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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纪要(全文)

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究会主办、复

旦大学承办的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于 2008年 10月 30 日- 11月 2 日在上海市

举行,来自全国 171所高校的 40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许多学校的有关领导都亲自带队参加会议,这

充分反映了各院校领导及广大教师对物理实验教学的高度重视。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词,中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北京

大学段家忯教授致开幕词。复旦大学教务处长陆靖教授和物理系主任金晓峰教授也出席了开幕式。

受大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王迅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朱邦芬教授分别作

了题为 从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看实验物理学 和 近年来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一流拔尖人才的思考和

尝试 的大会报告。王迅教授的报告通过吴健雄、丁肇中、昂纳斯、密立根、斯特恩和盖拉赫等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故事说明了实验物理学家需要具有严谨和坚韧等品格。朱邦芬教授在报告中阐述了培养一流

拔尖人才的紧迫性, 明确提出培养学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任务。为此,他们试图在制度上和文化

上建立一种全体教员参与的、以使学生最终成才为目标的教育和教学系统,该系统涉及到学生学习和生

活等各个环节。

中国科技大学霍剑青和北京大学吴思诚等 11位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分别就课程建设和物理实验教

学中心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及经验。其他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就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实验教学

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分会报告。这些报告涵盖了物理实验教学的各个环节,并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和建议,使与会代表深受启发。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 216篇, 审稿专家一致认为论文的整体质量比往届会议提交的论文质量有较

大幅度提高。其中大部分论文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论文在 物理实验 杂志上的录用率也从 33%左右

提高到 49%。

与往届大会相比,本次大会扩大了学生论文的参评范围,共收到参评学生论文 28篇,论文数比 4年

前增加了 1倍, 这反映了能为本科生提供参与科学研究机会的学校越来越多,会议评出学生论文一等奖

4篇、二等奖 12篇、三等奖 10篇。本次会议的参评仪器数量也超过了以往历届会议,参评教学仪器 171

台(套)。大家认为参评仪器的制作水平也有显著提高,特别可喜的是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原创实验仪

器。会议评出教学仪器一等奖 10项、二等奖 40项、三等奖 57项。

从会议论文和发言中可以看出,各高校的物理实验教学条件明显改善,普遍采用了基础性实验、综

合性实验、设计性或研究性实验的分层次教学体系,并强化了对近代物理实验的要求。大家认为,这些

变化是和过去多年来国家在高校实验教学上投入不断增加分不开的,是国家示范中心建设、精品课建设

等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的结果, 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结果,更是从事物理实验教学的全体教师和实验技术

人员辛勤工作的结果。

与会专家认为, 高校的物理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设不能仅满足于示范中心和精品课程的数量,物理

实验教学的质量更不能单从实验室面积和规模等因素来进行衡量和评判。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若干

年后取得的成就才应该是我们教学质量的最终评判标准。因此,我们要立足于长远目标,切实做好人才

培养工作。在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要注重基础教育, 从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和科学素养着手,这

是基础物理实验教学的根本目的; 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基础与创新的关系。与会专

家还认为,人才培养工作不仅是物理实验课程的任务, 也不仅是从事物理实验教学工作教师的任务,而

是大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因此要吸收学校的全体教师参加到人才培养工作中来。从本次会议收到的论

文和教学仪器中我们高兴地看到, 部分学校的一些教师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较好的工作。

会议期间常务理事会决定下届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于 2010年由西安交通大学承



办, 2009年的常务理事会在西南科技大学举行。

还有 27家实验教学仪器生产厂商和相关出版社和杂志社的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代

表对一些厂商展出的教学实验仪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本届大会得到了复旦大学,特别是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大力支持, 他们为本届大会的顺利召开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全体与会代表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

2008年 11月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总结报告

高立模
(南开大学 物理学院,天津 300071)

各位老师:

我受大会组委会和中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会的委托,在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

教学研讨会 即将闭幕的时候,作大会总结。

第一届全国物理实验大会于 1998年在天津召开, 毫不夸张地说,那一届会议的召开拉开了全国物

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序幕。记得在大会的开幕式上,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原

副主任、中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原理事长北京大学吴思诚教授激动地说,这是继十年动乱全面恢

复物理实验教学之后迎来的物理实验教学的又一个春天! 时任 物理实验 杂志主编, 我国老一辈著名

物理学家虞福春先生专门为第一届全国物理实验大会撰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他在叙述了物理实验的

重要性之后,殷切地希望工作在物理实验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们踏实工作,努力把我国的物理实验教学搞

好。

时隔 10年, 2008年,在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召开的时候,我们经过了物理

基地、世界银行贷款、211工程等几项重大的实验室建设, 使得全国高校的物理实验教学发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如今可以说在实验教学这块土地上已经硕果累累,一片丰收景象。

现在,全国已经有 34个实验中心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已经有 10余门物理实验课程被

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全国各高校都成立了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在物理实验领域,吴思诚教授成为第一

批全国教学名师,中国科技大学霍剑青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黄志高教授、北京交通大学王玉凤教授也先

后成为全国教学名师;各高校的实验室面积和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的成倍扩大,有的高校还建

起了新的物理实验教学大楼; 固定资产成倍增长, 仪器设备焕然一新。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 我们在上海召开了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这次大

会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

1)各高校对目前教育部推行的质量工程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精品

课程的建设、大学生创新科研都是质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是质量工

程的核心。在这次大会的许多报告中, 教师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下一阶

段的实验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又为开创物理实验教学的新局面提供了机遇。

2)对创新性、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要在对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独立实

验能力和较为全面的科学素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验。在进行创新性、综合性实验时, 不能忽视基础

性、物理性。作为基础实验教学,首先应该注重基础教育,从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基本实验素养着

2 物 理 实 验 第 28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