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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Origin 应用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初探
任银娟 王增旭 李斌 李三龙 刘胜利

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中国·江苏南京

Origin软件处理实验数据较传统手工作图分析更为精确、客观、高效。如果把Origin应用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巧妙地
结合起来，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实验效率。论文分析了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Origin应
用，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模式。在该教学模式中，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指导并解答学生的问题，课
后进一步巩固提升，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结合案例分析，详细阐述了将
Origin应用到该教学模式中的方法和过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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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验物理在物理学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

如，1924年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德布罗意（ ）提出

实物粒子（如电子）具有波动性，即波粒二重性。这一新理

论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引起了震荡，因为在没有实验证据的条

件下新理论很难被研究人员接受 [1]。直到 1927年，科学家

戴维孙（Davisson）和革末（Germer）将低速电子打在镍晶

体标靶上，得到了衍射环纹图案，由此证实了德布罗意理论

的正确性。随着实验物理学的发展，实验数据的处理方式也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早期科学家们主要通过手工作图和计

算来处理实验数据，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而且结果不精确。

后来采用坐标纸作图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和精

确度，但仍然存在主观性强、难以处理大量数据或非线性关

系图像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图分析软

件在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相较以往的数据分析方

法，软件做图更简便、高效，而且得到的结果更客观、精确、

可靠，对实验数据的分析也更充分。在众多作图分析软件中，

Origin凭借其功能强大、易于学习掌握的特点被广泛采用，

而且实践表明 [2,3]，利用 Origin进行数据处理、画图分析，

可以解决实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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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是高校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担

负着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任务 [4,5]。课程要求学生能够理解

实验原理、独立操作实验仪器、处理分析实验数据、完成实

验报告，达到提高学生实验动手、独立思考以及解决问题能

力的目的。其中，处理分析实验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因为它决定了得出怎样的实验结果。而精确的实验结果不仅

可以检验学生的实验操作，也可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实验原

理和物理本质。如果将Origin软件应用到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不但有助于学生得到精确、可靠的实验结果，还可以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鉴于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具有计算机技术基

础，而且入学后都会学习计算机相关的通识课，所以教导学

生使用Origin软件分析物理实验数据的基本条件是满足的。

文献调研显示关于利用 Origin软件来处理某一个物理

实验数据的示例已有报道 [6,7]，说明将 Origin用于处理大学

物理实验数据是可行的。但是，如何将 Origin应用与课堂

教学相融合以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的探索还几乎没有报道。

因此，论文将在分析现有课堂教学模式不足的基础上，充分

挖掘 Origin的应用潜力，构建更加合理高效的教学改革试

行方案。

2 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

为了充分将 Origin软件应用于大学物理实验课，同时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我们首先需要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

剖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然后针对性地构建改进

后的教学模式。

现有的教学模式是以“教”为主，具体表现包括：教

师在课堂上先讲解实验原理、操作步骤、数据处理要求以及

实验注意事项，然后学生按照教师的讲解操作实验仪器、记

录处理数据并完成实验报告。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灌输性的

教授知识，学生被动地学习。这种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失去学

习兴趣、听课效果差，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具体包括：学生课前预习不认真、效果

差；课中实验机械照搬教师的讲解，理解不透彻；课后不能

及时有效处理实验数据，出现数据处理不完整甚至抄袭其他

同学实验结果的现象。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听课效率，我们

将教学的重心由“教”转移到“学”上，即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设计围绕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取得怎样的学习效果展

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 Origin应用融入教学设计中，

以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在新构建的教学模式中，整个教学过程分为三个部分，分别

是：课前预习、课堂教学以及课后巩固提升。

2.1 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主要以学生线上自主学习的形式进行。线上

学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验课程的学习，另一部分是数

据分析软件 Origin的学习。实验课程的学习是教师将实验

课的重点难点整理成问题的形式然后发给学生。学生带着问

题在慕课平台上观看教学视频，学习实验目的、实验原理、

实验操作等实验内容。慕课上的视频是我们教学中心的教师

录制和制作的。Origin软件的学习是教师将本次实验需要用

到的操作功能演示并录制下来，然后发给学生，学生观看视

频，熟悉软件的功能和操作流程。通过这样的预习过程，一

方面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可

以有效提高实验学习效率。

2.2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指线下在实验室进行的学习和操作。课堂

教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教师提问环节。这个环节中

教师提问预习中发给学生的问题，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讨论，

然后给出答案，教师评析学生的答案。教师通过提问可以了

解学生的学习进度、激发学习兴趣，学生小组讨论给出答案

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接着是学生提

问环节。这个环节中学生将预习中遇到的问题与教师和其他

同学讨论，这样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实验内容的理解。然

后是教师讲解实验操作注意事项的环节。这个环节在线下实

验室进行更高效，因为学生可以看着眼前的实验仪器听教师

讲，理解更深，感受更真切。最后的环节是实验操作与数据

处理。教师检查每个学生的实验操作，并及时回答学生在操

作中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完成

实验数据处理，利用 Origin软件分析实验数据，教师逐一

检查数据分析的正确与否并及时指导。

2.3 课后巩固提升

课后巩固提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生完成实

验报告，另一部分是教师批改实验报告并反馈。对于第一部

份，学生通过梳理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操作后完成实

验报告可以巩固课前预习和课堂学习的内容，而且因为学生

在课堂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数据分析，所以课后完成实验报

告对学生来说并不难。对于第二部份，教师批改完实验报告

后把学生存在的问题通过慕课平台或其他方式及时反馈给

学生，并进一步指导，达到巩固提升的目的。

3 Origin 在该教学模式中的应用案例

电介质介电常数的测量实验中要求学生采用线性回归

法计算空气的介电常数以及系统分布电容，传统教学中采用

坐标纸来作图分析，实际教学中显示有些学生利用该方法

得到的结果误差大，但他们的实验操作和数据采集都没有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不能通过评析实验结果分析学生在

实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利用 Origin来计算空气的介电

常数以及系统分布电容不仅可以规避以上问题，还可以提高

实验效率。

在课前预习中，教师将本次实验数据分析中要用到的

Origin功能和操作步骤录制成视频，供学生学习。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慕课平台与教师及其他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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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该视频内容主要包括 Origin的数据导入、坐标变换

以及线性拟合三个部分。数据导入有两种方法，一是学生直

接在 Origin里输入数据，本次实验的数据量不多，推荐采

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先输入 Excel表格里再导入 Origin，

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实验设备输出 TXT格式的数据，这样

就可以导入 Excel，不用手动输入。坐标变换中首先将极板

间距 D转变为 1/D，然后将 1/D所在的列变为 X轴对应的

值。线性拟合分为两部分，先是以 1/D为横坐标（X轴），

测得的电容为纵坐标（Y轴）绘制散点图；然后一次点击

“Analysis”“Fitting”“ ”，得到拟合结果。

在课堂学习中，学生将前期 Origin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与教师讨论，教师及时指导。学生实验操作得到介电常数测

量的实验数据后利用Origin进行分析。采用前面描述的方法，

本次实验利用 Origin处理的数据如图 1所示。A表示拟合

线的截距为 13.856，即系统分布电容为 。斜率 B

是 18.180，以该值除以电容极板的面积 S0（2161mm2）得到

空气的介电常数ε0为 8.413×10-3 ，即 。

利用得到的空气介电常数进一步计算得出固体电介质的介

电常数，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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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空气为电介质，不同电容极板间距测得的电容量

4 结论

论文将 Origin应用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改革有机地结

合起来，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我们首先对现有

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发现以“教”为主的模式容易导

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听课效果差，由此提出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

在该模式中，学生线上学习实验内容和 Origin操作，

线下课堂教学中进一步理解课程重点难点，然后完成实验操

作并利用 Origin处理实验数据。课后学生梳理实验内容、

完成实验报告，教师批改实验报告并将存在的问题反馈给学

生，达到巩固提升的目的。

论文最后以电介质介电常数的测量实验为例，详细论

述了将 Origin应用到该教学模式中的方法和过程，证明该

模式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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