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由教育部物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

导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主办，厦门大学、福建省物理学会

和厦门市物理学会联合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高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暂定于

2020 年 8月 1日- 8 月 6日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召开（最终时间见第二轮通知）。

欢迎各高校从事物理实验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及学生等参加，并踊

跃投稿。 

一、会议主要内容 

1.大会特邀报告（物理学研究前沿进展、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与发展等）； 

2.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经验交流（口头报告与海报展示）； 

3.交流和评比 2018 年以来本科生在物理实验领域发表的论文； 

4.交流和评比 2016 年以来高校教师和学生研制的物理实验教学仪器；    

5.仪器厂商的物理实验教学仪器展示（具体仪器展示相关事宜另行通知）。 

二、交流论文与仪器评比须知 

1.提交会议论文须知：请按《物理实验》杂志稿约格式书写，并提交电子版

本。论文必须注明“第十一届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论文”字样，本

次会议将汇编出版大会论文集（格式模板在网站上下载），投稿论文应未在学术

刊物发表过，其中部分优秀论文将推荐到《物理实验》杂志发表。投寄论文截止

日期为：2020 年 6 月 20 日。 

  2.参加本科生论文评比须知：各学校请推荐 1- 2 篇本科生论文，要求：1） 

提交的学术论文必须是已发表在正式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并且论文的发表时间在

上届研讨会至本届研讨会之间；2）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为大学本科生，且其研

究工作是在本科生阶段完成的；3）每所学校推荐和提交的论文数量：a. 国家批

准设立理科基地的院校，推荐不超过 2 篇论文；b. 其他院校，推荐不超过 1 篇

论文。论文相关材料请上传至注册网站，进行初审。上传格式见网站通知。通过

论文初审的学生，届时必须到场参加答辩，否则被视为放弃评比。上传本科生评

比论文截止日期：2020 年 6 月 20 日。 

     3.实验教学自制仪器评比须知：每一台报名参评的仪器必须在截止时间 6



月 20 日之前提交“参评仪器推荐表”（含单位盖章）和“参评仪器评审表”；仪

器评审专家组将根据各位老师提交的表格进行初评，并在 7月 10 日之前公布入

围终评仪器的清单（具体请参见“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自制仪器评比规

则”）。 

三、会议注册及其它事宜 

参会代表请登录“全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网站（ http:// 

cuep.nenu.edu.cn），点击“会议注册”链接到承办单位网站，或直接登录承办单

位注册网站 http://www.xmps-net.org.cn:6000，进行会议的相关信息注册、论

文提交和通知下载（网站预计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开通）。 

    1.网上会议注册截止日期：2020 年 7 月 10 日。 

2.会务费：教师会务费 1400 元/人，学生 600 元/人。   

（1）会议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注册缴费方式（具体账号信息详见第二轮会

议通知），如现场进行注册，会务费为 1600 元/人。 

（2）转账截止时间：2020 年 7 月 10 日。 

（3）因会议期间是厦门旅游旺季， 2020 年 7月 10日前未缴纳会务费者，

会务组无法保证安排住宿。 

3.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无会议补助。 

4.会议议程  

8 月 1 日：学生论文评比专家和参评学生报到；仪器评比专家和参评仪器

负责人报到；参评仪器布展；仪器参展商报到与布展； 

8 月 2 日：参会人员报到；论文与仪器评比；仪器参展商报到与布展； 

8 月 3-4 日：会议报告及研讨； 

8 月 5 日：实验室建设研讨与参观交流； 

8 月 6 日：参会人员返程。 

5.参会代表住宿及报到宾馆等信息将在第二轮通知（预计 5 月 15 日左右）

发布。 

6.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老师：17859796996；曹老师：15959281337；孔老师：15959493622 

    邮箱：phys2020@xmu.edu.cn 



推送

附件

1. 

2. 

3. 

4. 

5. 

2020 物

会议的相

送，请扫描

热烈欢迎

件目录(表格

实验教学自

自制仪器参

自制仪器评

学生论文评

学生实验论

物理实验会议

关信息将通

以下二维码

迎各兄弟院

格可在网站

自制仪器评

参评报名表

评审表 

评比实施细

论文评比表

议 QQ 群：7

通过微信公

码关注公众

院校的同仁和

下载 word

审规则 

 

则 

 

771818671

公众号“厦门

众号： 

和教学仪器

文档)： 

 

门大学物理

 

器厂商代表的

科学与技术

的到来！  

术学院”不定

         

 

定期

             



附件 1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自制仪器评审规则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系列会议由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主

办，相关高等学校承办。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旨在通过高等学校物理实验

教师之间的交流，促进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质量的提升，并使高等学校物理实

验教学更受重视。 

系列会议的内容之一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高等学校实验教师、学生所研制

的物理实验教学仪器展览和评比。这项工作的开展对鼓励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师、

学生自主研制物理实验教学仪器，积极参与相关教学新仪器的科学研究能够起到

很好的激励作用；同时，对提高我国物理实验教学的整体水平有着深远意义。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规范评比工作，全国高等学校实验物理

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特制定物理实验教学自制仪器评比规则。 

一、评比参考依据和范围 

1. 参评实验仪器须物理原理正确，且具有一定的创新（如由科研成果转化、

从无到有的研制、对现有仪器的改进、仪器通用性优化等）。 

2. 参评实验仪器要避免“泛计算机化”，要求能够突出物理概念、规律和实

验方法，体现物理实验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过程。 

3. 仪器评比提倡“积木式”仪器，不提倡“黑盒子式”仪器；自制仪器应突出

物理量（或参数）的定量测量，有利于学生动手实践训练，实验结果的

重复性和稳定性好，教学效果好。 

4. 鼓励教师和学生根据自己的教学研究或在物理实验学习过程中的体会，

结合教学要求设计和改进仪器。 

5. 已经商品化（即已在市场上销售）的自制实验仪器，希望能有一定的市

场占有率（推广情况佳），同时用户反映和售后服务良好；对自用的实验

仪器，学生的反映要优良。 

6. 学校和厂商联合研制的仪器，应以学校为主（研制团队第一作者必须为

高等学校教师或学生），厂商单独研制的仪器不在本评比范围之内。 

7. 申请参评的实验仪器必须是在前一次评比后完成研制或开发（即四年一



个周期）。 

8. 模仿或抄袭已获奖仪器的自制仪器不在本评比范围之内。 

9. 演示仪器或半定量教学仪器不在本评比范围之内。 

二、仪器评比的组织 

1. 研究会委托一位副理事长负责仪器评比的组织工作。 

2. 受委托的副理事长协同评审专家组和研讨会的承办单位一起完成仪器评

比工作。 

3. 评审专家组由研究会邀请各常务理事单位推荐的专家和部分特邀的资深

专家组成，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每次仪器评比前进行增补；专家组成员

名单由理事长会议审核确定。 

4. 仪器评比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 

三、初评阶段 

1. 仪器研制团队根据仪器评比公告提交自制仪器评比相关的表格（表格可

从公布的相关网站下载），并提交时长不超过 6 分钟的介绍视频（视频要

求另行通知）；研制团队必须在申请表中选择参评类别（近代物理实验仪

器或普通物理实验仪器，二选一），评审专家组对研制团队选择的参评类

别进行核准。 

2. 评审专家组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审核参评仪器的资格，并根据参评

仪器的总体水平，推荐一定比例的参评仪器入围终评。 

3. 研讨会承办单位协助评审专家组做好与各参评仪器研发团队的联络工作。 

四、终评阶段 

1. 进入终评的仪器，研制团队负责人务必根据会议通知要求到现场展示仪

器，简明扼要地介绍仪器的整体情况，并对专家组的提问做出解答，否

则被视为自动放弃参评。 

2. 评审专家组根据入围终评阶段的仪器总数确定各个等级获奖名额，一、

二、三等奖名额的比例约为 1:2:3。 

3. 对每种类别的参评仪器，分小组进行终审现场的实地考查;考查结束后，

评审专家小组参考上述比例分别推荐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候选仪器。 

4. 对每种类别的一等奖候选仪器，评审专家组全体成员应再次进行考查并



投票确定一等奖仪器；落选的一等奖候选仪器自动进入二等奖。 

5. 各小组推荐的二等奖和三等奖仪器由评审专家组全体成员讨论确认。 

五、获奖优秀仪器展示 

研讨会期间，安排优秀仪器介绍分会场；优秀仪器研制团队的负责人到场做

仪器介绍报告；评审专家组委托专人对仪器评比工作做概述总结。 

六、评比规则解释权 

 本评比规则由全国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 2019 年

会议审核通过；常务理事会拥有对本评比规则的解释权。 

 

（2019 年 8 月 3 日） 

  



附件 2 

                                                

 

2020 年全国高等学校 

物理实验教学自制仪器评审报名表 

 

 

 

 

自制实验仪器名称：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所   在   院  系：                         

自制实验仪器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办公室）：                       

邮            箱：                         

 

 

 全国高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 

2020 年 1 月 



作品简介：（字数建议 2000 字以内）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的研制背景、原理、结构、功能、特色优势、应用、推广等情况的

简要介绍 



作品照片（3-5 张）及其他附件列表 

 

 



附件 3 

 

2020 年全国高等学校 
 

 

物理实验教学自制仪器评审表 

 
 

仪器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制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制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全国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制 

2020 年 1 月 



 

研

制

人

员

情

况 

 

负责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 称   

研制中作用   

研制组其他主要人员情况：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研制中作用 

    

    

    

 

 

 

 

仪 

 

器 

 

情 

 

况 

名  称  

仪器类别 普通物理实验（ ） 近代物理实验（ ）

完成时间   鉴定情况   

研制类别：（ ）科研成果转化     （ ）教学研究项目内容 

            （ ）厂家联合/委托开发 （ ）其他_____________ 

性能指标： 

 

 

 

使用情况： 

 

 

生产情况  销售情况  

获奖情况  拟改进情况  



研 

制 

单 

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大 

会 

仪 

器 

评 

审 

专 

家 

组 

意 

见 

 

 

 

 

 

 

 

 

 

 

专家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评

审

结

果 

 

 

 

    理事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4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学生论文评比实施细则 

    全国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系列会议由教育部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主

办、相关高等学校承办，每两年举办一次。会议旨在通过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师

之间的交流，加强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的地位、促进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质

量的提高，并使高等学校物理实验教学成果更受重视和推广应用。 

会议内容之一是交流大学本科生参与实验物理相关的科研和教学研究的论

文成果，并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评比。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规范初审和现场评审阶段的工作，全国

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特制定本学生论文评比实施细则。 

一、参评论文的要求 

1. 论文必须是已发表（包括已获录用通知的）在正式学术刊物上、且其从未

参加过评比的论文；论文的发表时间介于上届研讨会至本届研讨会之间。 

2. 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为大学本科生，且其论文研究工作是在本科生阶段完

成的，到现场答辩的必须是该论文的学生作者。 

3. 每所学校推荐提交的论文数量 

a. 国家批准设立理科基地或工科基础的院校，推荐不超过 2 篇论文； 

b. 其他院校，推荐不超过 1 篇论文。 

（备注：教育部公布的物理学类理科基地的院校 19 个：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

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

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国家工科基础课程教学基地的院校 9个：上

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二、论文提交及初审阶段的要求 

    1. 填写论文评比申请表（表格可从研究会网站下载），且申请人必须在申请



表的相应栏目中填写参评类别（教学或科研，二选一），需有单位盖章。 

    2. 论文和申请表请采用word或者PDF格式上传，不要采用单张图片格式。 

    3. 将论文的 1 份抽印本、5 份复印本和 5 份评比申请表一并递交到会务组

联系人。 

    4. 总协调人联系《物理实验》编辑部及相关人员，进行论文初审和网上管

理。 

三、现场评审阶段的要求 

    1. 通过初审论文的学生作者，务必到现场参加答辩（陈述 8 分钟，问辩 4 

分钟），否则被视为自动放弃参评。 

2. 现场答辩全部结束后，由评审组长主持最后的评比排序（是否在正式投

票前进行适当的讨论，由评审委员会成员协商决定）。 

3. 评比等级的相应比例约为：一等奖占 1/6，二等奖占 1/3，三等奖占 1/2。 

4. 根据所推荐的每种类别的论文篇数，每个组的评委按照上述比例分别评

出一等奖和二等奖的论文，余下的论文列为三等奖。 

四、评比的参考依据 

    1. 发表刊物的学术水准； 

    2. 研究工作的质量（论文的主要成果及学术水平、工作量的多少）； 

    3. 答辩人在论文研究工作中的实际贡献； 

    4. 答辩人的口头表达水平以及回答专家问题的能力（如：正确与否？是否

准确流畅？）。 

五、论文评审委员会的组成和责权 

1. 论文评比工作由研究会委派一位副理事长负责，担任总协调人，并处理

投诉。 

2. 各常务理事单位推荐有经验的专家担任评委，每一届重新自行报名（填

写专家推荐表）；评审委员会名单由总协调人汇总、编排，报理事长审批。 

3. 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分为教学和科研二个组，各设组长一位，组长负责

现场评比阶段的工作，并将评比结果（名单，专家签字）提交总协调人审核。 

4. 总协调人和两位组长一起检查评分结果的所有资料，确定最终获奖名单，

纸质资料上报研究会秘书长和理事长。 

六、评比实施细则的解释权  



 全国高等学校实验物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拥有本学生论文评比实施细

则的全部解释权。 
 

（2019 年 8 月修订） 

  



附件 5 

用√符号选择一类 

教  学 

科  研 

编号（由专家组填

写） 

 

第十一届全国高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本科学生物理实验论文评比表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学校：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电话：            

                       QQ：             

          E-mail：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全国高校物理实验教学研讨会组委会制 

二 O 二〇年一月 

 
 



学

生

作

者

及

发

表

有

关

物

理

实

验

论

文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校名称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学 号  

参评论文： （题目. 杂志名称，卷/期、页、年） 

 

（注：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须为大学本科生，且其论文研究工作是在

本科生阶段完成的，到现场答辩的为该论文的学生作者之

一。） 
 

论文作者情况（按发表论文作者顺序列出）：         

姓名 身份 单位 作用/贡献 

    

    

    

    

简要介绍（研究背景、问题、方法、创新点、学术及应用价值和引用情况等）：

 

 

 

 

 

 



指

导

教

师

评

语 

指导教师姓名  职称  

对学生发表论文评语及论文情况说明： 

 

 

 

 

指导教师（签名）：                      年   月   日 

学

校

推

荐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大

会

学

术

组

专

家

意

见 

 

 

 

 

专家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评

比

结

果 

 

 

 

  理事长（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