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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NOBOOK 虚拟实验优化初中物理实验教学 
唐粱坡　陈小碟　周仁龙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510303）

摘要：物理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网

络技术的 NOBOOK 虚拟实验室能突破资源配置、环境、时间等因素

的限制，实现实验即时生成性常规化教学活动，使虚拟实验辅助

和弥补传统实验教学，与传统实验教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从

而提高整体物理实验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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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课程标准特别指明，应提倡教学方式多样化，鼓励

将信息技术融于物理教学，这样不但能帮助学生学习物理知识，

也能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在传

统实验教学里，由于有一些实验具有危险性，或者实验器材有限，

学生往往无法动手操作，而是教师在讲台上演示给学生看，但因

受到教学空间位置的约束，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清晰地观察到

实验现象。有时候因为实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即使重复操作，

也无法得到理想的实验结果，所以教师通常是“以说代做”，在

教学环节中省略了实验探究过程，这不但没能达到实验教学的目

的，反而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信息技术的兴起带动了互联网应用的普及，虚拟实验室也随

之发展。以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建立的虚拟实验空间，可以在传

统实验教学中作为辅助，对物理实验教学起着重要作用。虚拟实

验室的到来将有助于克服这些传统实验的缺点，作为一种辅助手

段，简化传统实验，并使得教学更简捷，更高效。NOBOOK（以

下简称 NB）虚拟实验软件作为其中一种整合途径的工具，为我们

优化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方式提供了思路。

一、NB 虚拟实验教学实践策略

以广东义和中学初三年级两个平行班为研究对象，初三（1）

为实验班，初三（2）作为对照班。其中对照班仍然运用传统的教

师实物演示实验进行教学，而实验班运用 NB 虚拟实验适时与传

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其中实验班的学生完成了 NB 虚

拟实验软件的课前培训。实践内容包括在课堂上对学生观察，课

后在实验班发放调查问卷，以此来了解学生在物理实验课使用 NB

虚拟实验软件的真实感受；对两个班都进行有关本节课知识点的

测试，并用 Excel 软件对得分进行数据分析，对比两个班的测试得

分，分析实验班学生的知识点是否掌握得更为全面和 NB 虚拟 实

验在实验教学中的作用。

（一）实验 一：探究电热与电阻的关系

1. 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分小组讨论，引导学生利用控制变量

法设计电路图。要研究电热与电阻关系，要控制哪些物理量一定，

改变哪些物理量？要保证电流 I1=I2，两电阻该如何连接？要如何

保证通电时间 T1=T2 ？综上所述，要如何设计电路？

2. 学生讨论得出：控制电流和通电时间一定，改变电阻。电

阻串联，可以使流过两电阻的电流相等。要保证通电时间相等，

可以使两电阻在同一电路，用开关同时控制两个电阻。最后画出

实验电路图，利用 NB 虚拟实验软件开展实验。实验页面如图 1（a）

所示。

图 1 （a）电流、通电时间相同，电阻不同实验图                （b ）电阻、通电时间相同，电流不同实验图

（二）实验二：探究电热与电流的关系

1. 提出以下问题让学生组内讨论，引导学生利用控制变量法

设计电路图。要研究电热与电流关系，要控制哪些物理量一定，

改变哪些物理量？要如何保证通电时间 T1=T2 ？如何使通过两电

阻的 电流不相等？综上所述，要如何设计电路？

2. 学生讨论得出：控制电阻和通电时间一定，改变电流。要

保证通电时间相等，可以使两电阻在同一在电路，用开关同时控

制两个电阻。可以将另一个电阻 R3 与 R2 并联。最后画出实验电

路图，利用 NB 虚拟实验软件开展实验。实验页面如图 1（b）所示。

最后通过实验结果总结相关物理知识：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

热量与导体的电阻、通过导体的电流和通电时间都有关。导体的

电阻越大、通过导体的电流越大、通电时间越长，导体产生的热

量就越多。

二、虚拟实验的实践结果及分析评价

（一）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的调查问卷共收集到 48 份，都是由实验班填写的，以此

来调查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学生对 NB 虚拟实验软件的使用感受。

问卷的内容分 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学生的学习兴趣（1、2、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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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B 虚拟实验软件的态度（4、5 题）、对知识点的掌握（6 题），

问卷调查结果如图 2 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前三道题是为了调查实验班学生对 NB 虚拟实验是否感兴趣，

数据结果如图 2 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班有 70% 左右的学生

是喜欢虚拟实验的，理由是软件可以通过模仿真实的实验环境来

节省大量时间，过程有趣，每个人都可以上手操作，还能近距离

观察实验现象；实验班有 13% 左右的学生对虚拟实验的喜欢程度

一般，他们认为虚拟实验和传统实验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实验

班有 15% 左右的学生对虚拟实验明确表达的态度是不喜欢，他们

觉得虚拟实验还不如传统实验，比起传统实验，虚拟实验有一种

不真实感。

图 2  学生对 NB 虚拟实验软件的兴趣和效果调查问卷图

第 4 题和第 5 题的调查数据如图 2 显示，实验班有 70.83%

的学生认为虚拟实验可以部分替代传统实验，观点是有些对实验

环境要求不高的实验可以通过实物实验完成，对于一些有严格条

件或是实验器材不足的实验，就可以用虚拟实验代替；实验班有

12.50% 的学生认为虚拟实验完全可以代替传统实验，因为虚拟实

验呈现的实验现象相当逼真，而且过程安全，不会造成教学事故；

实验班有 16.67% 的学生认为不能替代，虚拟实验不能像传统实验

一样可以亲身体验，而且在因条件限制而不能进行传统实验时，

更 希望以老师讲解或者观看实验视频的方式来代替传统实验。

第 6 题是调查虚拟实验软件对学生理解物理基础知识是否有

帮助的问题。如图 4 可知：实验班有 72.92% 的学生认为有很大的

帮助，因为虚拟实验在家里也可以进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就可以随时随地重复做，即可以预习，也能复习，加深对知识点

的理解；实验班有 18.75% 的学生认为有一点帮助，他们认为虚拟

实验与传统实验基本相同，这两种方法的学习效果也没有很大的

区别；而实验班 8.33% 的学生觉得没帮助 ，他们认为虚拟实验不

如 传统实验好，也不如 老师讲解，这对知识的掌握更为有利。

（二）课后测试结果及分析

实验课后对两个班级（两个班级平时的物理成绩无显著性差

异，学习水平基本一致）进行测试（总分 30 分），并利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分析，数据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后测试得分表

学生成绩 人数 均值 P

对照班级成绩 50 15.714
0.0212

实验班级成绩 48 21.429

结果显示，对照班学生的平均分为 15.714，实验班学生的平

均分为 21.429，有显著差异，P=0.0212 ＜ 0.05，即与对照班相比，

实验班的成绩有提高，而且两者有显著性差异。因此，虚拟实验

在教学中的运用对学生实验知识的掌握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到 NB 物理虚拟实验不仅可以改善目前实

验教学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部分实验存在风险、教学方式不够

新颖、对实验不够重视，而且学生的知识水平、学习态度等方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改变。即基于 NB 虚拟实验的实验教学活

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结语

物理教学离不开实验教学的启发和帮助，NOBOOK 虚拟实验

教学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理解物理基础知识。同时，虚拟实

验不受时空限制，学生能随时随地预习和复习实验，可以加深对

物理知识的理解，成绩也有相应的提高。通过教学反馈也证实了

NB 虚拟实验的确能运用于物理实验课堂，并且有助于学生学习物

理实验。当然，单纯地采用虚拟实验，会让学生缺乏物理实验的

真实感；而单纯的开展真实实验，也会存在传统物理实验的弊端。

只有将虚拟和现实实验相结合，使两者相互结合，才能让学生更

好地感受到物理知识和物理实验的科学性，从而有效地提高初中

物理实验教学的效率，也为新时代信息化发展下的物理教学提供

一种新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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