上教学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另外，由于疫情和各国通行政

策的影响，有不少来华留学生被迫滞留本国，不能正常返回学校上课，留学生在线课程教学已经持续了

近三年。如何上好面向留学生的大学物理实验课，是我们相关课程负责老师的重要课题。本文作者从事

了十年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并承担了在华留学生的实验教学工作。本文总结了近三年来留学生的

大学物理实验课在线教学实践，提出了线上英文实验教学的一系列新思路和新办法，相关的经验和办法

相信对以后的英文线上教学也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2. 留学生线上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资源的发布和共享问题 

实施线上实验课以来，将教学资源云端化是首要问题。大学物理实验课的课前预习尤为重要[3] [4]，
没有经过充分的预习准备，学生面对实验仪器往往不知所措。对于留学生而言，如何克服语言的障碍，

开展有效的预习更是一项挑战。传统的自我预习方式，教师无法掌握学生的预习进展和情况。特别是伴

随着疫情的到来，实验课程转为线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下降，课前预习也变成了一大难题。由

于疫情的阻隔，老师没有切实的线下手段去检查学生的预习动态，学生的预习积极性不高，如何把握学

生的预习行为，提高学生积极性是目前存在的重要问题。作为线上教学，课前预习是学生接触物理实验

相关知识的第一个步骤[5]，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进入到学习状态，进行实验课前的必要准备，教学资源

的发布和共享方式值得研究。 

2.2. 在线课堂教学问题 

自疫情爆发以来，实验课线上教学的现实需求是相关教学人员面临的难题，传统的课堂讲解、手把

手的操作演示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在线上教学中实施[6] [7]。我们亟需将实践性的、操作性的物理实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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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线上教学中呈现出来，实现云端化教学，并达到教学大纲的既定目标[8] [9]。云端化教学的平台和实

现方式有很多，软件通讯工具方面有 ZOOM，腾讯会议，腾讯课堂等，资源平台包括中国大学慕课、TED
等，选择合适的教学平台和教学方式是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前提。另外，课堂出勤的考

察是保证实验课程正常进行的必要手段。以往的线下教学中，教师通过点名、签到等方式进行考勤，并

将考勤纳入到平时成绩中去，可以有效的保证出勤率[10]。大学物理实验课转为线上之后，我们通过腾讯

会议等方式进行线上教学。任课教师都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方便有效的考察办法来确保课堂出勤率，避

免出现教师线上认真讲课，而学生在移动终端后敷衍了事的现象发生。保证课堂出勤对学生的约束性[11]，
保障课堂教学的严肃性和教学目标的顺利达成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2.3. 课后实验报告问题 

物理实验报告是检验学生实验学习成果的重要依据。传统的线下教学，学生课后需要提交实验报告，

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两度一性”：报告的书面整洁度，数据处理的完成度，实验结论

的可靠性等是考察学生对实验的掌握程度的重要标准。根据大纲要求，物理实验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几个

部分：1) 封面：包括实验名称、学生姓名、学号、实验日期；2) 实验目的；3) 实验原理；4) 实验内容

和步骤；5) 实验数据记录和处理；6)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7) 原始数据记录表格。大学物理实验转为

线上之后，纸质版物理实验报告的收缴变得不可行，因此实验报告的电子化势在必行。如何保证电子实

验报告在格式统一化和可批改性方面，能达到和纸质报告同样的教学效果是我们的另一个关注点。 

3. 解决方案 

以上的三个问题不仅在留学生线上教学中存在，也是参加线上教学的中国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针对这三个重要问题，我们通过近年来的不断探索，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3.1. 资源托管平台 GitHub 

在教学资源的发布和共享方面，我们基本实现了预习课件的云端化。考虑到部分留学生访问国内互

联网的困难，我们将教学预习课件和相关视频、音频、数据资源上传到开放代码库 GitHub 上。GitHub
网站是微软公司旗下一个面向开源及私有软件项目的托管平台，支持 Git 作为的版本库格式进行托管，

GitHub 可以托管各种 git 库。与 SourceForge 等老牌代码服务托管商不同，GitHub 可以非常方便的从一个

项目进行分支。通过“fork”功能，可以将代码修改加入到分出的代码库中，并通过内建的“pull request”
机制向源代码项目负责人申请代码合并。因此，该网站也成为除了程序员以外，国内外高校师生喜爱和

认可的云端托管平台。大量的高校教师和学生长期活跃在该平台上，进行包括源代码在内的广泛的学术

交流。我们在 GitHub 中建立了大学物理实验的项目之后，进行物理实验课程教学的教师，都可以通过

“fork”和“pull request”操作进行协作，比如上传或修改课程资料等，大家共同维护实验课的网络资源，

大大提高了协同工作效率。通过不断迭代更新，教学资源质量也不断得到优化和调整。由于 GitHub 的开

放性，项目负责人只要将课程项目设为公开，参加学习的学生就可以没有任何阻碍地进行教学资源的阅

览和下载，而不需要进行用户注册等繁琐的操作。另外，通过开放评论，学生还可以在教学资源的页面

上进行留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地将遇到的问题反馈给教师，帮助教师进行内容的优化。GitHub
作为托管平台可以很好的解决教师间的协作问题，还可以无障碍地面向所有人开放课程资源，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线上课的平台资源共享问题，对提高学生们的积极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图 1 展示了我们托管

在 GitHub 平台的课件资源截图。我们将上下两个教学周期的 15 个教学单元的英文课件托管在该平台上

供学生自由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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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perimental course resources hosted by GitHub website 
图 1. GitHub 网站托管的实验课件资源 

3.2. 在线课堂教学——微课 

随着教学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和深入，慕课、微课等各式各样的教学形态陆续出现。各大高校的

教学团队陆续推出了相关网课资源，极大地拓宽的教育受众，降低了学习的门槛，也为疫情期间的线上

教学提供了基础性的开放平台，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基础设施。作为主要参加人，本文作者深度参与了南

京邮电大学的江苏省精品课程《大学物理实验》慕课的制作过程，获得了宝贵的视频制作经验。 
另一方面，对于小规模的留学生物理实验课，每个班的人数基本在 20~30 人左右，因此完全可以

在慕课的基础上推行“微课”小型化教学。“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教育教

学过程中围绕某个教学环节而开展的教学活动过程。“微课”的教学内容较少，教学时间较短，资源

容量较小，资源结构“情景化”。疫情期间，我们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为每一个物理实验单元都做了

包括实验操作在内的微课视频的录制，并在后期加入了双语字幕。与慕课的大规模标准化视频录制相

比，微课视频更具有灵活性，视频的录制不需要大型专业团队，只需一到两位教师就可以在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视频的录制和剪辑，制作期间出现问题也可以迅速地进行调整，是一种敏捷化的开发手段。

针对微课程的开发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设计，这套系统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并随着教学需求、资源

应用、学生反馈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发展改进中的课程系统。我们将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的原理转换成

微课程中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环节的具体计划和实施步骤。通过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

整体而系统的设计，达到优化教学、促进学习的目的。同时，课程的设计开发中针对移动学习的需求

有所侧重，使课程更好地适应移动学习环境。针对移动环境下课程学习资源的特点，对微课程的理论

基础、设计方法、设计原则进行系统梳理，构建微课程的开发模式。我们以南京邮电大学现有《大学

物理实验》慕课教学资源为基础，对其进行“微课程化”编排设计，形成适用于移动学习的《大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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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验》微课程案例。以“示波器的调整和使用”实验为例，我们录制了 15 分钟左右的操作视频，详

细演示了包括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在内各项操作。另外，制作了演示李萨如图形的 Matlab 代码，上课

时向学生们形象地展示两个通道的信号的频率比和相位差如何影响李萨如图形，并学习从李萨如图形

的交点个数上判断两通道信号的频率之比，将大学物理实验课和编程课融合在一起，形成交叉性学习，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3. 电子版实验报告 

线上教学的报告提交一般采用电子文档的形式进行。学生在线下按照实验报告要求完成实验报告，

特别是完成实验数据的相关处理之后，将报告整体进行扫描存档，一般要求以“学号 + 姓名 + 实验名

称”的方式命名，以 PDF 的文件格式作为附件发送给任课教师的电子邮箱，再由任课教师进行批改和赋

分。如前所述，实验报告的 7 个内容必须如实书写。教学实践发现，电子档的实验报告更容易批改和反

馈，教师摆脱了纸质报告的束缚，在电脑上就能轻松完成实验报告的批改，而且可以更方面的通过微信

群等方式及时反馈报告中出现的问题。电子档案只要保管得当，并注意进行云端备份，可以随时进行查

验，不易丢失和损毁，这是纸质档案不具备的优点。图 2 展示了用 Notion 软件整理的本学期部分留学生

实验进展情况，从该表格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学生的报告提交情况，其中每条记录均链接到学生提交的

电子版报告。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规范电子报告的格式内容，并建立各年级的实验报告册的

电子档案数据库，为以后的教学研究和改革提供依据。 
 

 
Figure 2. Experimental progres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图 2. 留学生实验进展情况 

4. 结论 

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他们主动学习，是我们进行线上教学的重中之重。

通过近年来的留学生线上教学实践，运用 Github，Notion，腾讯会议，Zoom 等一系列线上教学辅助手段，

建立了从课前到课后的立体化微课教学系统，学生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学习，进一步加深对实验原理和

实验操作的认识，弥补了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带来的巨大困难，为实现教学大纲目标做了有益的尝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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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以后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改革目前的线上教学体系，引入虚

拟仿真平台，真正实现实验教学的云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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