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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三十五年历程


 

第一阶段1979年-1986年
前后有十二次理科类全国大会、一次亚洲地区

 盛会、一次工科类全国大会（？）


 

第二阶段1986年-1998年
冰封期


 

第三阶段1998年-2014年
八次全国大会（理工科合并）



时间 地点 承办单位 会议名称 类型 备注

1979年，暑假 长春
东北师大北

 
师大

高等师范物理实验讲习班

1980/1/13-1/23 北京 北京大学
综合性大学物理系近代物理实验课

 
程设置和教材会议

综合大学 32所院校、64人

1980/6/23-7/4 西安 陕西师大 高师院校第二届实验物理讨论会 高等师范 69所院校、95人

1980/10/30-11/5 南京 南京大学 普通物理实验教学讨论会 综合大学 17所院校、200余人、103篇论文

1981（？） 苏州
江苏师院（

 
苏州大学）

高等师范

1981/10/25-10/30 上海 复旦大学
全国综合性大学近代物理实验交流

 
会

综合大学 45所院校、133人、106篇论文

1982/10/12-10/18 南宁 广西大学
全国综合性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讨论

 
会

综合大学
76所院校、91人、15家工厂；97件/二等5件、三等

 
二十件、四等十三件

1982/10/18-10/23 武汉 华中师大
全国高师院校近代物理实验交流会

 
（第三届）

高师院校
80所院校、137人；论文资料70篇、影片12部、自

 
制仪器设备44件；评选出27件（实物12件、录像6

 
件、图片资料9件）；给出评议意见

1983/10/24-10/29 重庆 西南师院
全国高师院校物理实验教材教学交

 
流会

高师院校 120人；论文115篇

1983/11/11-11/16 厦门 厦门
全国综合性大学近代物理实验交流

 
会

综合大学
55所院校、140人；论文110篇；评出41件获奖作品

 
（首届评奖工作）

1984/8/9-8/15 兰州 兰州大学
全国综合性大学普通物理实验教学

 
讨论会

综合大学 35件/二等2件、三等8件、四等5件

1984/11/26-12/1 广州 华南师大
全国高师院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教材

 
讨论会

高师院校
68所院校、121人；论文101篇、录像图片资料23件

 
、自制教材13套

1986/11/4-11/8 南京 南京师大 全国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教材讨论会 目前实验教师队伍动荡、收缩、后继乏人，

呼吁教育部门要密切注意1986/11/10-11/14 郑州 郑州大学 全国近代物理实验教学教材讨论会




 

1983年9月12日-16日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了
 亚洲地区实验物理教学会议。




 

1984年10月27日-11月3日全国高等工科院校
 物理实验教学与教材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

 议决定86年召开第二届经验交流会。




 

到1986年情况出现变化




 

建国以来的物理教育背景

1951年建立了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

下设立了六个编审小组：数学小组（17人），物理小组（28人），化学

 小组（28人），气象小组（8人），生物小组（40人），地质小组（26 
人）

1962年以来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
理科物理学教材编审委员会

工科普通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

注：那时没有专门的实验物理组




 

1979年以来的中国高校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

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

（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主任委员：王竹溪）
普通物理编审小组（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理论物理编审小组（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固体物理编审小组（主持学校：复旦大学）

物理实验编审小组（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组长：虞福春）

天文学教材编审小组

注：84年吴思诚为物理实验编审小组成员之一。

工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

（主持学校：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主任委员：程守洙）
物理实验编审小组（主持学校：大连工学院

 
组长：朱竹林）




 

1990年7月，在兰州召开了全国高等理科教
 育工作会议。会后，原国家教委决定将原来
 的教材编审委员会改建为教学指导委员会。
 职能发生转变，从教材编审转变为教学指导。

摘自：http://www.edu.cn 2006-07-03 
“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回顾与展望”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夏鲁惠

第二阶段冰封期




 

首届高等学校物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1990-1995）
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主任委员：

 
高崇寿


 

下设七个教材建设组
普通物理物理学组

 
主持学校：南京大学

 
组长 ： 冯致光

理论物理学组

 
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组长 ： 高崇寿

固体物理学组

 
主持学校：南京大学

 
组长 ： 李正中

实验物理组

 
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组长 ： 吴思诚

天文学组

 
主持学校：南京大学

 
组长 ： 曲钦岳

应用物理学组

 
主持学校：浙江大学

 
组长 ： 张其瑞

中学物理学教学论组

 
主持学校：北京师范大学

 
组长 ： 阎金铎

据吴思诚教授回忆说，那些年由于各个高校经费紧张，没能举
 办成全国性的实验物理教学交流会。从虞福春教授给98年南
 开大学会议的贺信中猜测那些年大致为86年-98年的十多年。




 

第二届高等学校理科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1995-2000年）

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主任委员：

 
高崇寿


 

下设四个教学指导组：
基础物理教学指导组

 
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组长 ： 赵凯华

专业物理与应用物理教学指导组

 
主持学校：南京大学

 
组长 ： 龚昌德

实验物理教学指导组

 
主持学校：北京大学

 
组长 ： 吴思诚

天文学教学指导组

 
主持学校：南京大学

 
组长 ： 许敖敖

实验物理教学指导组：
组长：吴思诚（北京大学）；
副组长：曾贻伟（北京师范大学）、熊贵光（武汉大学）
成员：王双维（东北师范大学）、陆申龙（复旦大学）、马葭生（华东师范大学）、

潘元胜（南京大学）、高立模（南开大学）、朱世国（四川联合大学）、
陈仁术（中山大学）、史志强（陕西师范大学）

秘书：段家忯（北京大学）
联络员：张思挚（高等教育出版社）




 

实验指导组在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根据当时的物理实验教学
 状况，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物理实验大会，大会有一项议
 程：评选自制的优秀教学仪器和优秀教学论文，以激发广大
 实验教师的积极性。


 

1998年的实验大会与实验教学指导组的工作会议同时在南开
 大学召开。这是文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第一次召开
 全国性的物理实验大会，受到当时国家教委（教育部的前身）

 的重视，大会邀请了原高教司司长陈祖福（已去世）作大会
 讲话。天津市教委负责人，南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教务
 长等都参加了会议。大会上，吴思诚教授在大会讲话中深有
 感触地说：“这次全国各物理实验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物理实

 验教学的春天”。全国各高校对此次会议充满了兴趣。


 
大会决定，以后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大会（后来改为每

 两年一次）。优秀教学论文每两年一评，优秀教学仪器每四
 年一评。




 

关于1998年全国物理实验大会的成因归纳为如下几点：
1、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实验物

 理教学指导组倡导；
2、当时物理实验的教学形势开始好转，从教育部到各高校对

 实验教学开始重视；（九十年代的“211工程”、“985工程”）
3、1998年开始、2000正式实施的教育部第二次世界银行贷

 款项目对我国的实验教学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多年来对实
 验教学最大的投资；

4、各高校对新世纪实验教学改革有非常迫切的期待。
鉴于上述几点，实验教学指导组倡导召开全国物理实验大会，

 大会题目为“面向21世纪实验物理教学展望及教学改革经验
 交流会”。会议规模适中，远没有近年来的规模。

以上是我与98年南开会议组织方高立模教授邮件联系时，他对
 我的问题的回答。







2001年中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  
究会正式于武汉大学成立


 

研究会成立背景


 

研究会性质


 

研究会工作条例


 

研究会历届工作小结


 

研究会历任常务理事会



研究会成立背景


 

2001年开始理工合并，教指委大改组，将工科和理科的教学
 指导委员会合并，物理口分为物理专业、非物理专业和天

 文，取消了基础物理、实验物理等分委员会，把基础物理分
 别归在物理专业和非物理专业里，实验两边都有，两边都

 管，但是实验物理研究会归物理专业教指委领导，或者说每
 次发通知都是总的教指委（赵光达主任，刘玉鑫秘书长）盖
 章。教育部另外成立了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包含所有专
 业的实验，有设备部人员参加。

注：上述是王稼军教授总结的情况。



研究会性质


 

非盈利性、不设账务的民间组织


 

挂靠于教育部下属的：

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2001年-2005年 主任委员：顾秉林（清华大学）

2006年-2010年 主任委员：赵光达（北京大学）

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3年-2017年 主任委员：王恩哥（北京大学）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3年-2017年 主任委员：頋牡（同济大学）



研究会工作条例


 
2001年第一版工作条例（章程）


 

2010年第二版工作条例（章程）


 
总结如下：

1、研究会实行会员制，凡是注册参加全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讨会的高校

 自动成为会员。
2、研究会执行机构为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单位及理事单位推荐的一

 名理事代表组成。每四年换届一次。
3、常务理事会设理事长单位1个，副理事长单位若干，及常务理事单位若

 干。理事代表除前述理事单位推荐的，还包括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1 
名，由已有理事单位推荐。

4、理事单位为满足一定条件的会员（高校），其资格由现任常务理事会根

 据理事代表候选人和其所代表单位的情况民主推选。
5、理事代表的产生实行理事单位推荐制，研究会备案。
6、常务理事会换届工作，由现任理事会讨论产生新一任理事会。



研究会历届工作小结


 

举办全国性大会

年份 学校 区省市 备注

第一届 1998 南开大学 华北天津 仪器和论文评比

第二届 2001 武汉大学 中南湖北武汉

第三届 2004 吉林大学 东北吉林长春 仪器和论文评比

第四届 2006 重庆大学 西南重庆

第五届 2008 复旦大学 华东上海 仪器和论文评比

第六届 2010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陕西西安 论文评比

第七届 2012 四川大学 西南四川成都 仪器和论文评比

第八届 2014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黑龙江哈尔滨 论文评比



代表

 人数
院校

 数
会议论文数

论文评比结果 仪器评比结果

总数 一等 二等 三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总参评

 数

第一届 192 38
注：从投稿论文中选出优秀论文

 ，以后的都是学生已发表的论文
3 11 15

第二届 约300 130 约120 无 无

第三届 约380 140 194 24 2 5 8 8 30 53 161

第四届 约350 约300 无 无

教学 科研 教学 科研 教学 科研

第五届 约400 171 216 28 2 2 8 4 5 5 10 40 57 171

第六届 约530近200 240 33 4 3 6 8 8 4

第七届 约600 187 291 37 4 2 8 4 13 6 5 28 32 111

第八届 185



研究会历届工作小结


 

与《物理杂志》编辑部合作建设研究会网站
 （http://cup.nenu.edu.cn）

有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研究会历任常务理事会


 

2001年（第一任）理事长单位名单

单位 姓名 备注

北京大学 吴思诚 理事长

北京大学 段家忯 秘书长

清华大学 邓景康 副理事长

北京师范大学 曹慧贤 副理事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霍剑青 副理事长

南京大学 潘元胜 副理事长

南开大学 高立模 副秘书长

北京大学 虞福春 名誉理事长



地区
2013年

 本科院

 校数

2013年

 教育部

 直属

2013年

 专科以

 上

2001年

 名单数
2001年

 理事长
2006年

 名单数
2006年

 理事长
2010年

 名单数
2010年

 理事长

华北 151 25 347 6 4 7 4 8 4

东北 115 5 231 4 0 5 1 7 1

华东 249 20 665 9 2 12 4 16 4

中南 185 11 522 6 0 7 1 6 2

西南 97 6 258 4 0 5 1 5 1

西北 80 6 175 4 0 5 1 7 1

合计 877 73 2198 33 6 41 12 49 13

理事单位名单数变化



谢谢大家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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