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科90后医护在抢救患者 

疫情就是命令抗疫就是责任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武汉医护人员冲在抗“疫”最前线 

   2020 年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让每个人都面

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一线感染   痊愈献血 



2月29日李春兰副总理到华中科技大学，强调：以科研攻关推动一线防控救治 

华中大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成果： 

新一代智能人体测温红外热像仪研发与应用 

新冠肺炎药物研制相关工作 

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病理解剖诊断报告 

新冠肺炎AI辅助诊断系统 

人工智能方法辅助新冠肺炎危重患者定级与

预警…… 



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 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他们用

行动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平民英雄的赞歌！ 



       尽管我们不能像医务工作者那样去挽救生命，但争当疫情防控志愿者，在为

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完善自我。 

华科、文华、纺大、海军工等高校师生“疫”不容辞  严防死守 

海军工学员写请战书 

突击队为社区服务 



     在线为师生提供丰富的物理实验教学资源，提供信息畅通、

使用便捷、功能齐全的教学平台或线上互动教学课堂。 



     疫情当前，实事求是，直面危机，迎接挑战，想方设法克

服困难，拓展实验教学空间，以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为己任，是每位老师的责任与担当。 



   早在春秋初期管仲说：“谋于实，故能权与立，不可敌也。”揭示了

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众高校老师实事求是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在线上讲

解物理实验的基础知识、方法和技术，科学精神和素养。突破时空限制，

用虚拟仿真实验和宅+自主实验作为物理实验教学的有效补充。 

        伽利略不畏教廷强权，提倡实证求是精神，把物理现象和规律与数学结合

起来，开创了实验科学新纪元。 



        竺可桢曾在《科学方法与精神》一文中把求是精神解释为“只知是非，不顾利

害”。求是精神是一种奋斗与牺牲精神。居里夫人和 医者仁心的故事： 

 居里夫人在一战时期创立了放射科，

制造“放射汽车”(装有X光机和摄影

暗室设备) ，为救治伤员建立功勋。 

  全国医疗突击队，相关专业人员快

速驰援湖北，在极短时间创建了一批

方舱医院，救治了数万新冠肺炎患者。 



1583年，伽利略在比萨教堂里注意到悬

灯的摆动，随后用线悬铜球做实验，研

究了“单摆”的运动规律，发现了等时

性原理。宅+“摆”可就地取材，自由

发挥，例如：单摆、扭摆、三线摆、电

磁摆、混沌摆、……。也可用不同方法

来研究“摆”。 

1609年伽利略听说荷兰眼镜工人发明了观赏的望远镜。他就地取材用风琴管和凸凹透镜

研制成伽利略望远镜，经不断改进后，用来观察日月星辰，，开创了天文观测学。学生

们可以宅+设计简易的“望远镜”、“显微镜”、“分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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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疫情教学，开设冠状病毒检测虚拟实验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虚拟仿真共享平台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虚拟仿真实验流程 

1. 三级防护的穿戴操作 

2. 样本的灭活处理操作 

3. 核酸提取操作流程 

4. 荧光定量PCR操作 

5. 上机检测及结果分析 

6. 检测后的消毒处理操作 



膜片钳实验技术： 

 1、膜片钳原理     2、细胞膜通道电流测量   3、海马神经元动作电位测量 

  结合疫情教学，交叉创新3D虚拟仿真实验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学院虚拟仿真共享平台 



    组合光学虚拟仿真实验 

 华中科技大学 





 文华学院虚实融合的诺贝尔奖经典实验 



 文华学院虚实融合的诺贝尔奖经典实验 

迈克尔逊干涉系列实验之     引力波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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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实验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康普顿散射虚拟仿真实验 

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服务平台 

http://www.ilab-x.com/details/v5?id=4318&isView=true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康普顿散射虚拟仿真实验实验内容 

γ射线
能谱仪 

γ射线
的吸收 

康普顿
散射效
应验证 





   霍尔效应中蕴涵的科学素养元素：

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勤于思辨、反复实践。 

历史回顾  --  发现问题 

霍尔在 霍普金斯大学读研时注意到： 

麦克斯韦在《电磁学》一书中写道： 

我们必须记住，…，在导线中， 

 电流的本身完全不受磁铁接近 其它 

电流的影响。 真的是这

样吗？ 

 霍尔（A.H.Hall） 
1855-1938 

重点：重温经典 、领悟思路、勇于探索、关注前沿。 

方法：控制变量法、综合比较法、对称消除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8D%E6%99%AE%E9%87%91%E6%96%AF%E5%A4%A7%E5%AD%A6/5412771


    改成薄金箔， 有电流产生！ 未观察到任何现象 

   霍尔带着问题请教导师罗兰教授, 在导师的支持下，以此作为研

究生课题，开始实验 研究。   

爱德朗（瑞典）在1878年发表在《Phi.Mag（哲学杂志）》上

的论文“单极感应”中明确指出: 

   磁铁作用在固态导体中的电流上， 
恰如作用在自由运动的导体上一样… 难道是这

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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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 New Action of the Magnet on Electric Curr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  Vol. 2,  No. 3,   287-292. 

Sep., （1879）     阅读原文，领悟霍尔的研究思路。 

https://baike.so.com/doc/5616109-58287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16109-58287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77128-520006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18535-41125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055490-32208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9538913-988332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7222-5572661.html


冯.克利青 苏克林 崔  琦 施特默   

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张首晟、薛其坤、方忠、

曹原等在量子自旋霍尔效应、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石墨烯中的异常量子霍尔效应等

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迈克尔逊干涉实验中蕴涵的科学素养元素： 

实证与求是精神，追求卓越的科学态度。 

历史回顾  --  寻找以太 
为了证明以太的存在，迈克尔逊与莫雷合作，
先后设计了20多种干涉仪，反复实验，不断提

高仪器的灵敏度。1887年，他们用新改进的干
涉仪，花了整整5天时间，仔细地观察地球沿轨
道与静止以太之间的相对运动，结果仍然是否
定的。最终宣布了这个最伟大的以太否定性
实验，为狭义相对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迈干仪 



思政重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测量方法：干涉法、放大法、补偿法 

 迈克尔逊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光谱学和

度量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1907年度

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赞誉他为“科

学界的艺术家”。 



以迈克尔逊干涉仪为原型，科学家设计出了

具有超高灵敏度（10-22）的引力波探测器LIGO。 

三位科学家因LIGO 的关键技术和引力波测量，

荣获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热辐射实验中蕴涵的科学素养元素： 

    求实与求是精神   

历史回顾  --  探寻脉络 

热辐射是19世纪科学家们研究热点，以致量子论的婴

儿注定要从这里诞生。 

 1790年皮克泰提出热辐射问题，把它从热传导中区

别开，把热辐射作为物理学研究的对象； 

 1800年赫谢耳发现了红外线； 

 1850年梅隆尼提出在热辐射中存在可见光部分； 

 1859年基尔霍夫从理论上导入了辐射本领、吸收本

领和黑体概念。1861年他进一步指出，在一定温度下

用不透光的壁包围起来的空腔中的热辐射等同于黑体

的热辐射。 



历史回顾  --  探寻脉络 

1879年斯特藩从实验中总结出了黑体辐

射的辐射本领 与物体绝对温度 四次方成

正比的结论； 

  1884年玻耳兹曼对上述结论给出了严

格的理论证明； 

 1888年韦伯提出了波长与绝对温度T

之积是一定的； 

 1893年维恩从理论上进行了证明,1896

年维恩推导出黑体辐射谱的函数形式,该

公式与实验数据比较，在短波区域符合的

很好，但在长波部分出现系统偏差。为表

彰维恩在热辐射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

1911年授予他诺贝尔物理学奖。 



历史回顾  --  探寻脉络 

 1900年瑞利从能量按自由度均分定律

出发，推出了黑体辐射的能量分布公式，

即瑞利-金斯公式，公式在长波部分与实

验数据较相符，但在短波部分却出现了

无穷值严重的背离实验结果，被称之为

“紫外灾难”。 

 1900年普朗克在分析维恩公式和瑞利-

金斯公式的基础上，推出了著名的黑体

辐射公式，该公式在全波段都与实验数

据符合的很好！并提出“量子”假设：

对一定频率的电磁辐射，物体只能以

h为单位吸收或发射(ε=hν)， 式中h 是

可用实验来确定的系数，被称之为普朗

克常数 。当时该假设因与经典物理学理

论相悖未能得到科学界的认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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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  探寻脉络 

 1905年爱因斯坦用普朗克的量子假设成功地

解释了光电效应的问题。 

  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

使用了这一概念。因得到爱因斯坦和波尔的支持，

普朗克的能量不连续性概念才被人们广泛接受。 

  1918年普朗克因黑体辐射和量子假设荣获诺

贝尔物理学奖。 

  1921年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荣获诺贝尔物理

学奖。 

  1922年玻尔因原子结构和原子辐射的研究荣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黑体辐射和光电效应等现象引导人们发现了

光的波粒二重性，开辟了建立量子力学的途径。 
尼尔斯·玻尔 

爱因斯坦 



  
       一个三维温度计，不但可测得产品的温度，还能了解到温度分布，指

导生产设计，例如： 

手提电脑的温度分布图：由于键

盘下面安装了CPU、北桥芯片和

显示芯片，温度较高。若温度过

高，会令用户双手不适，降低使

用舒适度。同时LCD屏幕的底沿

受到辐射，长期使用影响寿命。 

主板上CPU插槽附近温度分布：CPU

为电脑中数一数二的发热大户，但

留意右侧供电部分也有可观的发热

点，提醒生产厂商要注意供电模块

的散热以确保主板稳定工作，亦呼

吁用户切勿忽略供电模块的散热。 



 
     气象卫星拍摄的云图 



 

           利用热辐射成像技术，可以更直观测冰块的周围的温度分

布，研究冰块消融的过程和规律。 



 
        天文观测 

 

地球红外照片：较亮处为水蒸气辐射

红外线；而较暗的地方则较干燥。 
IRAS红外卫星发现的天体： 

Iras-Araki-Alclok 彗星 



 

           利用热辐射成像技术，进行环境监测。 



船底某处出现异常温度分布，对应黄圈中
的一处破损，需要及时修复。 

  

           无损检测：当产品内部出现裂缝、气泡等缺陷时，从外表难以发现，形成隐

患；但由于缺陷的存在会影响内部温度分布，利用红外探测可发现其踪迹。 

轮胎内部的裂缝 



 

     红外技术在军事上应用广泛，如红外制导，鱼雷，红外夜视系统等。 



  

红外测温2003抗击非典大显神威，2020抗击新冠病毒再立新功 。 

在疫情防控时期，红外测温仪已广泛
应用在机场、车站、医院。 



狡猾的盗贼没在地面上留下痕迹 红外技术让盗贼无处可逃…… 

  

          红外技术在监控和刑侦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北师大启功先生攥写的校训是课程思政的核

心元素之一。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师要以身作则，心

中始终装着学生，精通自己所教的学科，有开阔

的视野和高尚的人文情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要融入育人的内容，传授做人的道理，言传身教、

耳濡目染地影响学生。 

  物理实验教学的重点应是实验物理的基础知

识、基本方法、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 

  在物理实验教与学的过程中，会涉及到辩证

唯物主义、方法论，实证求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

情怀等。关键是切入点和融合度，要把握一个度，

根据教学的需求适当取舍，切勿过度化！ 



 众高校师生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勇敢的迎接

挑战，将危机化为机遇，实事求是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做

出了适合本校的教学模式和方案。东北大学、湖南大学、内

蒙古大学等高校举办了线上物理实验教学交流会，让大家受

益匪浅。 

  写PPT时用到中国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海军工程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文华学院、武汉科技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提供的素材和图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因受本人修养和水平限制，论述中存在不妥之处，还望

各位同仁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