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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利用计算机来强化实验效果。计算机具有强大的功能优势，在物理实验

中要基于计算机的交互、集成和虚拟特点来构建实验操作过程。计算机技术可以融入到每个物理实验环节，

依据实验教学的需求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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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日益成熟，为物理实验的开展带来了新的

思路。在大学物理实验的改革中，要认识到计算机的重要

教育价值，在大学物理实验中要积极挖掘和利用计算机技

术，为学生营造更好的实验环境，提高学生物理实验理解

水平，增强物理实验感受效果，实现物理实验经济高效目

的。文章通过对计算机特点和优势的解析，旨在为计算机

融入物理实验教学提供依据，推动大学物理实验的革新发

展。 

1  计算机技术的特点 

1.1  计算机的交互特点 
计算机技术具有显著的特点，能够呈现出高度的交互

性。计算机实现了人与设备之前的信息沟通，能够将人的

意志转变为计算机语言程序去执行，因此计算机可以成为

重要的实验工具。计算机技术在信息交互支持过程中，可

以拓展交互的空间和时间，也就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可以实

现各种信息资源的共享，同时打破传统的信息交流限制，

让人与人的交流可以基于计算机提供的媒介完成，也能够

实现人与计算机、计算机与计算机的多种交互功能[1]。在

计算机性能的不断完善和优化进程中，计算机能够为更多

的社会领域提供辅助，如大学物理实验中就可以充分发挥

这种交互特点，在教师和学生之前建立教学关联，让教师

能够将物理实验知识和技能，基于计算机提供的路径使学

生更加清晰和深入地领会。 
1.2  计算机的集成特点 
计算机技术能够将各种功能进行集成，也就是基于一

台计算机可以完成多项任务。计算机在大学物理实验中的

运用，主要是发挥教育功能。计算机可以完成文字、图片、

影音和动画等不同的功能支持，可以更好地融入到物理实

验过程中，将物理实验所要呈现的内容，以直观清晰的方

式予以展示。计算机能够基于逻辑程序和各种软硬件支

持，完成不同功能之间的转化。计算机能够根据程序语言

或者软件功能模块，将图形转为文字，或者将文字转为图

形，这些处理过程都是基于计算机的数字集成特点来实

现。计算机以电子信息为基础，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进行

兼容，使软件功能可以通过硬件操作来完成，这对于物理

实验而言具有良好的支持性，可以帮助教师构建实验方

案，并指导学生完成具体操作，确保物理实验过程和结论

的可执行性。 
1.3  计算机的虚拟特点 
计算机能够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中建立纽带，物

理实验操作中，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能够在学生面前以

实物方式予以呈现，如微观粒子运动就难以让学生直观

看到粒子聚集和扩散的方式。计算机具有虚拟特点，能

够更具物理实验要求，将物理实验过程和现象，在计算

机构建的虚拟环境中进行演示。计算机的虚拟特点，让

物理实验能够更好地完成，让学生可以基于计算机提供

的虚拟环境，通过控制计算机来完成指定的实验操作，

记录实验结果并且开展实验分析。计算机的虚拟性，来

自于计算机能够基于程序模块来模拟各种真实条件[3]。

在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能够具有真实

体验效果的虚拟状态。通过计算机设备提供的视觉、听

觉和触觉功能，利用计算机辅助设备，能够让学生仿佛

置身于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同的虚拟环境中，从而提高了

物理实验的感知和体会效果。 

2  计算机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优势 

2.1  提高物理实验理解水平 
物理实验是大学重要的课程，基于物理实验能够让学

生更好地理解物理现象的根源，从而将物理知识与实践进

行结合。物理实验中很多实验内容都具有微观性和抽象

性，对于学生而言增加了理解上的难度。在物理实验中应

用计算机，可以构建物理模型，让学生基于计算机模型来

直观观察物理实验动态，如物理能量在微观方面是如何进

行转化的，物理变化过程演绎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动画等

方式，让学生可以细致地领悟其中的物理原理[4]。物理实

验过程中，很多动态过程速度较快，学生无法基于视觉等

来完成观察，计算机则可以依据物理实验需求，灵活调节

物理动态，如可以在物理气化实验中，基于计算机来降低

每一帧物理反应片段的速度，直到学生能够有效观察为

止，这对于物理实验理解来说可以提供积极的辅助，帮助

学生更好地运用物理知识来解释各种现象，提高物理实验

教育的整体效果。 
2.2  增强物理实验感受效果 
物理是一种将原理表现为各种现象的学科，物理实验

就是要基于现象反推原理。在物理实验中应用计算机，能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3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47-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够增强实验感受，从物理微观层面过渡到宏观层面。物理

实验中要基于现象来总结规律，因此学生的实验感受就十

分重要[5]。物理实验操作中，一些较为复杂的现象无法直

接予以解释，利用计算机则可以对物理现象变化过程进行

模拟，通过将微观现象进行拓展和放大，能够帮助学生去

强化感受效果，如声音带来的震动效果就难以直接感受，

而基于计算机可以使震动效应放大，让学生可以更好地进

行知识掌握。 
2.3  实现物理实验经济高效 
计算机应用于物理实验中，可以解决物理实验设备和

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很多物理实验要求的条件较高，如核

聚变、天体运动等实验等，难以基于大学实验条件来完成。

通过计算机构建的模拟仿真实验环境，可以显著降低实验

条件要求。计算机模拟仿真实验中，对于实验设施、场所

等都没有要求，只需要根据实验进程编辑程序即可，因此

经济性非常好[6]。对于一些容易产生安全隐患的物理实

验，如汽车碰撞实验等，可以基于计算机来模拟完成，保

证物理实验可以顺利开展，同时可以在物理实验室进行各

种状态下的模拟，提高实验效率。 

3  计算机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途径 

3.1  物理实验中的CAI应用 
CAI 技术是计算机技术的重要应用途径，基于 CAI

技术可以完成整个物理实验过程中的数据处理。物理实验

的宗旨就是基于实验操作来获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全面

分析，进而得到实验结论。通过对比实验结论和物理原理，

来认知物理现象和规律。CAI在物理实验中，可以通过过
程数据分析体系建立，来强化物理实验的操作与知识理解

的联系。物理实验数据是物理操作的目的，在 CAI 技术
应用中，可以将物理实验操作与各种仪器设备之前建立一

个清晰的关联，让学生可以很好地掌握实验过程中，如何

通过操作来获取数据[7]。物理实验数据获取后，需要在实

验结束后进行处理，基于 CAI 技术可以基于数据形成图
表和曲线等，增强实验实施成效。CAI技术具有强大的逻
辑运算能力，在物理实验中可以对大量的实验数据进行运

算，而且可以基于 CAI 的公式功能，提供不同的运算过
程，这对于提高实验效率具有积极的应用性。CAI技术还
可以基于实验细节来完成图片和数据的对比，也就是在展

示实验结果时，可以将数据与实验环节形成对比，让学生

加深实验印象。 
3.2  物理实验中的VR应用 
物理实验中采用 VR技术，可以实现基于视觉的虚拟

操作。VR技术让虚拟实验更加真实，尤其是在构建物理
实验过程时，各种实验氛围和现象都能够达到逼真的效

果。VR物理实验技术中，基于计算机系统打造一个虚拟
平台，虚拟平台拥有仿真功能和互动功能，学生可以通过

触摸 VR显示屏幕，感受到真实物理实验的操作状态。在
VR虚拟实验中，任何环节都是基于真实情况建立的，如
学生触碰到物理实验天平后，天平在虚拟环境中也会出现

晃动。物理实验过程中任何操作的正确性与否，都可以在

虚拟氛围中准确呈现，从而让学生能够清晰地知道如何规

范操作[8]。VR 物理实验环境极大地弥补了传统物理实验
的不足，传统物理实验受到各种条件限制，难以为学生展

示更多的实验内容，但是 VR 技术则可以提供重要的补
充，在模拟环境中带来真实的物理实验效果。VR技术应
用中，需要注意的是虚拟状态的物理实验，必须按照真实

实验来进行程序编辑，也就是要与真实物理实验完全一

致，这样才能够达到实验目的，不会给学生造成误解。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VR技术也从平面形式转化为立体
模式，也就是能够使物理实验具有空间特性，在三维立体

虚拟条件下，物理实验的仿真性也大大提高，甚至通过

VR设备可以让学生拥有真实实验同样的感受，满足大学
物理实验的需求。 

4  结语 

计算机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具有广阔的空间，大学物

理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有效的实验操作

才能够验证物理理论，帮助学生掌握物理现象与原理之间

的联系。在物理实验中积极发挥计算机的应用价值，可以

提高实验操作效果，让学生可以在计算机辅助下更好地体

会到实验的重要性。物理实验过程中，要充分运用计算机

技术解决实验中的问题，让计算机成为物理实验的重要助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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