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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nline course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education industry, breaking through 
space	restricti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knowledge	anytime	and	anywhere.	The	application	of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can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both teaching modes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y integrating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preview tests, simulation experiments, and online interactive discussions, students can 
achieve	seamless	integr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practical	operations.	Offline	experimental	operations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intuitive	perception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principles.	The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has	
increased	students’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Actively	adopting	a	blend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can optimiz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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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教育行业中广泛应用线上课程，突破空间的限制，可以让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知识。在大学
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应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结合两种教学模式的优点，提高教学效果。通过整合线上教学资
源、预习测试、模拟实验以及在线互动讨论等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学生能够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间实现无缝对接。线
下实验操作则进一步加强了学生对物理原理的直观感知和深入理解。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度。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积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优化教学效果，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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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通过融合线上丰富

的教育资源和便捷的互动方式，以及线下真实的实验操作环

境，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学习体验。不仅拓宽了

学生的学习途径，还增强了学习的灵活性和互动性，有利于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 [1]。因此，在大学物理实验

教学中积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提升教学质量、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论文主要讲解传统教学模

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问题，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的情况。

2 传统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应用中
的问题

2.1 缺乏互动性和学生参与性
传统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明显缺乏互动性

和学生参与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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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传统模式中，教师通常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单方面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例如，在电磁学实验中，教师会直接告诉学生如何操作仪器、

记录数据，但学生在课堂中很少会主动思考和探索实验背后

的物理原理。由于缺乏师生互动，学生往往对物理实验失去

兴趣，难以深入理解物理现象和规律 [2]。同时，学生之间也

缺乏交流和合作，无法有效地分享彼此的想法和见解，从而

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和创新能力。传统教学模式还忽略了

学生参与性的重要性，学生很少参与到实验设计和操作过程

中的机会较少，只能机械地按照教师的指示进行实验。传统

教学模式剥夺了学生自主探索和发现的机会，导致学生对物

理实验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

2.2 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
传统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还存在缺乏灵活

性和多样性的问题。教学内容和方法往往一成不变，缺乏针

对不同学生特点和需求的灵活调整。教师通常按照固定的教

学大纲和实验指导进行教学，很少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

学习兴趣。缺乏灵活性的教学方式，使物理实验课程变得单

调乏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3]。同时，由于忽

视了学生的多样性和个性化需求，传统教学模式也无法充分

发挥每个学生的优势和潜能。另外，传统教学模式在实验内

容的选择上也缺乏多样性。教师往往只选择经典的、验证性

的实验进行教学，而忽视了探究性、设计性实验的重要性，

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面对实

际问题时缺乏灵活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2.3 缺乏个性化教学
传统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缺乏个性化

教学的问题。教师在实验教学中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教学

方式，对所有学生实施相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很少

考虑到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由于缺乏个性化教

学，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兴趣特

点。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和节奏，而传统教学

模式却无法根据这些因素进行灵活调整，导致一些学生无法

跟上教学进度，感到困难和挫败；而另一些学生则因为教学

内容过于简单而失去挑战和动力 [4]。个性化教学的缺失也限

制了学生的发展潜力。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而

传统教学模式却无法充分发挥这些潜能。

2.4 依赖纸质资源和设备不足
传统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还会出现过度依赖

纸质资源和设备不足。在实验教学中，教材和实验手册等纸

质资源是学生学习和实验操作的主要依据。但是，随着科技

的进步和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纸质资源的局限性愈发显现。

纸质资源的更新速度相对较慢，很难及时反映物理学科的最

新发展和实验技术的更新，导致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会接触到

的是过时或不再适用的方法和设备。传统教学模式下，物理

实验设备的数量和种类往往有限。由于资金、场地等限制，

学校无法提供足够的实验设备供学生使用，导致实验教学的

质量受到影响。

3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
学中的应用

3.1 线上预习与理论学习
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应用线上预习与理论学习，

通过整合网络资源与课堂教学，明显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参与度。第一，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往往缺乏预习的动

力和有效指导。而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利

用在线平台发布预习资料，如教学视频、讲义和习题等，供

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线上预习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预习

兴趣，还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和时间，使学生能够

更全面地了解实验原理和背景知识。第二，在线上预习后，

学生可以带着问题进入实体课堂，与教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和讨论。教师则可以根据学生的预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讲解

重点难点，深化学生对物理原理和实验方法的理解 [5]。另外，

线上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电子资料库，如在线课程视频、章

节测试等，帮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理论知识的巩固和拓展。

第三，线上预习与理论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个性化学习的机

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理解能力，灵活安排学

习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和方式。同时，线上平台

还提供了智能推荐和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等功能，帮助学生

更高效地学习和成长。

3.2 线下实验操作与探究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在线下进行实验操作与探究学习。第一，在线下实验操作之

前，学生通过线上预习与理论学习，可以深入了解实验的基

本原理、方法和目的。线上线下联合学习方式能够让学生在

实验前对相关知识有所掌握，为后续的实验操作提供理论基

础。同时，线上平台提供的教学视频、在线课程等丰富的学

习资源，可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第二，在完成了

线上预习与理论学习后，学生进入线下实验环节。在线下实

验操作环节中，要求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实验器材，观察实

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实验操作，

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增强自己的实践能

力。同时，实验操作还能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物理原理，

提高学习效果。第三，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学生会遇到各种

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线下探究与讨论，共同解决问

题 [6]。探究与讨论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

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线上交流与讨论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线上交流与讨论环节，可以为实验教学注入了新的活

力，使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加丰富和深入。建立线上交流平台，

利用智慧树网络教学平台、QQ 群、微信群等线上工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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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便于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讨论的平台。

平台中，教师可以发布预习资料、实验操作指导、课后习题

等，学生可以随时访问并下载学习。学生在进行线下实验之

前，通过线上平台预习实验内容，对实验原理和步骤有初步

了解。预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在平台上提出疑问，教师和其

他学生均可进行解答和讨论，形成积极的互动氛围 [7]。在实

验操作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与教师进行实时交

流，反馈实验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在线为学生提供指导，

解答疑惑，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实验结束后，学生可以在

线上平台分享自己的实验成果和心得体会，与其他同学交流

经验。教师也可以参与讨论，对学生的实验成果进行点评，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实验原理和应用。通过线上交流与讨论，

学生可以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

同时，线上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交流平台，使学生

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学习资源和观点，拓宽视野。线上交流还

能促进师生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为实验教学创造更加和谐的

学习氛围。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线上交流和讨论情况，了解

学生的学习需求和问题，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指导。

3.4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评估与反馈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需重视评估与反馈，进而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的状况。第一，

建立评估体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评估体系不仅包含传统

的线下考试和实验报告，还融入了线上的预习测试、在线作

业和互动讨论表现等多维度评价。通过线上预习测试和在线

作业，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对实验原理和理论知识的掌握

情况；而线下的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则能够评估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第二，教师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发布预习任

务，并设置预习测试，要求学生完成并提交，不仅能够保证

学生完成预习任务，还能为教师提供学生的预习情况反馈。

在实验过程中或实验后，教师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发布相关作

业，要求学生在线完成并提交，有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对

实验内容的掌握程度，同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

第三，线下实验操作是评估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教师

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实验过程、操作技巧和实验结果的准确

性，给予学生客观地评价。学生需要提交实验报告，展现学

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实验数据的处理以及实验结论。教师

可以通过评阅实验报告，评估学生的总结归纳能力和创新思

维。第四，在线上学习中，教师可以即时给予学生预习测试

和在线作业的反馈，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深化理解。

4 结语

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应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能够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资源和方式。通过线上预习、

理论学习和资源拓展，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实验原理，深化理

论知识，并借助模拟实验和互动论坛提高实践能力。而线下

的实验操作、面对面交流和评估反馈则进一步加强了学习的

实效性和针对性。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效率和兴趣，还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因此，

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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