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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lete teaching activity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inseparabl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of formative evaluation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under the blen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While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form, we should improve its 
evaluation method, so as to promote learning and teaching b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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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背景下大学物理实验形成性评价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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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完整的教学活动是由教、学、评三部分有机组合而成，三个部分紧密相关，密不可分。论文将讨论“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
学背景下大学物理实验形成性评价的构建，在推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改革的同时，改进其评价方式，从而做
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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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考核是教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检查学生学习

效果和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同时它对教学活动的教、

学起到一个反馈作用，是促进教学改革、完善教学机制的有

力推手。然而，目前中国高校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普遍存在评

价主体单一、评价内容重知识轻能力、评价功能缺乏激励等

问题 [1]。由于预习报告打分、实验操作过程打分等较难实现，

教师常常仅根据最终上交的实验报告给出学生该次课程的分

数，再由多次实验取平均分得到期末总评成绩。学生往往只

能等到期末才能拿到自己本学期这门课程的评级，过程中师

生缺乏交流、反馈。而且，实验报告的评价更多地关注实验

报告的完整性、学生实验数据与理论结果的一致性等，忽略

了实验过程中难以预料的突发情况，如实验仪器损坏引起误

差等。论文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过程中，探索

构建大学物理实验形成性评价体系，以期评价更多元、公正、

客观，能有效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2 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是将线上教学和传统教学结合起来的一种

“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其中，“线上”学习将部分

课程内容前移，是“线下”学习的基础和前提，使得“线下”

课程学习内容在有限时间内得以加深和巩固。二者相辅相成，

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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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的实施一般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

课前，教师将学习任务、实验项目重难点、实验操作视频等

制作成雨课堂课件发送到学生的微信客户端，学生按要求进

行预习并制作 PPT。课中，先通过雨课堂限时答题、抽调同

学进行 PPT 讲解、现场提问、回答问题，检验预习效果获得

反馈。再根据预习反馈对大家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详细、

有针对性的讲解。同时利用“不懂”反馈、弹幕或投稿发言

等功能，充分活跃课堂，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收集学生的学习情况。课后，教师通过雨课堂大数据的反馈，

准确跟踪学生学习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教

学计划，并给予同学们及时的反馈。

3 混合式教学背景下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针对大学物理实验现存评价方式的不足，在混合式教学

的背景下，探索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性评价的构建，旨在

创建一个更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过程性评价，是指对学习者的学习全过程进行调控的全

面性、发展性评价 [2]。过程性评价包含课前线上学习评价、

课堂活动评价和课后评价三个环节。

3.1 课前线上学习评价

课前同学们在雨课堂可自行阅读教师推送的学习材料，

根据学习任务有目的地进行预习，并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完

成课程相关的 PPT 制作。在这个环节，雨课堂后台可收集预

习完成情况，包括已完成、未完成和未查看人数。具体的数

据涵盖每位同学观看的课件总页数，看了哪些页面，看课件

的总时长，完成课件阅读的时间、哪些课件点了“不懂”和

同学们的留言反馈。课前查看这些数据，教师可以大致了解

同学们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对于用时小于 10 分钟、没有

完成预习或没有预习的同学进行高亮标出，并在接下来的教

学环节重点关注这些学生。对于同学们的留言反馈和点了“不

懂”的知识点，在课堂上重点讲解。

3.2 课堂活动评价

课上同学们通过雨课堂进行打卡签到，记录考勤信息，

考勤占最终成绩的 5%。上课时，第一时间进行雨课堂限时

答题，检验预习效果。雨课堂答题占最终成绩的 15%。随后

采用雨课堂随机点名的方式确定 PPT 讲解的同学名单。同学

讲 PPT 的时候，教师和底下的同学均认真做好记录，并针对

PPT 的讲解情况提出问题。由讲解 PPT 的同学所在的小组的

其它成员进行回答。同学们根据表现给各小组成员打分，满

分 5 分，同学们的打分占最终成绩的 5%。值得注意的是，提

问的同学也可以加分。综合 PPT 讲解、提问、回答问题、弹

幕或投稿发言的积极性，教师给每位同学打出总的课堂表现

分，总分不超过 5 分，占最终成绩的 5%。紧接着，教师做最

终的点评和总结。随后，教师对实验项目进行必要的补充，

重点阐释实验中的易错点。最后同学们独立完成实验，教师

对课堂情况进行巡视并对同学们的实验操作步骤、技巧、遇

到问题的态度、独立思考水平等进行打分，满分 10 分，占最

终成绩的 10%。

3.3 课后评价

课后教师通过发布问卷等形式收集大家对本次课的意见

建议，还可以查看雨课堂数据汇总表，了解班上同学的具体

学习情况，并对上交的实验报告进行评分。为了确保公平公正，

我们为每个实验制订了详细的报告评分标准，报告评分占最

终成绩的 60%。同时，报告评分后应第一时间把报告中的共

性问题反馈给同学们，以便同学们及时订正错误，还可以通

过雨课堂发布优秀报告供大家参考学习。

4 运用混合式教学法实现过程性评价体系的

构建

大学物理实验是一门实践课程，培养的是同学们的动手

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如果单纯地用上交

的实验报告来衡量学生的实验水平，过于机械老道，与新时

代下实践课程的培养目标相悖，容易出现“会做实验的不如

会写实验报告的成绩高”的情况。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后，

可以更多元地对学生进行评价。课前部分知识前移，可以提

前摸清同学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并收集把同学们学习

难点，以便课中教学有的放矢。课上的限时答题是对大家预

习情况最直观的检验，答题后还可以显示全班的作答情况，

让同学们了解自己在班里的位置。课中的 PPT 讲解要求同学

们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可以培养同学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同学们通过充分预习，查找资料可以讲解清楚实验原理等内

容，这比内容充实字迹工整的预习报告，或是按部就班地模

仿老师的操作完成实验更能说明问题，也更锻炼人，且通过

这个环节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认知层面参与学习。教师评价

虽然专业性更强，但同学们之间互评，使评价的信息来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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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渠道更广泛，评价的结果也更真实。虽然实验操作是

整个课程的重点考察环节，但课堂上学生人数大致有 25~30

人，教师一个人无法对每位同学的操作情况进行详细地观察

并打分，所以这部分比重并不高。实验报告的书写可以锻炼

同学们的写作表达能力，展示数据处理和分析水平。评价

实验报告时，重点关注同学处理数据的能力和分析水平，而

不是机械地与实验标准答案对比。课后，通过大数据追踪，

可以了解同学们一个时间段内的学习情况，对于有进步的同

学应该给予肯定和表扬。在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对评

价系统进行改革，对同学们学习的各个过程进行评分，并按

照一定的比例给出最终期末成绩。总评成绩 = 考勤 *5%+ 限

时答题 *15%+ 操作实况 *10%+ 课堂表现 *10%+ 实验报告

*60%。

5 结语

通过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构建，改变实验报告定乾坤的终

极评价方式，极大地丰富了评价的渠道和手段，使得大学物

理实验教学的评价更加科学、公平、公正，并在评价过程中

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

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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