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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回顾
• 1月20日，工作组会议

命题类题目确定及第一轮通知发布

• 5月11日，工作组会议
初赛预报名讨论和交流研讨会安排

• 6月12日，举办线上实验竞赛（创新）交流研讨会
• 8月18日，发布第二轮通知
• 9月1日，初赛正式报名开始
• 9月22日，工作组会议

讨论初赛报名截止日期、省赛对接、多校区高校报名等问题

• 10月16日，初赛报名截至



• 10月18日，工作组会议
汇报作品提交情况，讨论评审安排、专家培训等

• 10月22日，初评专家培训会
• 10月23 日-31 日初赛评审
• 11月3日，工作组会议

汇报初评情况与大赛进度，讨论违规作品如何处理

• 11月7日，初赛成绩公布，开始接受申诉
• 11月10日，工作组会议

汇报申诉情况，讨论决赛通知、决赛安排和决赛专家遴选等



• 11月11日，发布第三轮通知（决赛通知）

• 11月26-27日，决赛

• 11月29日，决赛成绩公示，12月5日，正式发布

• 12月20日，电子版盖章证书制作完成并上传

• 2023年1月6号完成纸质证书邮寄

• 接下来完成专家评审费发放和经费决算工作



Ø2022年物理实验竞赛总体情况：

（一）、参赛队伍情况

报名学校535所，报名学生10770人，成功参赛2013组队伍，进入决赛302组队

伍，占比15%。本届赛事在湖北、浙江、江西三省试点“省赛-国赛”对接机制，

43组队伍入围全国决赛。最终345组队伍参加全国决赛。

二、获奖情况分析



（二）、评审情况

初赛方式：线上评审；

初赛评审专家： 1162名，由参赛高校推荐经组委会审核产生；

决赛方式：线上答辩评审；

决赛评审专家： 92名，根据组委会的要求通过邀请制产生；

命题类 自选类 讲课类

初赛评审专家数 393 380 389
决赛评审专家数 35 29 28



（三）、获奖情况
214个作品获一等奖、403个作品获二等奖、633个作品获三等奖、787个作品
获优秀奖、16个参赛高校获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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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违规作品和申诉作品情况：
  初赛涉嫌违规作品共计80组

  （1）命题类31组，确认违规4组，不违规退回重新评审27组；
  （2）自选类31组，确认违规9组，不违规退回重新评审22组；
  （3）讲课类18组，认定违规扣分的有13组，不违规退回重新评
审5组

     初赛成绩公布后，共收到申诉218份
  （1）命题类 72份，维持原判69份，3份重新组织专家打分，2
个作品进入决赛，并都获得了一等奖
  （2）自选类 86份，维持原判69份，17份重新组织专家打分，6
个作品进入决赛，4个获得一等奖  
  （3）讲课类 60份，维持原判56份，4份重新组织专家打分

     



命题类赛道
四个选题
第一题“透明液体浓度测量”（366部作品，占比50% ）
第二题“声音定位”（194部作品，占比27%）
第三题“冰的导热系数”（136部作品，占比19% ）
第四题“量子化能级测量试验仪”（33部作品，占比5% ） 
获奖比例
第一、二、三题各获一、二、三等奖的比例基本与整体比赛规则要求的比例基本
一致，分别是10%、20%和30%左右；
第四题获一、二、三等奖的比例分别为21%、27%、15%。 

选题总量（729）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第1题：透明液体浓度测量 366 36 72 112

第2题：声音定位 194 20 39 59
第3题：冰的导热系数 136 13 25 45

第4题：量子化能级测量实验仪 33 7 9 5





选题分析

（1）四个题目的选题数量出现的明显差异，说明从第一到第四题

逐渐变难；

（2）前三题获奖比例与平均获奖比例一致，说明命题难度能够满

足竞赛需求，作品的评审得分在合理区间 ；

（3）第四题最难但获奖比例最高，可能是因为第四题为近代物理

实验，更适用于物理学类专业学生。

      总体来说，本届创新赛命题类的赛题结构和难度梯度分布合

理，且考虑到了不同专业学生的参赛需求。  



自选类赛道
三组选题
实验仪器制作与改进（450部作品，占比68%）；
仿真模拟程序开发（131部作品，占比20%）；
多媒体资源制作（80部作品，占比12%）。
获奖比例
实验仪器制作改进类作品，获一等奖比例为12.4%略高于平均水平；
仿真模拟程序开发类作品，获一等奖比例为8.4%略低于平均水平；
多媒体资源制作类作品，获一等奖的比例为5.4%占比最少。 

选题总量（660）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实验仪器制作 450 56 89 145
仿真模拟程序开发 131 11 24 33
多媒体资源制作 80 4 17 23



获奖比例



讲课类赛道
选题要求
不限定具体的实验项目，但限定每个参赛高校不超过2个参赛作品。
选题情况
选题数量较多的前10个实验占比超过70% 。

选题总量（648）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牛顿环 77 21 13 20

迈克尔逊干涉仪 65 15 13 16

霍尔效应 58 11 11 17

杨氏模量 50 15 5 13

分光计调节与使用 44 3 6 9

液体表面张力 36 11 5 13

转动惯量 36 5 9 9

声速的测量 32 7 10 3

电桥法测电阻 29 3 8 5

光电效应 27 7 2 4



获一等奖比例最高的前5个实验项目为：
(1)太阳能电池性能研究37.5%;
(2)光栅测波长33.3%;
(3)液体表面张力测量30.6%;
(4)金属杨氏模量测量30.0%;
(5)“牛顿环”实验27.3%。

获奖情况



选题分析

（1）从题目内容的角度分析：传统实验项目的参赛数量和获奖

占比较高，新型实验项目和近代物理实验项目也比较容易受到

评审专家的青睐。 

（2）从参赛高校的角度分析：一等奖获奖作品中有24项来自于

师范类高校，获得2项讲课类一等奖的高校有9所，分别是：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陕西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南阳师

范学院、江苏理工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河南

工程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师范类高校占比超过50%。 

 



参赛作品数量
（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总共2037部参赛作品）
参赛作品数量的分布基本上与各省高校数量的分布情况一致
Ø 参赛作品数量最多的是高等教育大省-江苏省，贡献了186个参赛作品；
Ø 超过100个参赛作品数的省有湖北、山东、广东、陕西、浙江、北京、安徽以

及河南。

参赛作品数量和成绩分析



成绩分析
整体来说，不同省市之间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
（1）各省获三等奖以上的比例有明显的差异，13个省市（江苏、湖北、陕西、
广东、浙江、安徽、四川、江西、湖南、上海、福建、天津、重庆）获奖比例高
于60%的平均比例；
（2）获一等奖的比例差异更明显，10个省市（江苏、湖北、浙江、安徽、四川、
江西、上海、福建、重庆、黑龙江）一等奖获奖比例高于10%的平均比例，青海、
海南、西藏、新疆在本届赛事中没有一等奖作品。



进入决赛作品初赛成绩与决赛成绩分析



    初赛作品得分相对于决赛得分有比较大的差异，决赛得分没

有明显的规律，分数分布也非常离散，这说明作品的评审公平

性还有待提高 。可能原因：

（1）初赛和决赛评审专家数量不同；

（2）初赛和决赛评审专家的产生方式不同；

（3）初赛和决赛的评审方式不同。



省赛直通国赛
（1）省赛直通国赛作品数量：43个
（2）获一等奖作品数量：24个
              占比约56%略低于决赛整体一等获奖比例60%
Ø 从省份上看，浙江省赛作品一等奖获奖比例71.4%明显高于平均比例，推荐作

品质量最高；
Ø 从类别上看，讲课类作品的一等奖获奖比例72.7%明显高于平均比例。 



全国985高校共39所，参赛37所，25所获一等奖，占68%，
总获奖比例87%

985高校参赛情况分析

共176支参赛队，其中一等奖48支，占27%；二等奖53支，

占30%；三等奖53支占30%；优秀奖22支，占13%。

• 哈尔滨工业大学—一等奖5项

• 厦门大学—一等奖4项

• 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一等奖3项

• 重庆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

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一等奖2项



（一）加强省级（或地区）赛事的组织能力 
    本届竞赛的参赛人数超过10000人，评审专家超过1000人。

随着赛事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参加决赛的师生人数会不断增

多，承办高校的组织压力会非常大，而且规模太大也不利于

评审的公平性，建议：

（1）在省赛对接国赛试点基础上，加强省级赛事的组织能力；

将全国三等奖和优秀奖的评审权下放到省级比赛，降低承办

高校的组织压力；

（2）决赛可以2-3所学校联合承办 

三、总结与建议



（二）加强对初赛评审专家的选拔与培训 

针对初赛申诉作品总数多等问题，建议：

（1）增加初赛评审专家数；

（2）评审标准制定以后，多角度多轮次进行指导培训，尽量确

保评审的公平公正；

（3）评审专家应选拔富有实验教学经验的老师，按比例控制首

次担任评审工作的专家数量，在确保评审专业性的同时鼓励更多

的教师积极参与实验竞赛；

（4）对于参赛师生认为评分低于预期的申诉，仲裁委员会不再

受理，委员会聚焦于评审的专业性和公平性。



（三）加强赛事信息化水平 

    本届竞赛使用了商业化的报名与评审系统，极大的提高了赛

事组织能力和信息准确度。同时首次在电子证书上使用电子印

章，对每个证书进行防伪编码，扫描二维码即可验证作品信息。

竞赛的各类证书总计超过15000份，纸质证书的印刷、分发、

邮寄工作成本高、流程繁杂，建议：

（1）去掉纸质版证书，简化证书发放流程；

（2）承办高校积极对接系统供应商，提出定制化的需求，逐

步优化竞赛系统。



（四）加快竞赛作品的成果转化 

    创新赛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科技创新作品，但竞赛成果

撰写教改论文、转化为实验教学项目以及实验教学仪器设备

等较少，建议：

（1）竞赛组委会在相关期刊开设实验竞赛专栏；

（2）做到“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引入优质的实验教学

设备生产厂商，搭建官方平台促进竞赛成果的转化。 



感谢全国兄弟高校对竞
赛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