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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概况概况概况

（（（（10001000100010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以下简称实验中心）2007 年获批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在六年建设期间，共获批 3门

国家级精品课程和 3门上海市级精品课程：“大学物理实验”（国

家级，2008 年）、“文科物理（理论和实验）”（国家级与上海市

级，2009 年）、“近代物理实验”（ 国家级与上海市级，2010 年），

“医学物理与实验”（上海市级，2012 年）。

实验中心始建于 1952 年，1998 年由原普通物理实验室、近代

物理实验室和演示物理实验室合并成立了物理教学实验中心，并成

为为国家基础科学人才（理科）培养基地—复旦大学物理学基地一

部分。

2007 年以来，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用房、经费投入等方

面给予了更大力度的支持。学校于 2007 年、2012 年先后聘请中科

大前副校长张新夷教授和本校前副校长周鲁卫教授任实验中心主

任。2008 年划拨 500 万元“985”二期建设经费用于物理实验课程

建设，“985”三期建设中又将投入 300 万元经费；2008 年和 2010

年分别调拨 420 平方米和 220 平方米实验室扩大实验教学用房。

实验中心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加强了对本科生进

行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的训练，使实验教学体系在“知识、能力、

科学素养”培养上进一步优化。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前提下，实验中

心着力建设与现代物理学发展中的新技术、新现象、新材料和新应

用（“四新”）相关的教学实验，充实近代物理实验的教学，并带

动其它实验课程的建设。随着为医学类专业学生开设“医学物理实

验”专业选修课，以及开设“物理演示实验拓展”、“机械设计和

加工基础”等新课程，层次分明、衔接合理的实验课程体系更趋完

整。

为了能使学生积极投入到实验教学改革中来，新建了实验中心

网站，采用灵活、高效和互动性极强的维基系统，打破了传统教学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实验中心还采取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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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新举措，聘请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教授上实验课，并加快人

才引进的步伐，通过学习型教师队伍建设，逐步形成一支由实验专

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相结合的高水平实验教师队伍。

实验室教师敬业爱岗、默默奉献实验教学的热情已结出丰硕成

果：加上 2006 年获批的“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上海市精品课

程，目前已有 3门国家级和 4门上海市级精品课程。每年都有教师

获得各级奖项。实验中心于 2010 年被命名为“上海市教育系统文

明班组”，2011 年获“上海市教育先锋号”荣誉称号。

“手脑并用、全面训练、夯实基础、勇于创新”，实验中心将

继续依托物理系高水平的科研团队，把理论教学、科学研究与实验

教学有机地结合，努力把实验中心建成训练本科生基本实验技能和

全面科学素养的基地。

学校支持政策和学校支持政策和学校支持政策和学校支持政策和

举措举措举措举措

（（（（10001000100010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实验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得到学校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实验室的初建和随后的发展得到王福山、周同庆、卢鹤绂、谢

希德等物理系老前辈的关心和支持，六十年前院系调整后的第一任

实验教研组长就是著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先生（后来成为物理系第

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07 年以来，学校还相继聘请张新夷

教授和周鲁卫教授担任实验中心主任，全面主持实验中心的工作。

历任中心领导高瞻远瞩的教学理念和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热情使实

验中心始终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物理系为了促进教学与科研的

良性互动，每学期安排不少于两位科研教师执教高年级物理实验课

程，并参与新实验建设。

学校在教学用房、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打破了实验教学

发展的瓶颈。在“985”工程建设中先后划拨 500 万元（2008 年）

和 300 万元（2012 年）经费用于物理实验课程建设；而 2008 年和

2010 年两次调拨实验用房（420 平方米和 220 平方米）为改善实验

教学条件和开设新的实验教学课程提供了可能。作为支持实验教学

的一种措施，学校还为实验中心从校外申请获得的教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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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的精品课程建设提供配套经费。

为了理清当时的实验教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把握国内外实验

教学发展的新趋势，物理系于 2008 年初邀请来自北京大学的吴思

诚、清华大学的朱鹤年、中国科技大学的霍剑青和南京大学的周进

四位国内实验教学界的名师和全体实验中心教师一起召开实验教

学发展评估会，确定实验中心在之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思路。此后，

学校每年还聘请已退休的资深实验教师担任教学督导，细抠实验教

学各个环节中的瑕疵，并一对一地指导年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为支持物理教学实验中心尽力缩小教学实验室与科研实验室

差别的努力，学校将有关科研实验室的五台（套）原价 100 余万元

的闲置科研设备调拨给实验中心，用于开发新型教学实验，这使得

学生在教学实验室里有了接触大型科研设备的机会，他们不仅熟悉

了基于超高真空分子束外延、光电子能谱等先进科研设备的操作和

维护，借此,学生的科研和动手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学校在各类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的立项、审批等环节适度向物

理教学实验中心老师指导的项目倾斜。自示范中心建设单位获批以

后，由实验中心教师指导的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数逐年增加。如

2012 年 5 月立项的，复旦大学迄今支持力度最大的本科生科研训练

“登辉计划”的六个项目中有三个来自物理教学实验中心。

学校还为实验中心建设基于 wiki 的实验教学网站提供硬件和

技术支持。该网站内容丰富且随时更新，师生互动讨论活跃，深受

同学们欢迎。学期中每日平均访问量超过1万次。

条件与环境条件与环境条件与环境条件与环境

（（（（10001000100010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实验中心现有实验用房 2870 平方米，其中教学实验室 48 间共

2310 平方米，教师办公室 6间共 240 平方米，仓库、车间、实验准

备室等 9间共 320 平方米。2011 年与上海纽迈公司合作建立了“核

磁共振成像实验室”，自主建立了“微波实验室”。

中心现有仪器设备 2050 台套，总价值 2100 万元。其中价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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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的贵重仪器 4台套，10 万至 100 万元的仪器 23 台套。为

方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数据处理及物理实验教学信息查询,所有

48 间实验室都配置了电脑和网络,并且各个实验室无线上网全覆

盖.

中心每年接待全校 39 个专业的学生超过 2400 人次，总学时数

15 万人时。

实验队伍实验队伍实验队伍实验队伍

（（（（10001000100010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实验中心历任领导清楚地认识到：实验教学水平的持续提高，

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获批示范中心建设单位以来，学习型教学团

队建设一直处在实验中心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

实验中心坚持内部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研讨活动，每周一次、

全中心教师都参与的午间教学研讨会——Lunch Seminar。该研讨

会迄今已是第十学期了，由实验中心教师轮流主持：除了讨论日常

教学中的问题，交流各自指导实验课程、参观考察、参加各类实验

教学研讨会的心得，也深入研讨课程发展和新实验建设的思路；还

邀请国内外来访学者介绍实验物理学研究的前沿进展，邀请实验教

师介绍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实验教学理念和措施。此外，实验中心还

要求每门实验课程的教学团队不定期地交流、研讨各自实验课程的

发展规划和教学实践，群策群力建设分层次实验课程体系、互学互

助提高实验指导水平和课程教学质量。

实验中心还积极组织教师赴美、欧、日等海外近二十所著名高

校和国内二十余所知名高校的教学实验室考察，学习先进的教学理

念、管理措施和教学实验项目。获批示范中心建设单位以来，实验

中心参加国内各类教学研讨会、培训会的教师在百余人次，2012

年暑假还组织教师、学生参加美国近代物理实验协会组织的高年级

物理实验指导专题研讨会及美国物理教师协会组织的夏季年会。这

些交流、研讨活动实实在在地拓宽了中心教师的专业视野，对国内

外实验教学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提升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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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水平、拓宽了建设新实验的思路。

实验中心每学期都积极聘请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家等一线

科研教师执教高年级实验课程并参与新实验建设，这已成为物理系

日常教学工作安排的常态化举措。科研教师的积极参与让学生在教

学实验室能够接触到更多前沿研究内容和研究生学习般的“研究

指导”，在教学实验室内接受科研教师更多启发式讨论后，学生对

实验课程的学习兴趣有了很大提高，也能更好地领略经典实验中的

物理思想、实验方法的美。

为了使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实验中心鼓励青年教师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7 年起，已有一位教师获得博士学位，另有

三位教师在读。中心教师还积极参与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在课题组

的支持下，将前沿研究中的新方法移植到实验教学中，还将科研新

成果建设成新的教学实验项目。

为了提高中心教师讲授实验绪论课的水平，中心主任在听了所

有教师讲授的绪论课后，组织，点评各位教师的优点、不足，研讨

改进、提高的方法。实验中心还组织专题研讨、培训，努力提高中

心教师组织实验讨论课的能力，写作实验报告和科学论文的能力。

信息化平台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

与利用与利用与利用与利用

（（（（10001000100010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自 2007 年 5 月以来，复旦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基于维基

(Wiki)系统的实验教学网站的建设已经实践了整整五年。在这段时

间里，承蒙复旦大学物理系和物理实验教学中心领导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使用和维护本网站的广大师生的持续快速更新，本网站在实

验课程建设上面以及对于实验教学的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一

些成绩。

截至 2012 年 9 月，网站在 5 年的时间里已经拥有 10000 多名

注册用户，页面总点击量 1345 万余次，学期中平均日访问量超过 1

万次。网站已拥有 3000 多个页面，每天新增和更新的页面数平均

5-10 个；可供下载的相关文件、资料数超过 10000 个。远在海外的

用户也积极参加网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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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网站的教学应用创新是各门实验课程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普遍应用在教学的各方面的背景

下，实验教学网站承担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性工作：

（1）教学信息的管理和发布；

（2）课程内容介绍及教材讲义下载；

（3）学生的选课及教学安排；

（4）师生互动及学生提问答疑；

（5）实验资源（如实验教师、实验教室及实验设备）的管理；

（6）新建实验和进行中的实验项目的管理等。

除以上的 6项工作以外，网站还承担了以下几方面的开创性工

作：

（1）作为全国性的大型会议的组织网站（至今为止成功举办了 7

次 250 人以上的研讨会议）；

（2）作为国家级示范中心的申报网站；

（3）作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的申报网站；

（4）网站提供了我中心一些公共事务信息交流的一个平台，如物

资/经费项目申报管理、每周报告会的安排，会议室的预约等等。

以上内容已经陆续开展了多年，建设及管理成本较低，目前反

映良好。

实验教学及效果实验教学及效果实验教学及效果实验教学及效果

（（（（15001500150015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实验中心承担全校 27 个专业的物理实验课程，每年选课人数

2400 余名学生，实验人时数每年约 15 万人时。中心遵循以人为本，

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本着“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求创新”

的办学指导思想，将大学物理实验课程建设成一门由多个实验教学

平台组成的完整而先进的实验教学体系，特别强调对本科生进行基

本实验技能、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的训练，使实验内容体系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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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力、科学素养”培养上进一步优化。为此，中心对原有的教

学体系作了重大调整，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构建了“基

础型—综合型—研究型实验教学”渐次推进、相互衔接的教学内容

体系——低年级的实验课程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训练基本实验

技能为目的；高年级课程则以全方位的科研模拟训练或自主实验为

主，进行创造力培养，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真正实现个性化培养

目标。

新课程体系在以下三个层面各有特色和侧重：

1. 基础型实验教学。强化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激发兴趣，体

会用最简单的仪器和设备，发现最根本、最纯粹的科学概念，

以 “物理学中最美的十大经典实验”为基础，使基础型实验教

学的主题更加明确。

2. 综合型实验教学。以“普通物理实验”和“设计性研究性物

理实验”为主，全面提高实验技能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注重实验的全过程：文献查阅、实验方案设计、设备搭建

和改进、数据分析、演讲和论文写作。

3. 研究型实验教学。让学生学习和体会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现

象和规律，进而建立新的物理概念的整个过程。采用模拟科研

的方式进行实验教学；实施个性化的实验教学，形成良好的科

学素养和科学研究的协作精神。将前沿科研项目中成熟的实验

方法引入到实验教学，建设高水平的“近代物理实验”课程。

在完善新实验教学体系的同时，为了更好的深化高等学校本科

生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我们于 2010 年前后开始了以上好绪

论课为起点的新一轮实验教学改革。多次召开教学讨论会，明确各

个层次实验教学的目标；实验中心骨干教师上绪论课，教师之间互

相听课；实验中心主任做教学笔记，并给每位任课教师提出整改意

见；每位任课教师写实验报告，教师之间互相批改实验报告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无一不推动着我们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基础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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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在第 9周安排讨论课，使得学生有机会思考物理实验中的物

理问题，这也对教师的提出可更高的要求，督促教师更深入思考。

我们在教学改革也更严格进行助教培训和考核，同时提高合格助教

待遇。在示范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的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成为示范中心建设单位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实验中心一年一个

飞跃，先后收获大学物理实验、文科物理(理论和实验)、近代物理

实验等 3门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2012 年，医学物理与实验又获

批了上海市精品课程。

建设成效与建设成效与建设成效与建设成效与

示范辐射示范辐射示范辐射示范辐射

（（（（15001500150015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在示范中心建设过程中，我们建设了新的实验课程体系，并又

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教学改革。我们积极与兄弟院校交流，传播新

的教学理念，积极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

• 承办全国性教学研讨会：2008 年承办第五届全国高等物理实

验教学研讨会；2012 年发起并承办近代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我实验中心教师积极总结在物理教学中的创新和实践，踊跃参

会并作会议报告。比如在第五届全国高等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上的报告《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的一些误区及改革》，在报告后

便引起强烈的兴趣和积极的讨论。

• 发表教学论文：将实验教学经验、新的实验成果与大家共享。

近年来，发表文章 70 余篇。

• 实验教师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物理实验会议：与参会的同

行们交流经验，不少教师还在会上作学术交流报告。比如，2012

年我实验中心教师参加美国的近代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和美国

物理教师年会，并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和张贴海报。了解国外

实验教学的同时，也让国外同行了解国内实验教学现状。

• 建立基于 wiki 体系的全开放的实验教学网站：网络实现真

正的全开放，实验所开设的所有实验均可以在网站上找到。为

了让更多了同行了解我们的网站，我们在《物理》杂志上了发



9

表了总结我实验中心网站建设经验的《维基（Wiki）网站在物

理实验教学中的作用》一文，更是引起不少兄弟学校专程到我

校取经。

• 接待兄弟院校参观交流：每年都有约有十几个院校的教师来

我实验中心参观。比如为了让兄弟院校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实验

中心，中山大学的实验教师来我校参观时还参加了我们每周一

次的午间研讨会。在双方的交流中，既带来了兄弟院校的宝贵

经验，也将复旦大学在物理实验教学的经验与成果带到了各地。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10001000100010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 致力于培育全校学生动手能力

与科研素养，每年有近 3000 名学子走进这里，来尽享实验的乐趣

与思维的舞动。在近 60 年的发展历史中，它塑造了厚重的品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的理念又给予了我们蓬勃向上的生命

力。坚持“以学生为本”是我们始终如一的教育理念。既有厚重基

础，又注重创新，两者均衡结合。“要对得起学生”是我们的口头

禅，这一既朴素又深邃的理念，是课程体系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改

进教学实践的落脚点。

目前中心建设的实验教学体系可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层

面”，即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由“基础型实验教学—

综合型实验教学—研究型实验教学”三个层面，既分层次又相互衔

接的实验教学新体系。自 2007 年被批准成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建设单位”的这几年里，我们以先进的理念为引导，不拘泥

于形式、讲究实效的各项举措，形成了显明的复旦特色：

1. 建立了一个从低到高、从基础到前沿、从传授知识到培养综

合能力，逐渐提高的近代物理实验教学课程体系，注重学生知

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培养。

2. 加强基础训练的前提下，开设物理学现代发展中的“新技

术、新现象、新材料、新应用”相关的教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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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教师参与实验教学，在教学中加入科研元素；采用多种

形式的师生互动，引进多元化教学；给学生更多自由探索的可

能，满足学生求知和创新的欲望。

存在不足及存在不足及存在不足及存在不足及

改进方案改进方案改进方案改进方案

（（（（1000100010001000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字以内）

我们在各门课程的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存在于课程设

计、人力资源和实验室空间等几个方面：

一、 各门课程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处理好和平衡以下几个辩证关系：

1. 鼓励学生创新与强化基本训练

2. 引进新内容与课程本身的系统性

3. 学生自主探索与加强教师引导

二、 由于新开设多门课程，以及一些有经验的老教师退休，需要

补充师资力量，青年教师队伍和实验技术人员的队伍相对薄弱，在

日常教学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有待加强。未来在队伍建设中继续做

好以下几点：

1. 鼓励有条件的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现已有 5

名青年教师正式成为在职研究生；

2. 在加强年轻教师学习和培训的同时，大力提倡“教授

上实验课”，请科研教师来中心带实验课，不仅丰富了

实验课的内容，拓展了学生的视野，还有机地加强了实

验和理论教学的联系。争取做到每学期有 2-3 位科研教

师参与实验教学成为常态化；

3. 坚持举行每周一次固定时间的实验教学研讨会，每位

教师每学期平均要在研讨会上作一次报告；

4. 通过中心网站以及不定期的工作会议对实验中心的

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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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实验中心大力发展的近几年里，由于增开多门实验课程，

导致实验室面积需求大幅上升，但是实验室面积尚未得到有效解

决，所以导致各个实验室分列于各处，较为困难。现在学校正在江

湾建设理化大楼，理科科研实验室将整体搬迁，这将会为我校的本

科教育腾出较大的空间。在未来这几年里，通过学校领导进行资源

规划，有望解决我们的教学实验室用房问题。

学校意见学校意见学校意见学校意见

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自从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建设单位以来，坚持以学生为本，把提高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作

为各项工作的首要目标，不断革新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内容，创新

教学手段，以学习型教师队伍建设为抓手，促进实验中心各项工作

的全面发展。

经过物理教学实验中心全体教师多年的努力，他们现已取得了

国内物理实验教学界普遍认可的令人可喜的成绩，在国际上的声誉

也在逐渐提升之中。

本自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物理教学实验中心近几年的工作状

况和教学成果，也对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对将来

的发展也有合理、可行的规划。

复旦大学建议物理教学实验中心通过此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建设单位）验收，并将在今后继续大力支持该中心的各项

工作。

签章：签章：签章：签章：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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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验收数据报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验收数据报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验收数据报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验收数据报表

一一一一

基基基基
本本本本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1111 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学校名称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

2222 中心名称中心名称中心名称中心名称
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复旦大学物理教学

实验中心实验中心实验中心实验中心

3333 中心主任姓名、职称中心主任姓名、职称中心主任姓名、职称中心主任姓名、职称
张新夷，教授张新夷，教授张新夷，教授张新夷，教授 申报时申报时申报时申报时

周鲁卫，教授周鲁卫，教授周鲁卫，教授周鲁卫，教授 现在现在现在现在

4444 所在省份所在省份所在省份所在省份 上海市上海市上海市上海市 －－－－

5555 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学校上级主管部门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

6666 中心获准立项时间中心获准立项时间中心获准立项时间中心获准立项时间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

二二二二

经经经经
费费费费
投投投投
入入入入

7777 建设及运行经费总额建设及运行经费总额建设及运行经费总额建设及运行经费总额 1095.251095.251095.251095.25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8888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中央财政示范中心专项经费中央财政示范中心专项经费中央财政示范中心专项经费中央财政示范中心专项经费 5050505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9999 ②②②②地方示范中心专项经费地方示范中心专项经费地方示范中心专项经费地方示范中心专项经费 0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0101010 ③③③③学校示范中心专项经费学校示范中心专项经费学校示范中心专项经费学校示范中心专项经费 5005005005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1111111 ④④④④社会捐赠专项经费社会捐赠专项经费社会捐赠专项经费社会捐赠专项经费 1111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2121212 年均运行经费年均运行经费年均运行经费年均运行经费 4040404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3131313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年均仪器设备维护维修经费年均仪器设备维护维修经费年均仪器设备维护维修经费年均仪器设备维护维修经费 16161616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4141414 ②②②②年均实验耗材费年均实验耗材费年均实验耗材费年均实验耗材费 24242424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5151515 ③③③③生均学时实验耗材费生均学时实验耗材费生均学时实验耗材费生均学时实验耗材费 1.61.61.61.6 元元元元

16161616 校（院）及以上实验教学改革立项投入经费校（院）及以上实验教学改革立项投入经费校（院）及以上实验教学改革立项投入经费校（院）及以上实验教学改革立项投入经费 215.45215.45215.45215.45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三三三三

建建建建
设设设设
成成成成
效效效效

17171717 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 2870287028702870 ㎡

18181818 其中：新增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其中：新增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其中：新增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其中：新增实验教学场地使用面积 640 ㎡

19191919 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 2101210121012101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20202020 其中：新增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其中：新增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其中：新增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其中：新增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 47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21212121 仪器设备数仪器设备数仪器设备数仪器设备数 2051205120512051 台套台套台套台套

22222222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新增仪器设备数新增仪器设备数新增仪器设备数新增仪器设备数 552 台套台套台套台套

23232323 ②②②②自制仪器设备种类自制仪器设备种类自制仪器设备种类自制仪器设备种类 22 种种种种

24242424 教职工数量教职工数量教职工数量教职工数量 40404040 人人人人

25252525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专职教职工数量专职教职工数量专职教职工数量专职教职工数量 23232323 人人人人

26262626
②②②②专职人员中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及专职人员中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及专职人员中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及专职人员中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及

以下比例以下比例以下比例以下比例
3:6:3:6:3:6:3:6:10:410:410:410:4 －－－－

27272727
③③③③专职人员中博士、硕士、学士及以下专职人员中博士、硕士、学士及以下专职人员中博士、硕士、学士及以下专职人员中博士、硕士、学士及以下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6:6:6:6:6:6:6:6:6:56:56:56:5 －－－－

28282828 ④④④④兼职教师数量兼职教师数量兼职教师数量兼职教师数量 16161616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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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92929 承担的教学研究项目数承担的教学研究项目数承担的教学研究项目数承担的教学研究项目数 17171717 项项项项

30303030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 14141414 项项项项

31313131 ②②②②省级省级省级省级 1111 项项项项

32323232 ③③③③校级校级校级校级 2222 项项项项

33333333 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数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数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数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数 4444 项项项项

34343434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 2222 项项项项

35353535 ②②②②省级省级省级省级 1111 项项项项

36363636 ③③③③横向项目横向项目横向项目横向项目 1111 项项项项

37373737 参加国内外交流人次参加国内外交流人次参加国内外交流人次参加国内外交流人次 15015015015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38383838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实验技术人员参加人次实验技术人员参加人次实验技术人员参加人次实验技术人员参加人次 41414141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39393939 ②②②②信息化培训人次信息化培训人次信息化培训人次信息化培训人次 25252525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40404040 网站教学资源总容量网站教学资源总容量网站教学资源总容量网站教学资源总容量 23.523.523.523.5 ＧＢＧＢＧＢＧＢ

41414141 承担的实验课程总数承担的实验课程总数承担的实验课程总数承担的实验课程总数 11111111 门门门门

42424242 新增的实验课程数新增的实验课程数新增的实验课程数新增的实验课程数 4444 门门门门

43434343 实验项目总数实验项目总数实验项目总数实验项目总数 426426426426 个个个个

44444444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新增实验项目数新增实验项目数新增实验项目数新增实验项目数 137137137137 个个个个

45454545
②②②②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数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数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数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数

所占比例所占比例所占比例所占比例

206206206206

48.4%48.4%48.4%48.4%
项项项项

46464646 上一学年服务本校专业数上一学年服务本校专业数上一学年服务本校专业数上一学年服务本校专业数 39393939 个个个个

47474747 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数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数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数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数 2421242124212421 人人人人

48484848 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上一学年服务本校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 18.918.918.918.9 %%%%

49494949 上一学年实验人时总数上一学年实验人时总数上一学年实验人时总数上一学年实验人时总数 15万 人时人时人时人时

50505050 其中：教学计划外实验人时总数其中：教学计划外实验人时总数其中：教学计划外实验人时总数其中：教学计划外实验人时总数 2000200020002000 人时人时人时人时

51515151 支撑支撑支撑支撑““““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 15151515 项项项项

52525252 自主组织的竞赛活动自主组织的竞赛活动自主组织的竞赛活动自主组织的竞赛活动 2222 项项项项

53535353 参加竞赛的学生数参加竞赛的学生数参加竞赛的学生数参加竞赛的学生数 45454545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54545454 指导学生获得的成果数指导学生获得的成果数指导学生获得的成果数指导学生获得的成果数 56565656 项项项项

55555555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公开发表论文公开发表论文公开发表论文公开发表论文 48484848 篇篇篇篇

56565656 ②②②②省部级及以上相关奖项省部级及以上相关奖项省部级及以上相关奖项省部级及以上相关奖项 8888 项项项项

57575757 ③③③③获得专利数获得专利数获得专利数获得专利数 0000 项项项项

58585858 新出版的实验教材新出版的实验教材新出版的实验教材新出版的实验教材 2222 种种种种

59595959 新编写的实验讲义新编写的实验讲义新编写的实验讲义新编写的实验讲义 6666 种种种种

60606060 获得教学成果奖数获得教学成果奖数获得教学成果奖数获得教学成果奖数 1111 项项项项

61616161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 0000 项项项项

62626262 ②②②②省（部）级省（部）级省（部）级省（部）级 1111 项项项项

63636363 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74747474 篇篇篇篇

64646464 其中：实验技术人员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其中：实验技术人员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其中：实验技术人员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其中：实验技术人员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4444 篇篇篇篇

四四四四辐辐辐辐射射射射65656565 自主开发实验项目推广应用的高校数自主开发实验项目推广应用的高校数自主开发实验项目推广应用的高校数自主开发实验项目推广应用的高校数 2222 所所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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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6666 实验教材推广应用的高校数实验教材推广应用的高校数实验教材推广应用的高校数实验教材推广应用的高校数 81818181 所所所所

67676767 自制实验仪器设备推广应用的高校数自制实验仪器设备推广应用的高校数自制实验仪器设备推广应用的高校数自制实验仪器设备推广应用的高校数 76767676 所所所所

68686868 开发实验教学与管理软件推广应用的高校数开发实验教学与管理软件推广应用的高校数开发实验教学与管理软件推广应用的高校数开发实验教学与管理软件推广应用的高校数 2222 所所所所

69696969 承办国内交流承办国内交流承办国内交流承办国内交流
承办承办承办承办3333次国内会议次国内会议次国内会议次国内会议，，，，

共有约共有约共有约共有约800800800800 人参会人参会人参会人参会。。。。

参会参会参会参会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70707070 承办国际交流承办国际交流承办国际交流承办国际交流 0000
参会参会参会参会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71717171 接待外校参观访问人数接待外校参观访问人数接待外校参观访问人数接待外校参观访问人数 121212120000000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72727272 其中：接待国（境）外参观访问人数其中：接待国（境）外参观访问人数其中：接待国（境）外参观访问人数其中：接待国（境）外参观访问人数 7777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73737373 接受委托承办的学生竞赛数接受委托承办的学生竞赛数接受委托承办的学生竞赛数接受委托承办的学生竞赛数 1111 个个个个

74747474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①①①①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国家级 1111 个个个个

75757575 ②②②②省级省级省级省级 1111 个个个个

76767676 服务其他高校学生总数服务其他高校学生总数服务其他高校学生总数服务其他高校学生总数 2020202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77777777 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培训总量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培训总量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培训总量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培训总量 510510510510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78787878 为社会行业服务的其他培训总量为社会行业服务的其他培训总量为社会行业服务的其他培训总量为社会行业服务的其他培训总量 2222 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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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成果明细表

获国家级和省级教获国家级和省级教获国家级和省级教获国家级和省级教

学成果奖学成果奖学成果奖学成果奖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获奖人获奖人获奖人获奖人 获奖时间获奖时间获奖时间获奖时间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

学教育的融合-“文

科物理实验”

上海市二等奖 马世红、童培雄、

赵在忠、沈元华、

刘贵兴

2009

教师开发的创新性教师开发的创新性教师开发的创新性教师开发的创新性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实验项目实验项目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投入教学起始时间投入教学起始时间投入教学起始时间投入教学起始时间 开发人开发人开发人开发人 参加学生数参加学生数参加学生数参加学生数

光栅特性与激光波

长实验

2007 年 9 月 1 日 马世红、童培雄 6000

真空自由落体实验 2007 年 9 月 1 日 赵在忠、童培雄 50

液体表面张力系数

与温度的关系

2007 年 9 月 1 日 陈元杰 2

测量玻璃的热膨胀

系数和折射率温度

系数

2007 年 9 月 1 日 马秀芳 2

血红蛋白的拉曼光

谱研究

2007 年 9 月 1 日 岑剡 3

节能玻璃的物性测

试

2007 年 9 月 1 日 陈骏逸 2

弗兰克－赫兹实验

中的新物理特性研

究

2007 年 9 月 1 日 马世红 2

弗兰克-赫兹实验中

电子能量分布的测

定

2007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2

测量电解质的电导

率

2007 年 9 月 1 日 姚红英 1

用范德堡法测量半

导体量子阱结构样

品的霍尔效应

2007 年 3 月 1 日 陆昉 1

液体对纳米颗粒的

浸润性研究

2007 年 3 月 1 日 周鲁卫 1

磁光克尔效应测量

磁各向异性

2007 年 3 月 1 日 吴义政 2

强关联电子新材料

的生长

2007 年 3 月 1 日 封东来 3

溶液和固体材料的

时间分辨光克尔效

应研究

2007 年 3 月 1 日 陈张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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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磁光克尔效应

测量

2007 年 3 月 1 日 陈张海 1

立方氮化硼薄膜的

制备和表征

2007 年 3 月 1 日 乐永康 12

科里奥利力演示的

研究

2008 年 3 月 1 日 吕景林 2

旋光效应实验 2008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100

水的振动频率与水

波传播速度关系研

究

2008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100

涡电流加热实验 2008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100

反射式多普勒测速

实验

2008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120

基于 MATLAB 的声波

分析研究

2008 年 3 月 1 日 俞熹 7

石墨原子 STM 图像

的形变分析

2008 年 3 月 1 日 俞熹 2

用有效质量法研究

晶振特性

2008 年 3 月 1 日 俞熹 2

用反向恢复时间法

测量二级管的少数

载流子寿命

2008 年 3 月 1 日 陆昉 1

颗粒斑图形成可逆

性及颗粒体系统计

力学

2008 年 3 月 1 日 周鲁卫 2

电子自旋分析器的

电子光学设计

2008 年 3 月 1 日 乔山 5

界面形状对金属硅

化物/Si 纳米接触

势垒的影响

2008 年 3 月 1 日 蔡群 2

激光微束对细胞光

阱力的测量研究

2008 年 3 月 1 日 岑剡 2

透射光栅的制作与

测量

2008 年 3 月 1 日 岑剡 2

A 类 超 声 实 验

仪——实验设计

2008 年 9 月 1 日 冀敏 4

压力传感器在生理

信号测量中的应用

2008 年 9 月 1 日 冀敏 4

人耳听觉听阈研究 2008 年 9 月 1 日 冀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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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比汽化热测量

的深入研究

2008 年 9 月 1 日 原媛 2

高精度直流稳流电

源的研制

2008 年 9 月 1 日 陈元杰 1

改装测 PN 结物理特

性的装置

2008 年 9 月 1 日 陈元杰 1

温度传感器的特性

及数字温度计的制

作

2008 年 9 月 1 日 苏卫锋 2

物理演示仪器的研

制

2008 年 9 月 1 日 吕景林 2

光在透明胶带纸中

的色偏振现象

2008 年 9 月 1 日 马秀芳 2

太阳能热效应的应

用和改进

2008 年 9 月 1 日 俞熹 2

线性液体性质的研

究

2008 年 9 月 1 日 俞熹 1

油料降粘实验 2008 年 9 月 1 日 俞熹 2

导纳谱测量量子限

域效应

2008 年 9 月 1 日 陆昉 10

非线性物理实验 2008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30

等离子体物理实验 2008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20

LabView 系列实验 2008 年 9 月 1 日 俞熹 100

MRI 核磁共振成像

系列实验

2008 年 9 月 1 日 俞熹、姚红英 300

拉曼光谱 2008 年 9 月 1 日 白翠琴 40

法拉第效应 2008 年 9 月 1 日 白翠琴 40

激光参数测量 2008 年 9 月 1 日 白翠琴 40

振动周期的统计规

律研究――随机误

差的正态分布

2008 年 9 月 1 日 马世红、高渊 8500

液晶电光/热光效应

实验

2009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50

温差电效应实验 2009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350

同步辐射光源用高

频腔性能测试

2009 年 3 月 1 日 张新夷 5

铁电薄膜研究 2009 年 3 月 1 日 马世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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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温 超 导 材 料

YBaCuO 薄膜的制备

2009 年 3 月 1 日 姚红英 1

Bi/Ag 系列高温带

材超导转变温度的

测量

2009 年 3 月 1 日 姚红英 1

二极管泵浦绿光激

光器研究

2009 年 3 月 1 日 乐永康 2

微波元件的参数测

量

2009 年 3 月 1 日 乐永康 1

热电子能量分布测

量实验仪的开发

2009 年 3 月 1 日 乐永康 4

透明胶带拉扯发射

荧光实验

2009 年 3 月 1 日 乐永康 2

AES 测量中数据采

集和误差分析

2009 年 3 月 1 日 苏卫锋 2

Si 图形衬底的制作

与表征

2009 年 3 月 1 日 苏卫锋 2

仪器设计、制作 2009 年 3 月 1 日 吕景林 2

利用 Matlab 做声

波的波谱分析

2009 年 3 月 1 日 俞熹 2

基于 Labview 的多

功能 XY 记录仪开发

2009 年 3 月 1 日 俞熹 2

非线性液体/生物性

质的研究

2009 年 3 月 1 日 俞熹 2

海啸危害的防治 2009 年 9 月 1 日 俞熹 2

石油低能耗运输的

研究

2009 年 3 月 1 日 俞熹 2

荷叶效应的研究 2009 年 3 月 1 日 俞熹 1

一维弦上波局域现

象探索实验设计

2009 年 3 月 1 日 俞熹 2

利用电磁左手材料

调控电磁波的偏振

反转

2009 年 3 月 1 日 俞熹 6

利用 labview 实现

计算机实测――声

波和拍实验

2009 年 9 月 1 日 原媛 1

人耳传声物理原理

及听阈研究

2009 年 9 月 1 日 冀敏 4

纳米颗粒对 raman

光谱增强效应的研

2009 年 9 月 1 日 岑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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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有机发光二极管的

性能评价及应用研

究

2009 年 9 月 1 日 岑剡 1

超声波反射法检测

金属材料的缺陷

2009 年 9 月 1 日 陈骏逸 2

少子寿命测量 2009 年 9 月 1 日 陆昉 3

电磁特异材料系列

实验

2009 年 9 月 1 日 周磊、乐永康 10

眼睛的光学原理及

物理矫正

2009 年 9 月 1 日 岑剡 120

弯曲法测人造骨杨

氏模量

2009 年 9 月 1 日 岑剡 120

毛细管法测液体黏

度

2009 年 9 月 1 日 岑剡 120

二极管伏安特性的

测量

2009 年 9 月 1 日 原媛 6000

演示仪器设计 2010 年 9 月 1 日 吕景林 2

水滴重力加速度的

测定实验

2010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50

可闻声波测距实验 2010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70

同步辐射用高频腔

性能测试

2010 年 9 月 1 日 张新夷 5

Muon 寿命测量 2010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2

微波偏振片的制作

和性能表征

2010 年 9 月 1 日 张新夷,乐永康 3

液晶物理实验 2010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5

电子光学 2010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7

沙漏及相关实验 2010 年 9 月 1 日 原媛 2

机械钟及相关实验 2010 年 9 月 1 日 岑剡 2

电子钟原理及相关

实验

2010 年 9 月 1 日 苏卫锋 2

微型风洞演示研究 2011 年 3 月 1 日 吕景林 1

超声波定向传播研

究

2011 年 3 月 1 日 吕景林 1

马格努斯效应演示 2011 年 3 月 1 日 吕景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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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电磁波发射演示研

究

2011 年 3 月 1 日 吕景林 1

超声波换能器波场

能量分布研究

2011 年 3 月 1 日 吕景林 1

磁场中运动导体的

电动势测量实验

2011 年 3 月 1 日 童培雄、赵在忠 30

稳频激光实验 2011 年 3 月 1 日 张新夷、乐永康 3

水基切伦科夫子探

测器的研究

2011 年 3 月 1 日 俞熹 6

旁侧光谱 2011 年 9 月 1 日 苏卫锋、白翠琴 5

趋肤效应的研究 2011 年 9 月 1 日 陈元杰 2

有机半导体材料的

导电特性的研究

2011 年 9 月 1 日 侯晓远 1

肺的物理模型的构

建

2011 年 9 月 1 日 冀敏 2

心电波的混沌分析 2011 年 9 月 1 日 冀敏 3

基于单片机的 PID

温度控制实验

2011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3

超声波驻波现象验

证

2011 年 9 月 1 日 吕景林 1

黑体辐射实验装置

的搭建与探究

2011 年 9 月 1 日 马世红 1

铋锶钙铜氧超导转

变温度的测量及其

实验仪器的研制

2011 年 9 月 1 日 姚红英 2

基于 Labview 的温

度控制程序

2011 年 9 月 1 日 殷立峰 1

计算机采集与控制 2011 年 9 月 1 日 俞熹 1

冉绍尔汤森效应实

验仪的计算机采集

2011 年 9 月 1 日 白翠琴 2

无弦琴的研制 2012 年 9 月 1 日 吕景林 1

库仑定律演示仪的

研究

2012 年 9 月 1 日

吕景林

1

小提琴发声原理的

研究

2012 年 9 月 1 日

吕景林

1

黑体辐射演示仪的

研究

2012 年 9 月 1 日

吕景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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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极杆质谱实验 2012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4

磁流变液的声子晶

体

2012 年 9 月 1 日 周鲁卫 1

磁流变液的磁阻效

应

2012 年 9 月 1 日 周鲁卫 1

光学衍射图样的计

算机解析方法及实

验探索

2012 年 9 月 1 日 马世红 1

MATLAB 编程在物理

实验中的具体应用

2012 年 9 月 1 日 马世红 1

用超声波验证声波

反射规律及用超声

波测量固体杨氏模

量的实验研究

2012 年 9 月 1 日 冀 敏 2

基于电脑的听觉听

阈测量的实验装置

设计

2012 年 9 月 1 日 冀 敏 5

呼吸力学相关实验

设计

2012 年 9 月 1 日 冀 敏 苏卫锋 2

激光纵模研究 2012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1

光电池量子转换效

率研究

2012 年 9 月 1 日

乐永康

2

垂直滴灌系统的研

制

2012 年 9 月 1 日

俞熹

2

X-CT 分辨率的研究 2012 年 9 月 1 日 苏卫锋 1

光电效应实验中的

数据采集及深入分

析

2012 年 9 月 1 日 苏卫锋 1

半导体输运性质的

测量

2012 年 9 月 1 日 苏卫锋 1

带有恒温系统的低

温超导实验

2012 年 9 月 1 日 姚紅英 1

纸桥 2012 年 9 月 3 日 陈元杰 1

虚拟示波器的开发 2012 年 9 月 3 日 原 媛 1

水钟演示仪的深入

研究

2012 年 9 月 3 日 原 媛 1

计算机实测实验的

改造

2012 年 9 月 3 日 魏心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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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国家级、省部承担国家级、省部承担国家级、省部承担国家级、省部

级、校级实验教学级、校级实验教学级、校级实验教学级、校级实验教学

改革项目改革项目改革项目改革项目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项目来源 项目经费项目经费项目经费项目经费（（（（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立项时间立项时间立项时间立项时间

支撑条件建设项目 人才培养基金项目 87.2 2008年 1月

1日

胶体纳米颗粒的相

互作用、针灸的物质

基础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5 2008年 1月

1日

二阶光学非线性有

机分子膜的电吸收

光谱研究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5 2008年 1月

1日

晶振性质的研究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5 2008年 1月

1日

物理教学实验开发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7.3 2008年 1月

1日

以研究前沿为导向

的近代物理教学实

验开发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

理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0.15 2009年 9月

1日

高校基础物理实验

教学情况调查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

理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0.15 2009年 9月

1日

物理演示实验现状

调查及课程建设的

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

理基础课程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

0.15 2010年 9月

1日

时间测量方法系

列教学实验开发

复旦大学物理系 10 2010 年 12

月 1 日

实验教学中的科研

元素与创造性训练

上海市教委 5 2011年 9月

1日

支撑条件建设项目 人才培养基金项目 75 2012年 1月

1日

胶体纳米颗粒的相

互作用、针灸的物质

基础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3 2012年 1月

1日

表面等离子共振

(SPR)光谱及其应用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3 2012年 1月

1日

表面物理相关教学

实验开发研究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3 2012年 1月

1日

颗粒状物体中的麦

克斯韦妖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3 2012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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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子课题

能谱分析在教学实

验中的应用

人才培养基金能力

提高项目之科研训

练子课题

3 2012年 1月

1日

医学物理实验 复旦大学 0.5 2012年 5月

1日

学生参加的创新性学生参加的创新性学生参加的创新性学生参加的创新性

实验项目实验项目实验项目实验项目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项目级别项目级别项目级别 起止时间起止时间起止时间起止时间 参加学生数参加学生数参加学生数参加学生数

超声波换能器能量

分布研究
国家级 2012-2013 年 2

粒子加速器演示

仪器的研制开发
国家级 2012-2013 年 2

X 射线荧光分析技

术相关近代物理教

学实验的开发

国家级 2012-2013 年 3

基于宇宙射线的教

学实验开发

国家级 2012-2013 年 1

弗兰克赫兹实验的

特性研究

校级 2011-2012 年 2

光电效应实验的深

入研究

校级 2011-2012 年 2

基于单片机的传感

器原理和应用实验

开发

校级 2011-2012 年 2

指数期货跨期价差

混沌分布模型

校级 2010-2011 年 1

掌上人耳听力检测

装置研制

校级 2011-2012 年 3

喉镜主要受力点力

学模型及显示装置

研究

校级 2011-2012 年 1

互联网上单摆实验

研制

校级 2011-2012 年 2

热电子能谱测量实

验仪开发

校级 2011-2012 年 2

基于 LED 的光通信

实验系统的研制

校级 2010-2011 年 2

脉冲弧光放电等离

子体实验仪的改进

校级 2009-2010 年 4

音叉受迫振动幅频 校级 2010-201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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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曲线研究

自编实验教材自编实验教材自编实验教材自编实验教材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出版时间出版时间

文科物理实验 马世红、童培雄、赵

在忠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5.1

医学物理实验 冀 敏 陆申龙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3.1

自编实验讲义自编实验讲义自编实验讲义自编实验讲义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已使用届次已使用届次已使用届次已使用届次 编写时间编写时间编写时间编写时间

《基础物理实验》补

充讲义

高渊、苏卫锋等 6 届 2007年 9月

1日

医学物理实验讲义 冀敏，姚红英，苏卫

锋，岑剡

4 届 2009年 9月

1日

Fundamental

Physics

Laboratory（全英

语）

乐永康、苏卫锋、原

媛、岑剡

4 届 2009年 9月

1日

近代物理实验 II 乐永康、俞熹、张新

夷、姚红英

4 届 2009年 9月

1日

自学物理实验讲义 童培雄 4 届 2009年 9月

1日

《近代物理实验

I/A》补充讲义

俞熹等 5 届 2008年 9月

1日

自制教学仪器设备自制教学仪器设备自制教学仪器设备自制教学仪器设备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已使用人次已使用人次已使用人次已使用人次 研制时间研制时间研制时间研制时间

FD-UDE-B 型 A 类超

声综合实验仪

冀敏等 175 2010年 3月

1日

肺呼吸模拟实验装

置

冀敏等 7 2011年 6月

1日

基于计算机的听觉

听力测量系统

冀敏等 20 2010年 3月

1日

FD-VR-C 受迫振动

与共振实验仪

陈骏逸等 30 2008年 3月

1日

数字光通讯演示仪 乐永康等 200 2011年 6月

1日

气体发射光谱演示

仪

乐永康等 10 2011年 6月

1日

弧光等离子体演示

仪

乐永康等 10 2009年 6月

1日

脉冲分析器 乐永康等 5 2012年 6月

1日

网络牛顿环实验 乐永康等 100 2010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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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线演示仪 吕景林等 10000 2007年 6月

1日

科里奥利力演示仪 吕景林等 6000 2009年 6月

1日

空中打靶演示仪 赵在忠等 250 2009年 6月

1日

磁场中运动导体的

电动势测量实验仪

童培雄等 120 2011年 6月

1日

可闻声波测距实验

仪

童培雄等 200 2011年 6月

1日

竖筒式旋光效应实

验仪

童培雄等 160 2011年 6月

1日

水的振动频率与水

波传播速度测定实

验仪

童培雄等 250 2008年 6月

1日

真空自由落体实验

仪

赵在忠等 100 2008年 6月

1日

反射式多普勒测速

实验仪

童培雄等 300 2008年 6月

1日

涡电流加热实验仪 童培雄等 200 2008年 6月

1日

液晶电光/热光效应

演示仪

童培雄等 200 2009年 6月

1日

温差电效应演示仪 童培雄等 300 2007年 6月

1日

高温超导转变温度

测量仪器

姚红英等 100 2007年 6月

1日

FD-VSMG-A 型材料

磁性综合测量仪

陆申龙等 6 2012年 8月

1日

FD-NST-B 型液体表

面张力系数测量实

验仪

陆申龙等 4 2012年 8月

1日

FD-SMOKE-B 表面磁

光克尔效应实验仪

董国胜，陆申龙等 12 2008年 8月

1日

医学物理实验系列

教学实验仪

冀敏，陆申龙，马世

红等

175 2008年 8月

1日

FD-TM-B 切变模量

与转动惯量实验仪

陆申龙等 600 2008年 8月

1日

FD-FSA-1 新型落球

法测重力加速度实

验仪

赵在忠等 120 2008年 8月

1日

FD-FMCFA 铁磁材料

居里点温度测试实

验仪

陆申龙等 20 2008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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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谱组合实验

仪

刘晓晗等 10 2008年 8月

1日

FD-GMR 巨磁电阻效

应实验仪

陆申龙等 12 2008年 8月

1日

其他：

——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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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果：

精品课程：

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课程名称 级别级别级别级别 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 获批时间获批时间获批时间获批时间

《大学物理实验》 国家级精品课程 张新夷等 2008

“文科物理（理论

与实验）”

国家级精品课程

上海市精品课程

马世红等 2009

《近代物理实验》 国家级精品课程

上海市精品课程

张新夷等 2010

医学物理与实验 上海市精品课程 冀 敏、张新夷等 2012

获奖：

1111、集体奖项：

(1) 物理教学实验中心获“2010 年度上海教育先锋号”光荣称号。

(2) 物理教学实验中心获“2009 年度上海市教委系统文明班组”光荣称号。

(3)近代物理实验教学团队获“复旦大学 2011 年度复华奖教金教学团队奖”。

(4)《<医学物理及实验>课程创新与实践》（完成人：冀敏、张新夷、姚红英、岑剡、马世红、

陈元杰）获复旦大学 201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5)《物理演示实验室建设》（完成人：吕景林、童培雄、赵在忠、乐永康、范伟民）获复旦

大学 2010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222、个人获奖

(1) 张新夷获“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张新夷、周鲁卫获 2011 年度物理系特别贡献奖。

(3) 冀敏获 2011 年度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贡献奖。

(4) 张新夷获“二〇〇九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5) 张新夷获复旦大学 2010 年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一等奖。冀敏和原媛获复旦大学 2010

年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三等奖。

(6) 乐永康获 2010 年度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贡献奖。

http://phylab.fudan.edu.cn/doku.php?id=home:%E5%86%80_%E6%95%8F
http://phylab.fudan.edu.cn/doku.php?id=home:%E5%BC%A0%E6%96%B0%E5%A4%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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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冀敏获 2009－2010 年度复旦大学“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8) 魏心源和乐永康获获复旦大学 2009 年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二等奖，陈骏逸、姚红英

和童培雄获复旦大学 2009 年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三等奖。

(9) 吕景林老师和先生获 2008-2009 年度“复旦大学比翼双飞模范佳侣”，

(10) 童培雄获 2009 年复旦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奖。

(11) 俞熹获 2009 年度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贡献奖。

(12) 童培雄获 2008-2009 年度“上海高校实验室先进工作者”称号。

(13) 王建华获 2008 年度复旦大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一等奖，吕景林获 2008 年度复旦大

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二等奖，冀敏和苏卫锋获 2008 年度复旦大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

三等奖。

(14) 张新夷老师获复旦大学 2007 年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一等奖，马世红老师、童培雄老

师和赵在忠老师获复旦大学 2007 年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二等奖，俞熹老师获复旦大学

2007 年度复华物理学科奖教金三等奖。

(15) 张新夷获 2007 年复旦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奖。

3333、获奖仪器

(1) “多功能脉冲分析仪”（研制者：乐永康、王烁、田祥）获“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

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仪器评比二等奖。

(2) “可闻声波测距实验仪”（研制者：童培雄、赵在忠、孙玉龙）获“第七届全国高等学

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仪器评比二等奖。

(3)“磁场中运动导体的电动势测量实验仪”（研制者：童培雄、赵在忠、孙玉龙）获“第七

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仪器评比二等奖。

(4)“FD-VSMG-A 型材料磁性综合测量仪”（研制者：陆申龙、胡顺全、郑源明、陈希江）获

“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仪器评比二等奖。

(5) “四极杆质谱教学实验仪”（研制者：乐永康、田祥）获“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

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6) “竖筒式旋光效应实验仪”（研制者：童培雄、赵在忠、陈元杰、孙玉龙）获“第七届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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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D-NST-B 型液体表面张力系数测量实验仪（研制者：陆申龙、陈希江、郑源明）获“第

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8) 数字光通讯演示仪（研制者：乐永康、朱骏、王佳军、周之光）获“第十届全国高等学

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天津，2011 年 7 月)演示仪器评比二等奖。

(9) 氢光谱演示仪（研制者：乐永康、殷海玮）获“第十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

研讨会”(天津，2011 年 7 月)演示仪器评比三等奖。

(10) 水钟演示仪（研制者：原媛、陈宁心）获“第十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

讨会”(天津，2011 年 7 月)演示仪器评比三等奖。

(11) 脉冲放电等弧光离子体演示仪（研制者：乐永康，赵在忠，谢寰彤）获“第九届全国

高等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09 年 8 月)获演示仪器评比一等奖。

(12) 科里奥利力演示仪（研制者：吕景林，范伟民，赵在忠，孙元龙）获“第九届全国高

等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09 年 8 月)获演示仪器评比二等奖。

(12) 液晶电光/热光效应演示仪（研制者：童培雄，赵在忠，孙元龙）获“第九届全国高等

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09 年 8 月)获演示仪器评比二等奖。

(13) 空中打靶演示仪（研制者：赵在忠，童培雄，吕景林，郑翔声）获“第九届全国高等

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09 年 8 月)获演示仪器评比二等奖。

(14) 水的振动频率与水波传播速度测定实验仪（研制者：童培雄，赵在忠，孙元龙）获“第

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一等奖。

(15) FD-SMOKE-B 表面磁光克尔效应实验仪（研制者：董国胜，陈希江，陆申龙，刘平安，

胡顺全）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

器评比一等奖。

(16) 医学物理实验系列教学实验仪（研制者：冀敏，陆申龙，马世红，金圣美，胡顺全，

杨溢）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

评比二等奖。

(17) FD-TM-B 切边模量与转动惯量实验仪（研制者：张平，陆申龙，郑声翔）获“第五届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二等奖。

(18) 反射式多普勒效应测速实验仪（研制者：童培雄，赵在忠，孙元龙）获“第五届全国

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19) 涡电流加热实验仪（研制者：童培雄，赵在忠，孙元龙）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

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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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D-FSA-1 新型落球法测重力加速度实验仪（研制者：赵在忠，李天群，周春明）

(21) FD-FMCFA 铁磁材料居里点温度测试实验仪（研制者：陆申龙，张学利）获“第五届全

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22) FD-VR-C 受迫振动与共振实验仪（研制者：陈骏逸，陆申龙，郑声翔，张学利）获“第

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23) 光纤光谱组合实验仪（研制者：刘晓晗，殷海玮，李小敏等）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

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24) FD-GMR 巨磁电阻效应实验仪（研制者：张朝民，张欣，陆申龙，时晨等）获“第五届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仪器评比三等奖。

(25) 流线演示仪（研制者：吕景林等)获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北

京，2007 年 8 月）获演示仪器评比一等奖。

(26) 温差电效应演示仪（研制者：赵在忠、童培雄)获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

学研讨会(北京，2007 年 8 月）获演示仪器评比二等奖。

(27) 自由落体演示仪（研制者：赵在忠等)获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

(北京，2007 年 8 月）获演示仪器评比三等奖。

4444、获奖教学论文

(1) 陈思，柯福顺，乐永康. 光栅光谱仪的标定[J]. 物理实验，2012，32(3):44-46 获“第

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成都，2012 年 8 月)教学论文评比二等奖。

(2) 罗页，乐永康. 蔡氏非线性电路的深入研究——参数测量和实验现象观察的新方法[J].

大学物理, 2010, 29(6):53-57 获“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西安，

2010 年 8 月)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

(3) 沈元,俞熹.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液-固-液界面接触角测量中的应用[J].大学物理,

2010,29(5):53-57 获“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西安，2010 年 8

月)教学论文评比二等奖。

(4) 许文仪,谷雨, 俞熹. 基于 MATLAB 的声波分析研究[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8,

27(7)37 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论

文评比二等奖。

http://phylab.fudan.edu.cn/lib/exe/fetch.php?media=home:whyx:papers:mri-angle.pdf
http://phylab.fudan.edu.cn/lib/exe/fetch.php?media=home:whyx:papers:+iCJmatlab%2549i%22%18'F%3Ef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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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涛,游胤涛,陆申龙,马世红. 扭转丝状液晶电光效应及电场响应的研究[J]. 大学物

理，2007, 26(12):48-52 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上海，2008

年 10 月)教学论文评比二等奖。

5、专利：

(1) 可闻声波测距实验仪 ZL 2009 2 0067879.6 授权日2009.11 完成人：童培雄，赵在忠

(2) 涡电流加热实验仪 ZL 2009 2 0067880.9 授权日2009.11 完成人：童培雄，赵在忠

(3) 反射式多普勒测速实验仪 ZL 2009 2 0067881.3 授权日2009.11 完成人：童培雄，赵

在忠

(4) 温差电效应发电演示仪 ZL 2009 2 0067882.8 授权日2009.11 完成人：童培雄，赵在

忠

(5) 温差电效应致冷演示仪 ZL 2009 2 0067878.1 授权日2009.11 完成人：童培雄，赵在

忠

6、教学论文

1. 杨平京，马世红，组合式黑体辐射实验装置的搭建和探究，《物理实验》已接受

2. 周航，徐杨，张新夷. 同步辐射用高频腔性能研究实验的建设[J]，物理实验，已接受

3. 唐爽，白翠琴，马世红. Franck—Hertz 实验中电流信号强度随温度变化的现象. 大学

物理，31 卷 9 期，50-52,60，2012 年 9 月

4. 乐永康，张冶青，夏辉，胡李鹏，刘捷孟. 电子光学教学实验开发[J]. 大学物理，2012，

31(9):32-35

5. 陈思，柯福顺，乐永康. 光栅光谱仪的标定[J]. 物理实验，2012，32(3):44-46

6. 王奇思，孙健，马世红. 基于彩虹光学原理测量介质材料折射率的新方法，大学物理，

31 卷 2期，55-58，2012 年 2 月

7. 杨凯鸣，魏心源，吕景林. 静电系列实验的远程演示[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2

8. 何益鑫、张新夷. Franck-Hertz实验的物理过程[J]. 物理实验，2011, 31(5):33

9. 苏卫锋，乐永康. 充氖夫兰克-赫兹管的发射光谱研究[J]. 物理实验, 2011, 31(4):34

10. 陈宁心, 原媛. 古代计时器——水钟[J].物理实验,2012,32(2):43-46

11. 冀 敏，张新夷，姚红英，岑剡，苏卫锋，马世红。“医学类专业物理实验分层次教学与

实践”。全国医学教育管理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148-149，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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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争路，岑剡，平行光斜入射光栅(矩孔)的衍射光场，物理实验，31 (8)43(2011)

13. 郭思妍，严寒，吕景林.薄膜干涉演示仪的设计[J].物理实验，2011 年，31（增刊）：

39-41.

14. 马世红，最新版本《西尔斯大学物理学》教材的特点，“2010 年国外大学物理教学与教

材研讨会（会议论文集）”，p.69-75，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4 月

15. 刘双平、俞熹，荷叶效应的研究，大学物理, 30(9):50 (2011)

16. 马世红，近代物理实验指导－－表面磁光克尔效应实验，“2011 年暑期基础物理实验课

程骨干教师培训班（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广西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承办，广西南宁），2011 年 7

月 11 日－16 日

17. 徐杰谌，乐永康，俞熹. 水基切伦科夫μ子探测器的研究[J]. 大学物理, 2011,

30(6):57

18. 赵聪、俞熹，沪深 300 股指期货非线性阻尼振动量价模型，当代经济，277 (7)（2011）

19. 赵聪、许文仪、俞熹，沪深 300 指数期货跨期价差混沌分布模型，当代经济，279

(8)144(2011)

20. 陈雨璐,侯晓远,岑剡,掺杂浓度和无序对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载流子迁移率的影响,红

外与毫米波学报,30(03),271-275(2011)

21. 吕景林.物理演示实验选修课的尝试.全国高等学校第十届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研讨会论

文集，2011 年:172-174.

22. 陈元杰， 殷海玮， 陆申龙， 马世红. 第 26 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决赛）实验试题

的解答与考试评析(续)，物理实验，30 卷 4期，22-27, 2010 年 4 月

23. 陈元杰， 殷海玮， 陆申龙， 马世红. 第 26 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决赛）实验试题

的解答与考试评析，物理实验，30 卷 3期，19-21，24，2010 年 3 月

24. 孙梦超，原媛，俞熹. 基于 A/D 卡和 Labview 软件的计算机实测物理实验[J].物理实

验,2010,30(12):21-23.

25. 罗页，乐永康. 蔡氏非线性电路的深入研究——参数测量和实验现象观察的新方法[J].

大学物理, 2010, 29(6):53-57

26. 乐永康，赵在忠,谢寰彤. 脉冲放电弧光等离子体演示仪[J]. 物理实验, 2010,

30(6):37-38

27. 乐永康，王建华. 以提高学生能力为目标的提问式实验指导[J]. 物理实验,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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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增刊):57-59

28. 罗页，曹宇，环静，乐永康. 混沌电路实验 2种模拟方法的比较[J]. 物理实验, 2010,

30(增刊):120-123

29. 安克难，魏心源，吕景林。使用计算机图形编程实现单摆相关演示实验[J].物理实验，

2010 年，30（增刊）：96-99.

30. 罗胤 汪人甫 姚红英 小质谱钼带温度的测量 《大学物理实验》 -2010 年 5 期，

31. 华波 汪人甫 姚红英 改进实验仪器测量 Bi/Ag 线材的超导转变温度 《大学物理实验》

-2010 年 4 期，

32. 俞熹，乐永康，苏卫锋，张新夷. 维基(Wiki)网站在物理实验教学中的作用[J]. 物理,

2009,38(11):809

33. 赵聪,俞熹,沪深300股指期货跨期套利价差的R／S分析科学技术与工程 Vol.10 No.33

11 月号 (2010)

34. 沈元,俞熹,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液-固-液界面接触角测量中的应用,大学物理 Vol.29

No.5 page53-57 5 月号 2010

35. 潘盛成，童培雄，赵在忠.反射式声波多普勒效应测速实验[J]. 物理与工程,

2010,20(4):70-71.

36. 朱海宁，钮佳艳，冀 敏.家庭用自主听力测试系统的设计与应用，第 15 届中国医学物

理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6-207，2010 年 8 月.

37. 冀敏，姚红英，岑剡，马世红，张新夷.八年制医学生〈医学物理实验〉内容设计与实

践，第 15 届中国医学物理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18-219，2010 年 8 月.

38. 童培雄，赵在忠，孙玉龙.液晶的电光与热光效应演示仪的研制[J] . 物理实验, 2009,29

Supp:41-42.

39. 张京，王琪，苏卫锋，马秀芳，透明胶带纸中的色偏振现象[J]. 物理实验，2009,

29(10):38-40

40. 唐爽，马世红. 利用数码相机(CCD)测量所在地区纬度，大学物理，28(7)，56-58，64，

2009

41. 朱海，邓若鹏，陈元杰 设计控温装置研究液体表面张力系数与温度的关系，物理实验，

2009,29(7):40-42

42. 陈思，马世红. 普通光谱仪用于混色物理实验，物理实验，29(6)，38-42，46，2009

年 6 月

http://s.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earcher.ashx?ArticleId=dxwlsy201005005&Name=%e7%bd%97%e8%83%a4
http://s.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earcher.ashx?ArticleId=dxwlsy201005005&Name=%e6%b1%aa%e4%ba%ba%e7%94%ab
http://s.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earcher.ashx?ArticleId=dxwlsy201005005&Name=%e5%a7%9a%e7%ba%a2%e8%8b%b1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xwlsy201005005.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xwlsy.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xwlsy/2010-5.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earcher.ashx?ArticleId=dxwlsy201004002&Name=%e5%8d%8e%e6%b3%a2
http://s.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earcher.ashx?ArticleId=dxwlsy201004002&Name=%e6%b1%aa%e4%ba%ba%e7%94%ab
http://s.g.wanfangdata.com.cn/SearchResearcher.ashx?ArticleId=dxwlsy201004002&Name=%e5%a7%9a%e7%ba%a2%e8%8b%b1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xwlsy201004002.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xwlsy.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xwlsy/2010-4.aspx
http://phylab.fudan.edu.cn/lib/exe/fetch.php?media=home:+%169%5E300)9F(6J+e/W6J%3CG0k,K%22%5E%254r_s'F%3Ef.pdf
http://phylab.fudan.edu.cn/lib/exe/fetch.php?media=home:whyx:papers:mri-ang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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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查扬,汪人甫,俞熹.利用电磁左手材料调控电磁波的偏振反转,大学物理, 28(6) 43-46

(2009)

44. 周健,俞熹,王煜,光磁共振实验中壁弛豫过程与外磁场关系,大学物理,28（6）：26-29，

(2009)

45. 周健 俞熹 王煜，光磁共振实验中异常光抽运信号的深入探讨，物理实验 29(4):1-6

（2009）

46. 蔺明婕, 俞颉翔, 白翠琴, 潘玉莲, 马世红. 弗兰克-赫兹实验中温度与电子平均自由

程的关系，物理实验，29(3)，39-43，2009

47. 俞熹，王煜，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的一些误区及改革物理实验 29(1)14（2009）

48. 童培雄、赵在忠、孙玉龙，液晶的电光与热光效应演示仪的研制，物理实验 2009/增刊

49. 樊秦, 赵在忠, 童培雄. 空中打靶实验设计与探讨[J] 物理实验, 2009,29 Supp:1-3.

50. 吕景林。物理演示实验在科学素养教育中的作用。全国高等学校第九届物理演示实验教

学研讨会论文集，2009 年：90-91.

51. 周菁华，刘芸，陈骏逸，马世红，李天群 “节能玻璃的物理特性测量及应用” 哈尔

滨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09，vol.25 No.1 ：34-37

52. 马世红，王煜，侯晓远，戴乐山，戴道宣，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介绍

新版《近代物理实验》教材的特色，“第十七次全国原子、原子核物理研讨会暨全国近

代物理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302-308，2008 年 7 月

53. 俞熹，许文仪,用有效质量法研究晶振特性, 物理实验，28(8) 34 (2008)

54. 冀敏，侯晓远，马世红，浅谈大学基础物理教学中的案例教学，物理与工程（增刊 ），

43－45，2008 年 7 月

55. 许文仪,谷雨, 俞熹，基于 MATLAB 的声波分析研究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7(7), 37(2008）

56. 马进,俞熹,石墨原子 STM 图像的形变分析. 物理实验，28（5）1 (2008)

57. 周菁华，刘芸，陈骏逸，马世红，李天群 “节能玻璃的热学特性测量” 大学物理实验

2008， vol.21 No.4 ：1-5

58. 李正平，马世红, 线偏振光旋光角检测定位准确度的研究，大学物理，27 卷 2 期，50-53，

2008 年 2 月

59. 苏卫锋，白翠琴，弗兰克-赫兹实验教学内容剖析[J].物理实验，2008,28(12):37-38

60. 俞繁莉，张乐，童培雄，赵在忠. 通过水滴下落测重力加速度[J] 物理实验, 2008,28

Su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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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马世红，童培雄，赵在忠，文科物理实验教学，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34

卷 增刊，108－109(2008)

62. 唐爽，岑剡,硅光电池测量硅单晶半导体材料的禁带宽度，物理实验,28(11),6(2008)

63. 李涛，游胤涛，陆申龙，马世红, 扭转丝状液晶电光效应及电场响应的研究，大学物理，

26 卷 12 期，48-52, 2007 年 12 月

64. 陈思，陈骏逸 “音叉作受迫振动的速度共振幅频响应曲线的研究” 实验技术与管理，

24(12)：48-50 2007

65. 马世红，冀敏，医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设想与实践,物理与工程（增刊），504

－506，2007 年 8 月

66. 高渊. 布儒斯特角的非电量电测，物理通报，2007/06:38

67. 杨之昌，王建华，马世红，测量不确定度在光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物理实验，27(5)，

31-34，44, 2007

68. 童培雄，赵在忠. 涡电流加热实验仪的研制[J] 物理实验 2007,27(5): 17-20

69. P Dawson，游胤涛，马世红, 伦琴对电磁理论的重要贡献，物理，36(4)，325-329, 2007

70. 杨之昌，马世红，漫谈教学用分光计，物理实验，27(2)，40-41，45, 2007 年 2 月

71. 姬玉，浦寒千，陈骏逸，陆申龙. 声速测量及声波的波动学规律研究，大学物理，2007,

26(1):58-61

72. 陈思，陈骏逸 “受迫振动与共振的计算机测量” 哈尔滨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07，

vol.23,No.4 ：52-55

73. 吕景林，赵在忠。物理演示实验持续发展之路的商榷[J].物理实验，2007 年,27（特

刊）:26-28.

74. 赵在忠，吕景林。自由落体的演示[J]，物理实验，2007 年，27（特刊）:41-42.

7、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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