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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仿真的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刘美玲，张 震，谢艳妮，萧雅楠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物理实验是物理的基础，它对于培养物理概念、掌握物理规律、培养科学探究意识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当前，我国的物理实验教学存在着许多不足，包括实验环节讲授理论化、仪器配备不足、不操作演示实验

等问题。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信息技术和教育的结合越来越密切，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逐步弥补了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而仿真实验作为信息时代的新产品，已经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如何将仿真实验

和传统的实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困扰着一线物理老师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就如何把仿

真实验和物理实验相结合，以改善实验教学的质量。本文将指出仿真实验的概念及其特点，其次阐述基于信息化

仿真的物理实验教学流程，最后指出基于信息化仿真的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的相关建议，以期推动信息化时

代仿真物理实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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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based on information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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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hysics experiment is the basis of physics,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concept of physics, 
mastering the laws of physics and cultiv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scientific inquiry.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in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experiment link, insufficient 
equipment, not operating demonstration experiment and so 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is more and more close, the teaching method is in constant change, gradually make up 
for the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 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s the new produc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eaching, and how to make 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and traditional experiment teaching organically, 
This is a conundrum that plagues physics teachers on the front line. 

【Keywords】Informatization; Simulation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的大

数据、云计算、仿真现实等都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足不出户就能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已不再是幻

想。教学不再限于教室，不再是课本上的知识，也不

是老师的解释；网络教学、微课、翻转课堂、慕课等，

不仅对教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传统教学

方式也有了新的影响。在教育中，教育信息化的直接

体现是：教学基础平台的信息化：有了多媒体教室、

语音教室等；多媒体课件、电子文献、视频课件、网

络课件等；教学流程信息化：主要是教师对信息技术

有一定的造诣，对学生进行信息化教学；教学媒体信

息化：包括教学材料、教学手段、教学方式等。在物

理课堂中，仿真实验是教室信息化的最直观反映，也

被称作“动态实验”，即老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网络

访问仿真实验室进行操作，并通过网络进行操作，强

调实验操作的交互和模拟，从而促进了实验教学的质

量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成为了物理实验教学的

一个重要环节。 
物理学是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它是一

种基本的物理结构、相互作用和运动的科学。从古希

腊的自然哲学，到十八世纪的古典物理，再到现代的

相对论和量子论，都需要大量的实验来证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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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物理教师和学生都处于学习压力之下，因

此，在教学中，一般都是以理论授课为主。因为没有

及时更新的实验设备，就算在课堂上做了一些实验，

但那只是一小部分的实验，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在教材、

试卷和记忆中进行的。长期以来，由于实验教学的“教

材化”、实验设备的“单调化”、实验过程的“程序

化”、实验室管理的“僵硬化”，使当前的实验教学

呈现出一种“僵化”的趋势。这种教学方式违背了物

理学习的基本原理，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学生的学

习也是“无根”的，对物理本质的把握不够；同时，

它也与新课程标准对物理教学的内在要求相违背，与

物理教学的目的也不相适应。因此，新课改势在必行，

而推动学校信息化建设则是推动新课改的一条重要途

径。 
1 仿真实验的概述 
1.1 仿真实验的概念 
仿真实验是利用多媒体、网络、模拟、仿真现实

等技术，将一系列的软件和硬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构建出不同的实验环境和目标。仿真试验的运行采用

了仿真试验系统，并将其划分为仿真试验平台和仿真

实验教学管理。仿真试验平台类似于现实中的实验台，

并配备了相应的实验设备和所需的实验资料。通过仿

真实验平台，学生可以自行连接、配置、使用多种实

验设备进行独立的实验操作；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可

以使用仿真实验来进行实验示范。 
仿真试验是一种以计算机软件、硬件为基础的实

验方式，它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仿真，尽管随着科技

的发展，仿真试验越来越“真实”，但“真实”并不

能代替“不完美”的实验，因此，仿真试验作为实验

教学的辅助手段，必须根据教学目标、教学设计原则、

教学内容等进行选择性的调整。 
1.2 仿真实验的特点 
（1）交互性 
仿真实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交互效果好。通过仿

真实验，学生可以实时、直观、形象地进行多种互动；

在实验期间，操作者与电脑进行操作、概念、资讯交

互，在此互动中，学生获得知识，练习操作技巧，而

无风险。操作员和操作员可以进行跨领域的交互，在

同一试验界面上进行实验操作的沟通，为不同国家的

操作者提供了协作学习的平台，实现了学习任务，实

现了共同的进步。 
（2）沉浸性 
所谓沉浸性，就是操纵者在进行仿真试验时，会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让操控者仿佛置身于一个

由系统设定的仿真世界里，全身心投入，让操作者有

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通过对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等

知识的学习，使学习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物理知识，从

而达到学习的目的。 
（3）开放性 
该系统采用网络平台，实现了网络共享，突破了

传统实验地理空间的局限，使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共

享成为可能；该仿真试验平台向任何使用对象开放，

操作人员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2 基于信息化仿真的物理实验教学流程 
2.1 仿真实验辅助“学生分组实验”的教学流程 
“学生分组实验”是物理实验的一项重要内容，

它是由老师组织学生分组进行实验，由小组成员进行

实验操作、观察、收集、整理实验数据，以此来增强

实验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小组实验”一般都

是在实验室进行，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讲解实验原

理、注意事项、实验方案，然后进行设备安装、实验、

观察现象、收集整理实验资料。例如在《测定电池的

电动势和内阻》中，老师会讲解实验原理、实验电路

图及注意事项，然后由学生进行实验，并将实验资料

进行记录，最终将所得的结果进行分析。在整个实验

过程中，所有的学生都在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进行，没

有任何的思考，只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测试，记录，

处理，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

科学的思维能力，是非常不利的。 
在传统的“小组式实验”教学中，学生动手多过

动脑，为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将仿真实验引入到实

验教学中，将仿真实验的实施过程分成三个步骤：一

是创造新的课堂环境，引导新的课堂提问；第二节，

同学们分组讨论，设计实验方案，并用仿真试验对方

案进行验证；第三部分是学生在实际的实验中进行实

际的实验。 
在“小组试验”中，仿真实验的功能是让学生进

行独立的思维和实践，使学生有一个平台来实施设计

理念，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虚”在前，“实”

在后，而“虚”又给“实”带来了自信，由于实验方

案是由学生自行设计、验证，因此在实践中，学生的

信心和工作效率都会得到提升。在此基础上，培养和

发展了自主学习、探究、合作等能力。 
2.2 仿真实验辅助“演示实验”的教学流程 
“演示实验”是一种与课堂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

实验，它是由老师或学生协助完成的。在了解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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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则前，通过示范实验，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能力。

传统的实验课，在进行示范实验时，常常会因仪器设

备、实验时间等问题而局限于教师的口头授课、图片

展示，而学生对新知识的导入，仅限于想象；有些实

验示范效果不明显，不能让学生体会到实验所产生的

直觉，也不利于感性认识的建立。针对上述两种常见

的情形，本文提出了利用仿真实验辅助无法真实操作

的“演示实验”的教学流程和利用仿真实验辅助可真

实操作的“演示实验”的教学流程。 
（1）仿真实验辅助无法真实操作的“演示实验”

的教学流程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教学不能进

行教学，可以通过仿真实验来实现，其内容包括：第

一，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

体系、联系生活、热点问题等提供教学背景，从而引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情绪；其次，以

仿真实验为主线，通过仿真实验的实验过程与现象，

培养学生对新知识的感性认知，并构建物理模型；其

次，向同学们展示了真实的实验现象，以防止因在仿

真实验中观看演示实验而引起的猜疑与认知上的矛盾；

最后，对通过试验得到的有关概念和法则进行了归纳。 
在“演示实验”的教学过程中，仿真实验不能进

行，教师通过“虚”与“实”相结合的方法，得到了

相应的实验结果。情景式教学是通过提问来促进学生

的主动学习；仿真实验对问题进行探索，得到解答，

并在头脑中构建物理模型；通过对实际试验现象的图

像的演示，证实了问题的正确；这样的教学过程，适

合在不能进行演示的实验中进行，相较于老师只传授

知识，更能帮助学生了解知识，建立知识结构。 
（2）仿真实验辅助可真实操作的“演示实验”的

教学流程 
在“演示实验”中，还可以通过仿真实验来实现，

其具体步骤如下：第一，创造一个物理环境，让学生

了解新的知识；然后，通过实际的实验展示，让学生

能够更好地体验到实验的感觉；其次，在仿真实验的

辅助下，使学生能够对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分析和回顾，

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对通过试

验得到的有关概念、法则进行了归纳。 
在“演示实验”的辅助下，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

一是将现实中重要的、想要强调的、想要突出的、却

又迅速闪现的实验过程，通过仿真实验来帮助学生观

察、分析和思考；同时，通过仿真实验的运行，也能

让学生对实验的过程、现象进行回顾，从而加深对实

验的理解，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3 基于信息化仿真的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建

议 
3.1 有选择性的借助仿真实验来辅助实验教学 
在物理实验中应用仿真实验来辅助教学可以提升

教学效率，但并非所有的实验都必须借助仿真实验。

通过对学生的研究，发现学生更愿意进行自己的实验，

因此，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用实际的实验，

并在一定程度上灵活应用仿真实验，以提高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 
3.2 把控教学流程中重、难点的教学安排 
教学过程是一种循序渐进、循序渐进的教学活动，

通过仿真实验来辅助实验，并不需要像传统的教学那

样，将知识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环节上，让学生们进行

更多的学习。在教学过程中，要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

重点难点的展开、各个环节的时间。 
3.3 仿真实验不能代替真实实验 
仿真实验无法成为验证真理的标准，无法像现实

中的实验那样有说服力，更无法取代现实中的实验。

在真正的实验中，学生的技术和实践能力都会受到极

大的影响，而现实中的实验，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

响，这是仿真实验所不具备的，而这种干扰，也可以

影响到实验的成功与失败。仿真实验是基于一个仿真

的实验环境，强调实验操作的互动和模拟，可以减轻

学校和实验教学的压力，改善实验教学的质量，但不

能代替实际的实验，因此，仿真实验只能起到辅助的

作用。 
4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融合，将成为时代发展的

必然趋势。同时，也期望更多的物理一线老师，能够

理解“信息化”的内涵，真正把“仿真实验”作为辅

助实验的工具，将“信息化”引入教学，实现传统与

现代的有效融合，为培养新世纪的创新人才，不懈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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