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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虚实融合”的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 

混合教学模式探索 
张贝贝  金超  孙鹏飞  刘浪涛  赵云云 

（河北工程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河北邯郸  056038） 

摘要：针对本校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传统教学模式下存在的问题，围绕工程教育理念，具体介绍了地球物理
勘探实验课的混合教学模式探索，确立了本实验课混合教学模式思路，优化了实验教学大纲和内容，在现有的实物实验教学基础上，
将线上教学和虚拟软件仿真融入线下教学和实物实验教学中，探索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实物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实现“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终实现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线上线下-虚实融合”混合式教学。实践证明，“线上线下-虚
实融合”混合式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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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机制，有序有效推进在线开放课程和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建设[2]。河北工程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球物理勘探》是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程等专业的核心课程，
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3，4]。但在传统的实验教学过程重理论轻
实践情况较严重，其一由于物探仪器十分昂贵，购买的仪器数量较
少，限制了学生参与实验的开发和独立操作[5]；其二是由于场地、技
术、时间等条件限制，导致一些实验无法顺利展开；其三是在疫情
防控下，学生不能走出校园参加实践。针对当前实验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急需要对传统实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将线上教学和虚拟仿
真融合到传统实验教学中。本文将根据我校的实验条件和学生特点，

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为目的，将线上教学和虚拟仿
真融合到传统实验教学中，构建“线上线下、虚实融合”的混合教
学模式，以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助力工程专业教育认证的教学效果。 

1 《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传统教学模式 
《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是《地球物理勘探》理论课的附属实

验课程，与理论课程在同一学期开设。表 1 为《地球物理勘探》及
实验课课时分配表，从中可以看出，本课程共 48 个课时，其中理论
课为 40 个课时，讨论课为 2 个课时，实验课仅占 6 个课时，每个实
验 2 个课时，共 3 个实验。表 2 为传统教学模式下《地球物理勘探》
实验课教学安排表，因实验仪器的缺乏，重力勘探理论课没有对应
的实验课，而电法勘探、地震勘探和磁法勘探只配有 2 个课时的实
验课。传统教学模式下实验课太少，且注重基本的演示、验证，缺
乏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6]。 

表 1  《地球物理勘探》及实验课课时分配表 
课时分配 

教学内容模块（章节） 
讲课 讨论 实验 自主学习 小计 

绪论 4 0 0 课后自学 4 
第一章 电法勘探 12 0 2 课后自学 14 
第二章 地震勘探 12 0 2 课后自学 14 
第三章 重力勘探 6 0 0 课后自学 6 
第四章 磁法勘探 6 0 2 课后自学 8 

课程总复习及总结 0 2 0 课后自学 2 
合计 40 2 6 课后自学 48 

表 2  传统教学模式下《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教学安排 
实验名称 学时数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上课方式

高密度电法数据采集和
资料处理 

2 
本实验在室外采用温纳装置做剖面观测，学习电法勘探的野外工作过程

和仪器操作，对观测的数据进行整理，编写实验报告。 
必做 演示 线下 

地震波的初步认识及地
震数据采集 

2 
学习地震勘探的野外工作过程和仪器操作，对观测的数据进行整理，编

写实验报告。 
必做 演示 线下 

磁法勘探数据采集和资
料处理 

2 
本实验在室外使用高精度磁力仪做剖面观测，学习磁法勘探的野外工作

过程和仪器操作，对观测的数据进行整理，编写实验报告。 
必做 演示 线下 

注：实验类型分“演示”、“验证”、“综合”、“设计”；实验要求分“必做”和“选做”；上课方式分“线上”和“线下”2 种。 
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疫情防控下，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的教

学模式改革刻不容缓。针对当前地球物理勘探实验教学中的问题，
同时根据我校的实验条件和学生特点，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工程
实践能力为目的，构建线上线下、虚实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以提
高实验教学质量。 

2 混合教学模式思路 
混合式教学 早是由 Cooney[7]等人在学龄前儿童教育研究中首

次提出，它是一种结合传统课堂和网络课堂、线上与线下的新型教
学模式[8]。基于混合式教学思想，本文的混合教学模式设计思路为：
在现有的实物实验教学基础上，将线上教学和虚拟软件仿真融入线
下教学和实物实验教学中，探索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实物实验教
学与虚拟仿真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切实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3 线上线下、虚实融合实验教学模式实施 
3.1 整合实验教学资源 
根据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混合教学模式思路，整合优化了现

有实验教学资源、实验项目及实验过程，建成与课程体系配套的实
验教学安排，具体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改革后的实验不仅拓
展了实验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增加了实验内容，而且使教学内容和
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1）课时上 
混合教学下实验教学内容由原来的 6 个必做课时增加到 12 个课

时，选做由原来的 0 课时增加了 8 个课时；这样学生的实践时间大
大增加，学生学完理论课后随即可以进行实验验证，真正做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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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的统一。 
（2）实验内容上 
本次混合教学法对所有学到的理论勘探方法均有配套的实验项

目。每一种勘探方法均有仪器的认识、操作、野外采集及数据处理
等实验内容。这将大大提升学生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3）实验要求与实验类型上 
在实验要求上设有选做和必做的实验内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需求进行实验；同时实验类型也增加了综合型实验，这能够有效的
满足当前该专业领域对于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学生未来
就业。 

（4）上课方式上 
在线下教学的基础上，增加了线上教学，将学习通、雨课堂、

虚拟仿真平台等在线教学应用到实验上，将线上教学和虚拟仿真融
合到传统实验教学中。 

表 3  混合教学模式下《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教学安排 
实验名称 课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 实验类型 上课方式

电阻率剖面法模型实验 2 
完成一种装置整条剖面的观测、记录和草图的绘制工作；定性分

析异常曲线的分布特征。 
选做 设计 线上 

高密度电法仪器认识及数
据采集 

2 
认识电法仪器结构，熟悉电法勘探的野外工作过程和并用仪器进

行数据采集。 
必做 综合 线下 

高密度电法数据处理 2 对观测、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编写实验报告，总结经验。 必做 演示 线上 
重力仪的认识与操作实验 2 认识重力仪结构，并操作。 选做 演示 线下 

普通测点观测数据的整理 2 
简述布格重力异常值的计算内容，撰写实验报告，附上初步整理

表、异常计算表及检查观测精度。 
选做 演示 线上 

浅层折射波法的野外数据
采集 

2 
使用折射波法并采用相遇追逐观测系统方式勘查覆盖层埋深，对

数据进行整理，编写实验报告。 
必做 综合 线下 

反射波法野外数据采集 2 
使用反射波法采集数据，做一条有 10 个排列的多次覆盖反射剖

面。 
必做 综合 线下 

地震勘探的数据采集和处
理解释 

2 
设计处理方法、处理步骤和各种处理参数；对处理结构进行合理

的地质解释，撰写实验报告。 
必做 综合 线上 

磁力仪的认识与操作实验  认识磁力仪结构，并操作。 选做 演示 线下 
磁法勘探数据采集和资料

处理 
2 

使用高精度磁力仪做剖面观测，学习磁法勘探的野外工作过程，
对数据进行整理，编写实验报告。 

必做 综合 线上 

注：实验类型分“演示”、“验证”、“综合”、“设计”；实验要求分“必做”和“选做”；上课方式分“线上”和“线下”2 种。 
3.2“线上-虚拟”实验教学的实施 
自 2022 年开始，在我校 2020 级资源勘查与工程专业的《地

球物理勘探》实验课程中，实施了“线下线下、虚实融合”的教学
模式。 

“线上-虚拟”实验教学包括实验前、实验中和实验后三部分，
实验前由教师提前一周将要开展的实验内容、实验中应完成的目标、
实验原理等通过视频、文档和作业等形式发布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
并将其设置为任务点，为后期检查学生预习情况做好准备。学生可
以通过在线平台查看预习内容及要完成的实验任务；另外，除了教
师发布的实验资料，学生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例如查阅文献、在
线引擎搜索、中国大学 MOOC 在线课程等方式获取更多的实验教材。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在学习平台上任务点完成情况，检查学生对实验
的预习情况 

预习后，教师将通过学习通在线向学生详细讲解实验过程及软
件操作过程，然后学生就可以利用自己便利时间通过地球物理勘探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完成具体内容，在实验过程中，如果遇到问
题，可以通过在线平台、电话、微信、QQ 等方式向老师提问，教师
也应第一时间给出解答。 

实验后，教师要及时批改实验报告，并对“线上-虚拟”实验教
学做出总结，找出线上教学存在的不足，并及时找到解决办法。同
时学生在实验后也要总结经验，如发现实验中存在不足，也及时向
老师反馈，然后教师和学生共同讨论解决方案，真正让学生掌握实
验技能，获取实践知识，为其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打好坚实的工程本
领。 

3.3“线下-实物”实验教学的实施 
传统的线下实验教学是按照课前预习、课堂讲授及学生分组实

验三部分，改革后的实验则要求每组学生先不着急去做实验，先把
实验原理及实验过程吃透，根据教师讲解内容及实验资料，做出本
次实验的优化方案，然后带着优化方案有目的有准备的去做实验，
实验过程中为了避免“一人做其他人看”的这种现象，要求本组的
每位学生都要实际操作一遍，让每位学生都具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的能力，以达到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 

学生完成实验提交后，教师要及时批阅，找出不足，并将批阅
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让学生在下一课堂之前将不足之处进行弥补。 

3.4“线下线下-虚实融合”实验教学的实施 
分析总结“线上-虚拟”和“线下-实物”实验教学效果，分析

产生差异原因，进一步优化线上线下实验过程， 终建成独具特色
的符合教学实际和生产实际的“线下线下-虚实融合”实验教学，相
互促进，相互验证，相互学习的授课模式，让学生在实验条件不足
的情况下可自主完成地球物理勘探实验，锻炼学生动手能力。 

另外，通过对教师、学生、毕业生、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者调
查，对“线上线下、虚实融合”的地球物理勘探实验课混合教学过
程、学生反馈及实验目标达成度等进行总结，采用“运行-验证-优
化”逐步推进地球物理勘探虚拟仿真线上实验课的建立。 

4 教学效果 
在采用“线上线下、虚实融合”实验教学模式后，同学们的反

馈意见均较好，超过 90%的学生更喜欢这种教学模式，他们认为这
种实验模式实验涵盖面广、综合性强，可以多次反复实验， 大限
度地满足了他们的各种需求。另外，通过对地球物理勘探这门课程
的 终考核，发现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毕业要求指标点均较
上一年有所提升， 终证明“线上线下、虚实融合”实验教学效果
良好。 

5 结语 
“线上线下、虚实融合”混合教学为实验教学提供了新的模式，

克服了传统教学难题，为学生创设了在线学习中的实物任务情境，
实验教学过程凸显趣味性、互动性、情境真实性，充分发挥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和拓展创新能力，强化了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目标，极
大地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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