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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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 要 ( 摘 发 )

　　 1998年 10月 12日至 15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全国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面向 21世纪

实验物理教学展望及教学经验改革经验交流会 .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 192名 , 他们分别来自全国的

综合性大学、 师范院校和部分工科院校 . 会上 , 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实验物理教学指导组组长吴思诚教授向大会宣读了实验物理学界老前辈、 《物理实验》 杂

志主编虞福春教授给大会的贺信 .南开大学候自新校长代表南开大学对与会全体代表表示欢迎 ,对

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教育部高教司陈祖福副司长作了题为 “面向 21世纪 ,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 ,

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 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 的重要报告 , 对与会代表有

很大启发 .

会议用两天时间进行大会发言和分四个专题进行小会交流 ,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各校

在物理实验内容、课程体制改革中的思路和有益的尝试 ,讨论中心围绕“在加强基础的同时 ,开展多

层次、多种形式的实验教学 ,培养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这个主题 .会上 ,还有很多学校的代表

反映 ,一些院校在经费投入方面已得到很大改善 ,但仍有许多学校经费紧缺的状况尚未得到缓解 ,

希望引起教育部及有关方面的重视 ,给予一定的投入 .

会议还开辟了研制仪器及 CAI实验教学课件展览会场 , 展示了十几年来全国综合性大学及师

范院校 (包括一些工科院校积极参与 ) 在实验物理教学领域的教师、 实验技术人员取得的丰硕教

学成果百余套 , 其中有的教学仪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受到代表们的欢迎 . 这些同志勇于改革、

甘于奉献的高尚精神品格始终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与会代表 , 给各校的课程建设和实验室建设提

供了宝贵经验 .

15日上午大会举行了闭幕式 , 吴思诚教授作了总结报告 . 他充分肯定了十几年来广大实验教

师在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考试制度等方面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 并根据两天的讨论及教改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如下意见: 1)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普遍规律的实验学科 . 物理实验课教

给学生如何用实验方法研究物理现象与规律 , 教他们掌握物理学各领域中的一些基本实验方法和

技能 , 不仅加深对物理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的理解 , 而且在培养学生能力上起着重要作用 . 要进

一步加强基本实验 , 赋予它们好的物理内容 , 先进的实验方法和技术 , 以及尽可能多的实验训练 .

要强调物理实验课教学对培养杨振宁先生倡导的分析、 归纳、 综合等方面科研能力的重要性 . 要

鼓励大家进一步探索能使广大学生受益、 提高办学效率的、 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改革措施 . 2)淘汰

那些在科研、 生产中已不再使用的实验仪器、 方法和技术 . 在积极引进现代实验手段的同时 , 注

意开发它们在提高学生实验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功能 . 适当把计算机引入实验课教学是必要的 , 但

应注意避免实验课片面追求计算机化的倾向 .计算机辅助教学很重要 ,但不能替代学生做实验 ,它

有利于对学生因材施教 , 便于学生主动学习 . 要编制好一系列实验课教学软件的任务是很艰巨的 ,

希望大家广泛交流并加强协作 . 3)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 , 物理实验课对非物理类专业学

生是十分重要的课程 . 建议大家积极进行课程内容的改革 , 增加一些适合不同学科需要、 反映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近代物理的实验课题 , 以满足教学改革的需要 . 4) 由于各校情况不同 , 不能有

统一的实验教学大纲 . 各校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 探索适合自己的模式 . 提高教师水平是搞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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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 , 提倡广大从事实验教学的教师应有一定时间积极参加各种科研活动 , 同时要加强实验室

骨干教师和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 . 最后 , 吴思诚教授指出: 我们又迎来了物理实验教学大发展的

又一个春天 , 我国那么大 , 那么多老师 , 一定能将普物、 近物实验课改革搞好 . 这次仪器展览很

好 ,希望我们能做出更多对学生有很好训练的仪器 ,打开国内市场 , 还要有信心打开国外市场 , 希

望大家同心协力 ,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颁奖仪式 . 经专家组评定 , 从参评论文中评出 38篇优秀论文 . 在参评仪器

中 , 15件获优秀教学仪器三等奖 , 11件获二等奖 , 3件获一等奖 . 大会还对 《物理实验》 杂志创

刊 100期以来的优秀论文颁了奖 . 经 《物理实验》 杂志编委们评定 , 评选出优秀论文奖 105个 , 其

中一等奖 32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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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　 1998. 10. 15

获奖论文一览表

序号 　　　　论文 题 目 　　　单　　位 　作　者

1 物理实验试题库管理系统简介 广西工学院 黄榜彪等

2 分组物理实验管理系统 广西工学院 朱基珍等

3 采用多种教学模式 , 全面培养创新人才 复旦大学物理系 沈元华等

4 联合办学中普物实验室的建设与调整 宁波大学物理系 叶锡恩

5 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安徽大学物理系 赵青生

6 加强实验教学 , 突出能力和素质培养 昆明陆军学院 胡祥发

7 “高年级物理实验”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中国科大物理系 吴柏枚等

8
高师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一种尝试——
“阶段化、 单元化、 现代化” 教学模式

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 赖恒等

9 综合物理实验课小结 北京大学物理系 张洁天

10 面向 21世纪大学基础物理实验的改革和研究 华东师大物理系 宦　强等

11 在普物光学实验中引入微机辅助教学的探索 天津师大物理系 张　力等

12 用黑白感光胶片制做彩色幻灯片 天津师大物理系 张　力等

13 基础实验重在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天津师大物理系 张妮娜

14 加强实验室建设和管理 , 搞好基础实验教学 延边大学物理系 金发善等

15 物理实验教学中开设专题实验的设想与尝试 大连海事大学 张映辉等

16 转变教学思想 , 注重培养学生实验教学能力 江西抚州师专物理系 饶黄云

17 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武汉大学物理系 周殿清

18
现代化多媒体物理实验教学环境—— “微机辅助物理实验教学
系统” 的应用

山东大学物理系 何希庆等

19 基地建设中近代物理实验的建设思路 南开大学物理科学院 黄培忠等

20 用电子积分器测量铁磁材料的静态磁化曲线 南开大学物理科学院 刘少杰等

21 用示波器观察动态磁滞回线的改进 南开大学物理科学院 陈　平

22 在实验研究中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科学工作品质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原如领等

23
在摄谱仪上用计算机控制 CCD进行谱线拍摄并对谱线波长进
行测量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平　澄

24 色度学实验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 王书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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