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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

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 名主讲

教师的详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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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段家忯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44.10 

最终学历 大本（6 年） 职  称 教授 电 话 62752820 

学  位  职  务 实验教学中心主任 传 真 62751615 

所在院系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E-mail duanjq@pku.edu.cn 

通信地址（邮编）北京大学物理大楼（100871） 

1-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物理实验，半导体物理 

1-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 

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 

（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普通物理实验课》，优秀主干基础课，4 学时，5 届，200 人； 
2、《基础物理实验课》，主干基础课，4 学时，5 届，150 人； 
3、《综合物理实验》，限制性选修课，4 学时，5 届，15 人。 

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教育部“世行”贷款 21 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组建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全

面改革物理实验教学的研究与实践”，教育部，2000－2003； 
2、教育部国家理科基地优秀创建名牌课程“普通物理实验”，教育部，2002－今。 

教学研究论文：（通讯作者文章） 
1、宋学峰、宋昌盛、段家忯，动态法测定良导体热导率的实验研究，物理实验 第

22 卷第 9 期。 
2、赵军、邓毅、段家忯，闪光法测定不良导体热导率试验的研究与改进，物理实验 

第 22 卷第 12 期。 
3、杨光、姚坤、孙翠娥、段家忯，用闪光法测不良导体热导率 物理实验 第 21 卷

第 4 期 
4、王艳辉、段家忯、姚坤、童玉珍、张国义，用多功能光栅光谱仪测定 GaN 膜的

光学参数，大学物理 第 20 卷第 5 期 
5、Song xuefeng, Song changsheng, and  Duan jiaqi, Study on The Experiment of 

Dynamic Measurement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2002 年中日国际物理教学大会，

大会发言并收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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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hao Jun, Deng Yi, and Duan Jiaqi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termintion  on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Poor  Conductors  Using  
the  Flash  Method, 2002 年中日国际物理教学大会，大会发言并收入文集 

获得的教学表彰和奖励： 
1、2001 年作为成果第二完成人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教

学成果一等奖。 
2、2005 年作为成果第四完成人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北京大学

教学成果一等奖。 
3、2004 年作为成果第二完成人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4、2001 年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5、2004 年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研究课题：GaN 基纳米半导体发光材料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学部，

2006 年 01 月-2008.12 月，主要参与者。 

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 
纳米硅/氧化硅材料体系发光及其物理机制，2005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排名第八。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课程负责人：主持本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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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讲教师情况⑴ 

姓 名 陈凯旋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47.12 

最终学历 大学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62754166 

学  位  职  务 实验中心副主任 传 真 62751615 

所在院系
物理学院 

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E-mail kxchen@pku.edu.cn 

通信地址（邮编）北京大学物理学院（100871） 

2⑴-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普通（基础）物理实验、高温超导 

2⑴-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国内

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间）（不超

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普通物理实验、基础物理实验（基础课、周学时 4、00 级-04 级五届、50 人/周）； 
编排和开设了“偏振光的定量测量”及“光纤光学”两个新实验； 
指导了“椭圆偏振光数据处理”软件以及分光计、迈克耳孙干涉仪课件的编写； 
主持了白光全息、激光测距、单弦上的乐音等八个文科物理实验的课题调研、实验编

排以及讲义编写； 
参与了吕斯骅、段家忯主编的《基础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和《新编基础

物理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两本教材的编写； 
2002 年获首届全国大学物理教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2004 年获钟盛标物理教育基金教学奖； 

2⑴-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2000-2005 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涡旋物质与二维系统的非线性和临界特性研 
究”和“异质多层膜和杂化键材料的传输性质、相变和参杂效应”两个课题研究 
“超导混合态的非线性响应”第二作者《低温物理学报》 Vol.26,No.2 （2004) 81-89 
“高温超导体的交流磁化率的标度律及非线性响应函数” 第一作者《中国科学》G 辑 
Vol.34,No.4(2004) 403-413  
“Extended Power Law Nonlinear Response and Amplitude-dependent AC Susceptibility of 
High-Tc Superconductors”第二作者 Chinese Physics Letters Vol.21, No.7(2004) （2004）
1340-1343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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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教师情况⑵ 

姓 名 张朝晖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7.6. 

最终学历 博士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62759791 

学  位 博士 职  务  传 真 62751615 

所在院系 物理学院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E-mail zhangzh@pku.edu.cn 

通信地址（邮编）北京大学物理学院，100871 

2⑵-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物理实验，表面物理和扫描探针显微学 

2⑵-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

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主要课程：（1）基础物理实验，基础课，8 学时/周，2 届，共约 800 名学生； 

         （2）近代物理实验，基础课，16 学时/周，2 届，共约 360 名学生； 

         （3）综合物理实验，限选课，4 学时/周，4 届，共 10 名学生。 

2⑵-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学术研究课题： 

1、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用 UHV-STM-SEM 研究纳米结构的自组织生长，

7 万，1999.1.- 2003.1.，负责人； 

2、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用近场光学显微镜研究生物大分子的动态特性，12 万，

2001.3.- 2004.2，负责人； 

3、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细胞核重建与核凋亡的高分辨动态监测与近场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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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万，2001.01 - 2003.12，负责人; 

4、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面上项目：硅表面图形化掺杂及其对纳米结构自

组装的影响，23 万，2005.01-2007.12，负责人; 

5、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纳电子材料与器件的物理基础，180 万，2005-2008，

主要参加者，支配经费 14.5 万。 

 

学术论文： 

1、 Zhaohui Zhang, et al., Boronizing structures of Si(113) surfaces, Surface 

Science 576，(2005）83-88. 

2、 Zhaohui Zhang, et al., Observation of B segregation on Si(113) by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y, Ultramicroscopy 105, (2005) 16-21. 

3、 Zhaohui Zhang, et al., Ge molecular beam epitaxy on Si(113): Surface 

structures, nanowires and nanodots, Surface and Interface Analysis 36, 114-118 

(2004). 

4、 Zhaohui Zhang, et al., Structure transition of Ge/Si(113) surfaces during Ge 

epitaxial growth, Physica E 24, 157-160 (2004) 

5、 Zhaohui Zhang, et al., Atomic structures of the Ge/Si(113)-(2x2) surfac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88, (2002) 256101.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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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讲教师情况⑶ 

姓 名 李焱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6.11 

最终学历 博士 职  称 教授 电 话 62754986 

学  位 博士 职  务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传 真 62756567 

所在院系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E-mail li@pku.edu.cn 

通信地址（邮编）北京大学物理学院（100871） 

2⑶-1 

基本 

信息 

研究方向 飞秒光物理，物理实验 

2⑶-2 

教学 
情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周学时；届数及学生总人数）

（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含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五项）；在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及时

间）（不超过十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 

2003 年 3 月回国，10 月到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讲授的主要课程：1.“普通物理实验”，基础课， 周学时 8，三届本科生，每

届约 150 人； 2.“基础物理实验”，基础课， 周学时 4，一届本科生，约 200 人；

指导 4 名博士生，3 名硕士生，2 名本科生毕业论文； 
教学研究论文：1.李焱，王德煌，“基础物理实验中的现代光学内容”，量子电

子学报，2004 年，21（5）：699；  2.王德煌，李焱，“新课‘几何光学与光学仪器’
的开设”，量子电子学报，2006 年，23（1）：124。 

2⑶-3 

学术 

研究 

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署名次序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

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课题：1. “石英玻璃内部波导光栅飞秒激光多光子制备”,国家基金委面上项目，

2006.01-2008.12,负责;  2.“微纳光学与光子学芯片的飞秒激光制备”, 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01-2007.12, 负责； 3. “高空间分辨飞秒近场光谱技术及

其应用”,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2005.01—2008.12，骨干；  4. “飞秒光物理与介观

光学研究”，国家基金委数理部创新研究群体，2006.01—2008.12，骨干；5. “超短

超强激光在物质微结构和大分子体系的超快动力学中的交叉前沿 ”,973 项

目,1999-2005，骨干。 
论文：1. Yan Li, et al, “Three-dimensional hole drilling of silica glass from rear surface 
with femtosecond laser pulses”, Opt. Lett. 2001, 26 (23), 1912-1914； 2. Yan Li, et al, 
“Holographic fabrication of multiple layers of grating inside soda-lime glass with 
femtosecond laser pulses”, Appl. Phys. Lett. 2002, 80(9), 1508-1510； 3. Yan Li, et al, 
“Holographic data storage on nonphotosensitive glass with a single femtosecond laser 
pulse”, Appl. Phys. Lett. 2002, 81(11), 1952-1954； 4. Fengjie Qi, Yan Li, et al, “Wavy 
lines in two-photon photopolymerization microfabrication”, Opt. Express, 2004, 12(20), 
4725 -4730.通讯作者； 5. Yan Li, et al, “Permanent computer-generated holograms 
embedded in silica glass by femtosecond laser pulses”, Opt. Express, 2005, 13(7), 
2433-2438.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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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队伍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郭建栋 男 45．09 教授 凝聚态物理 主讲人 

陈凯旋 男 47．12 副教授 凝聚态物理 主讲人 

张朝晖 男 57．06 副教授 凝聚态物理 主讲人 

李  焱 男 66．09 教授 光学 主讲人 

刘春玲 女 71．05 副教授 光学 主讲人 

裴谐第 男 50．08 副教授 凝聚态物理 主讲人 

陈志忠 男 71．09 副教授 凝聚态物理 主讲人 

3-1 

人员 

构成 

（含外  

聘教师）

蒋莹莹 女 74．09 副教授 光学 主讲人 

3-2 

教学队 

伍整体 

结构 

教学队伍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师或 

实验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本教学队伍每学期授课教师数约 30～40 人。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约占 40％，其余均具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本校

培养与外校引进的教师人数约各占 50%左右。 

45 岁以下教师约占 70％。 

教授约占教师人数的 20％。 

研究生助教约占授课教师人数的 40％。 

每位教师每次课约带 15 人，每周平均 3 次课。 

3-3 

教学改 

革与教 

学研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1、建成了较完整的本科生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体系，规划为 5 个实验平台； 
2、出版北京大学“九五”立项新教材《基础物理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出版国家级“十五规划”新教材《新编基础物理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 月出版 
4、自行开发了典型多媒体实验教学，课件有九件已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5、取得一批实验成果，开出水平高、具有规模的新实验基础实验 35 个（每个

实验 8－16 套），基础性课堂设计实验 39 个（1－8 套不等），综合研究型实

验 80 多个，全校理科学生广泛受益； 
6、五年来研制的新型教学仪器：高温超导材料测试装置、闪光法热导仪、静

态核磁共振仪、CCD 杨氏模量测定仪、虚拟仪器实验仪、小型核磁共振成

像仪、微机 X-Y 记录仪、向全国 30 多所高校提供 400 多台； 
7、研究型综合物理实验平台和理科基地培养本科学生取得了教学和科学研究

成果，教学成果中有一半以上用到实验教学中，发表 30 多篇论文（其中被

SCI 收录 1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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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师资 

培养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近 5 年引入 45 岁下具有博士学位副教授 3 人作为专职教师，并且吸引学

院各系所的一批年轻教员和研究生助教来带实验课，这些教员都是经过挑选

的，在工作责任心和业务水平上都是比较优秀的。“普物实验”课程组逐步形成

了含不同年龄段的骨干教师队伍，并加强了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定出了严

格的规章制度，还发挥骨干教师（包括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作用，在新老教员

间进行了传帮带，课程组负责人不定期进行抽查,以保证课程的质量和课程的顺

利进行。“普物实验”课程组采取各种措施，例如举办专题讲座和定期教学讨论

来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对年轻教员还要求做到教学与科研水平的共同提高。 
实验技术队伍是实验课正常运作和教学改革的保证，通过聘任上岗和严格

规章制度,他们的任务更明确了，为教学服务的思想提高了,团队精神增强了，

主动协助教员做教学研究和排新实验,教师普遍反映良好。同时我们采取定期举

办讲座、参加短训班,在职提高学历（如专升本）等措施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还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帮助下,引进本科以上毕业生,加强梯队建设。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学

学位）的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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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描述 
4-1 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普通物理实验” 课是一门基础课，授课对象是全校理科一、二年级学生。本课程

历史悠久，曾在 1989 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2001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上

世纪 80 年代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普通物理实验课教材：《普通物理实验》林抒、龚镇雄，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出版。该教材于 1988 年获得国家教委第一届教材二等奖。在二

十一世纪，普物实验如何继往开来，实现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需要又有创新能力人才

的教学目标，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近十年来我们经历了思考,探索和实践的艰辛历

程，再一次使这门课程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台阶，在全国同行中得到认可。普通物理实

验课程改革的特点是指导思想明确，即遵循“加强基础，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全面提

高”的改革思路，改革的内容具体，并取得了成效。普通物理实验课 2005 年被评为北

京市精品课。北京大学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2006 年被评为教育部第一批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普通物理实验课是实验教学中心的支撑课程（另一门为近代物理实验），

在十年教学改革中该课程的改革力度 大，取得成果 多，学生受益面也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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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践（验）课教学内容 
4-2-1 课程设计的思想、效果以及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对高校理科四年制物理学专业和非物理专业一、二年级开设的物理实验课。通

过基本实验，扩展和加深的实验内容，融入的近代物理内容、科研成果和现代实验技术手段

等训练，以及加强实验的设计性、综合性和研究性训练，加强在实验中正确运用测量误差理

论和对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的训练，通过分层次和因材施教的训练，培养学生初步具有

自己提出、发现和独立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对非物理类

学生,侧重通过观测实验现象,了解物理规律和掌握现代物理测量技术。 

4-2-2 课程内容（详细列出实验或实践项目名称和学时） 

(一). 预科实验（每实验 2 学时） 
实验一   单摆实验 
实验二   测定冰的熔化热 
实验三   电学实验基本知识 
实验四   测量非线性元件的伏安特性 
实验五   普通模拟示波器的使用 
实验六   测量薄透镜的焦距 
实验七   显微镜 

(二). 基础实验-I（每实验 4 学时） 
实验八    测量误差和不确定度 
实验九    测定金属的杨氏模量 （一）CCD 成像系统测定杨氏模量（二）光杠杆装置测定

杨氏模量（三）梁的弯曲测定杨氏模量 
实验十    刚体转动实验 （一）转动法测定刚体转动惯量（二）扭摆法测定刚体转动惯量

实验十一  气轨上弹簧振子的简谐振动 
实验十二  扭摆的受迫振动 
实验十三  复摆实验 
实验十四  测定空气的密度 
实验十五  测定媒质中的声速 
实验十六  弦上驻波实验 
实验十七  冷却法测定液体的比热容 
实验十八  直流电桥测量电阻 
实验十九  非平衡桥测量铂电阻的温度系数 
实验二十  霍尔效应测量磁场 
实验二十一  RC 和 RL 串联电路的稳态特性 
实验二十二  LCR 的谐振现象 

附录：读出示波器的使用 
实验二十三  弗兰克-赫兹实验  
实验二十四  虚拟仪器基础—LabVIEW 入门 
实验二十五  分光计的调节和用掠入射法测折射率 
实验二十六  光学成像系统的分辨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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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十七  光的干涉现象 
实验二十八  夫琅禾费衍射现象 
实验二十九  光衍射的定量研究 
实验三十    观察光的偏振现象 
实验三十一  迈克耳孙干涉仪 
实验三十二  光纤光学 

(三). 基础实验-II（每实验 4－8 学时） 
实验三十三  用玻尔共振仪研究受迫振动 
实验三十四  共振法测定杨氏模量及其与温度的关系 
实验三十五  高温超导材料特性测试和低温温度计 
实验三十六  闪光法测定不良导体的热导率 
实验三十七  动态法测定良导体的热导率 
实验三十八  真空镀膜实验 
实验三十九  交流电桥 
实验四十    交流电路（一）单相供电电路及单相异步电动机（二）交流电路功率 
实验四十一  RLC 串联电路的暂态过程 

附录  数字存贮示波器 
实验四十二  虚拟仪器在物理实验中的应用—伏安法测电阻与非线性元件 
实验四十三  磁滞回线的测量 
实验四十四  介电常数与频率和温度的关系 
实验四十五  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应用 
实验四十六  测定物质的色散曲线 
实验四十七  光栅特性及测定光波波长 
实验四十八  偏振光的定量研究 
实验四十九  全息照相 
实验五十    阿贝成像原理和空间滤波 
实验五十一  光源的时间相干性 
实验五十二  光栅光谱仪的校准和使用   
实验五十三  颜色的测定 
实验五十四  黑体辐射实验 
实验五十五  激光相位调制干涉型光纤温度传感器 
实验五十六  光学多道分析器（OMA）研究氢原子光谱 
实验五十七  用 β粒子研究狭义相对论的动量-动能关系  
实验五十八  微波的布拉格衍射 
实验五十九  X 射线的吸收 
实验六十    X 射线衍射 
实验六十一  核磁共振 
实验六十二  核磁共振成像 

(四). 设计实验（每实验 4－12 学时） 
设计实验一     测定速度和加速度 
设计实验二     测量质量和密度 
设计实验三     测定角速度和角加速度 
设计实验四     用应变片研究碰撞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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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验五     用霍尔传感器研究碰撞过程 
设计实验六     用传感器测弯曲应变并测定材料的杨氏模量 
设计实验七     自组光路用伸长法测定金属丝的杨氏模量 
设计实验八     冷却规律的研究 
设计实验九     温差电偶和 PN 结温度计在 77-300K 温区内的标定 
设计实验十     简易万用电表的设计及校准 
设计实验十一   测定光电二极管特性 
设计实验十二   研究 PN 结的温度特性 
设计实验十三   热敏电阻温度开关 
设计实验十四   制作数字温度计 
设计实验十五   制作数字频率计 
设计实验十六   用电流场模拟静电场 
设计实验十七   测量地磁场强度的水平分量 
设计实验十八   测量磁场分布 
设计实验十九   测定互感器的互感系数 
设计实验二十   用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机转速 
设计实验二十一 RC 移相电路及测量相位差 
设计实验二十二 研究 F-H 实验中栅极电位和温度的影响 
设计实验二十三 用 F-H 实验装置研究 Hg 的高激发态 
设计实验二十四 测定真空二极管阴极材料的逸出功 
设计实验二十五 红外传感探测器 
设计实验二十六 超声测距 
设计实验二十七 智能检测 
设计实验二十八 虚拟频谱分析仪 
设计实验二十九 基于 LabVIEW 的线性刻度的热敏电阻体温计 
设计实验三十   虚拟相关法相位差 
设计实验三十一 虚拟 RLC 测试仪 
设计实验三十二 用 M-干涉仪测量物质折射率和物体厚度 
设计实验三十三 用光栅多色仪测量蓝光发光材料的光吸收特性 
设计实验三十四 标定棱镜单色仪的波长与鼓轮读数的关系 
设计实验三十五 用极限法测液体折射率 
设计实验三十六 比较 CD 和 DVD 光盘的刻线密度 
设计实验三十七 测定太阳镜防紫外线的能力 
设计实验三十八 制作全息光栅 
设计实验三十九 像面全息 

(五).综合物理实验 (1 学期至少 64 学时，每年课题都不相同,下列是部分已完成的选题范例)
1.测量 PIN 光电二极管的光谱特性和量子效率 
2.计算机 I/O 接口实验 
3.计算机串行口数据传送与处理 
4.用光电开关制作条形码读出器 
5.用光电开关测量人体心率波形分析 
6.测量非线性元件伏安特性实验现象分析 
7.数字合成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 
8.铂电阻温度传感的自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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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闪光法测热导实验研究 
10.动态法测热导实验研究 
11.磁滞回线观测及磁损测定 
12.物理实验中心网页制作 
13.霍尔磁强计 
14.光强计 
15.超导体的受控运动 
16.红外传感控制器 
17.光纤位移传感器 
18.步进电机的控制 
19.混沌现象的分析观察 
20.薄膜电阻的实时测量 
21.计算机 X-Y 记录仪 
22.基本形变中切变和扭转的研究  
23．相位干涉型光纤传感器的研制 
24.动态法测杨氏模量实验研究 
25.各向异性磁组传感器的应用 
26.各向异性磁组传感器的应用 
27.磁悬浮力的测量 
28.P 型 GaN 退火激活的研究 
29.声致发光 
30.扫描显微镜的数字化控制 
31.励磁电源的程控化 
32.心电信号检测 
33.六位半数字万用表的接口 
34.激光窃听 
35.体全息及透明物体的全息摄影 
36.巨磁电阻传感器特性研究 
37.光纤光学及光纤通信 
38.虚拟仪器的应用 
39.张紧弦振动的实验现象的认识和研究， 
40.相位干涉型光纤传感器的研制 
41.激光测距实验 
42.存储示波器与计算机软件结合的应用 
43.LabVIEW 和虚拟仪器在电学实验方面的开发和应用 
44.硅表面人工微结构模板的构建和扫描探针显微术观察 
45.核磁共振成像实验的研究 
46.MgB2 块材的制备及其性测试 
47.用激光散斑照相法研究压电陶瓷的电致变形特性 
48.光纤传输实验 
49.非线性问题之一（分形） 
50.光纤干涉式传感器的应用（磁致伸缩） 
51.介质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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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 

一个教师每次课（4 学时）约带 15 个学生，教师课上课下都十分注意启发学生的学

习自主性和创造性，老师对每个实验列出若干问题，让学生思考回答后方能动手进行实验。 

在实验课上，经常和同学进行交流讨论并启发他们去考虑实验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课下还

经常性地、以灵活的方式开放实验室。对愿意利用课余时间来实验室而且不要学分的优秀

学生，提供特殊条件，做一些实验教学研究工作，使学生既为实验室做了创造性工作，自

己又得到锻炼的机会。 还有，对实验做得较差的同学或希望来重复做课上实验的学生也

经常在课余开放实验室，给他们更多的学习机会，鼓励他们学好实验。 

4-2-4 考核内容与方法 

1． 学生的成绩是根据该生一个学期中做的所有实验的情况来进行综合评价。一般情况

下，将所有实验成绩的算术平均值定为期终成绩。 

2． 每一个实验成绩的评定标准：预习（含回答问题）约占 15％； 

课上（实验测量和师生交流，讨论）约占 50％； 

实验报告约占 35％。 

4-2-5 创新与特点 

1、在全国首先将一批有重要的近代物理内容（如相对论、量子论），有现代实验技术，

在实践中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实验引入到基础物理实验中，构成了高水平的基础平

台，学生受益面广。在全国介绍教改经验十多次，得到同行认同，并在全国推广。 

2、一批本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验，提高了教学水平，为兄弟院校提供了一批符

合我们教学理念、具有开拓性的大量物理实验新教学仪器。 

3、在全国率先对非物理类基础物理实验进行了全面改革，设置了系统、完整的课程内

容，在全国广泛介绍经验，我们的教学大纲多次作为“教委高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

指导委员会物理实验组”讨论教学大纲的蓝本，供全国综合、师范院校参考。 

4、构建了研究型实验课程平台，为创新性学习提供了条件，对培养创新人才效果明显。 

5、重视教材建设，及时总结实验教学改革成果，出版高水平实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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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学条件（含教材使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配套

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在课程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及时对改革成果进行了总结，在 2002 年 3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书名为《基础物理实验》的教材,供全校理科学生使用。2006 年 1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了《新编基础物理实验》（“十五”国家级教材）。该教材在《基础物理实验》基础上增加

了二十几个新的基本实验,还有很多设计、综合研究性实验的范例。  

几年来（主要自 98 年以来）实验室承担了 211 工程、理科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基地、世

行贷款和 985 一期工程等项目，总计约有 900 多万元的仪器设备建设任务，所有仪器设备及时

安装调试并全部正常使用到教学上。其中由我们自己设计和排出的实验如 CCD 杨氏模量、弦

音计、氢原子光谱、高温超导、材料热导、真空镀膜、X 光衍射和吸收、相对论、核磁共振和

核磁共振成像、虚拟仪器、吸收光谱、光衍射定量测量、椭圆偏振光定量研究、黑体辐射和色

度计等新实验,并且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些新实验的投入使用不仅使实验室面貌焕然一新，

还丰富了教学内容，极大地提高了实验教学水平。学生用上了先进的仪器设备，收到了很好的

课堂实验效果。在 2004 年理科基地专家评估意见中写道：“实验室建设继续取得突出成绩，

基础实验进行了深入改造，近代物理内容和科学研究内容的融入以及设备的更新极

大地提高了实验教学水平。充分发挥了实验室在基地人才培养中的巨大作用，效益

显著。” 
实验人员还与教员一起开发符合我们教学理念的新实验仪器，如：核磁共振实验仪、闪光

法热导仪、X-Y 记录仪、CCD 杨氏模量测定仪、高温超导实验仪和小型核磁共振成像实验仪

等。5 年来，这些仪器被全国十几所高校使用达 400 多台，起到了辐射作用。 

课程组还抓了教学网络的建设，教学网站除了发布各种教学信息、公布教学参考资料外,

还让学生在网上进行实验选题，与教员交流等。我们还抓紧了实验教学的 CAI 软件建设，做

了 9 个典型实验的 CAI 教学软件并在实验中心的网站上公布，供学生做实验预习和课上讨论

问题用。对于某些实验如“虚拟仪器实验”根据其教学特点, 在该实验室建设了局域网,为提供教

师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创造了条件,收到较好的课堂实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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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举例说明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

实施过程、实施效果；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

教学方法、作业、考试等教改举措） 

 

1、 一个教师 1 次课带 15 个学生，每次 4 学时； 

2、 学生课前预习，按指定格式撰写预习报告，经教师检查合格后方可开始实验； 

3、 课上首先结合多媒体（用 PPT，用教学课件）等教学手段，就实验内容与学生进行课上讨

论，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问题，使学生对实验内容有整体掌握； 

4、 学生开始实验后，每人一套设备独立操作，发现问题与教师进行一对一讨论，研究解决问

题的方法，教师在过程中教授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实验操作完毕，学生将自己认为合格的数据交教师检查，教师还重点检查结果的有效数字

和与学生探讨对本实验如何进行误差分析等问题； 

6、 本次实验未达到要求者，要求学生预约补课； 

7、 学生课下按课程要求完成实验报告，对实验只接受手写版。 

8、 充分发挥“实验中心”教学网站作用，学生可以下载教学课件，帮助预习；下载教学资料；

与老师对话（在 BBS 上）讨论问题，交流教学情况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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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学效果（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校内学生

评教指标和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的学生评价结果；课堂教学录像资料要点） 

 

 

2004 年理科基地评估专家组（组长朱邦芬院士）的评估意见： 

1、基本形成了一套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2、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取得突出成绩，基础实验进行了深入改造，近代物理内容和科学

研究内容的融入以及设备的更新极大地提高了实验教学水平。充分发挥了实验室在基地人才

培养中的巨大作用，效益显著。 

3、承担了大量国家级的教学改革项目、教材建设项目，以及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等，过去几年继

续获得多项国家级奖励，显示了雄厚的实力。 

2005 年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评审中，对基础实验（即对物理和非物理学生以及研究型普通

物理实验）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 

2006 年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包含对普通物理实验教学效果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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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我评价 

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限 200 字以内，不超过三项） 

 

1、对非物理类课程内容的建设，加入近代物理内容和对各个学科需要的现代实验技术，保证

了物理实验训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提高了水平。 

2、对传统的课程内容融入物理学科前沿内容和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引进现代实验技术，使

课程焕发青春。 

3、建设了对优秀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平台“综合物理实验”选修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

环境，营造了不同于课堂学习的学术氛围。 

5-2 本课程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 

 

经过多次国内外交流与考察，如与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

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

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同行交流，我们的课程处于优秀水平。 

5-3 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1、研究生助教在授课教师总人数中的比例约占 40%，课程组对研究生助教进行严格培训和管理，

并制定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但由于人员流动性大，教学积累不够，对教学效果有一定影响； 

2、由于历史原因，实验员队伍的学历偏低，虽然补充了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但是队伍的建

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3、实验室空间已经饱和。为进一步发展需要，学校和院里已决定在新建的金工楼内为实验中心

安排实验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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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建设规划 

6-1-1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步骤及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建设目标： 

将基础物理实验课的几个教学阶段构筑成体系完整、设施完善、思想先进、内容充实的

高品质物理实验教学多级平台，成为物理教学平台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设内容： 

1、 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基础建设（包括完善网络教学管理和辅助教学系统），为全天候开放实

验室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 

2、 继续拓宽现有的实验内容，丰富教学内容。开出多种层次、不同品种的基础物理实验课

程。 

3、 继续加强与科学前沿接轨的标志性系列实验的建设，拓宽实验研究领域，为提高物理实

验教学水平创造条件，使物理实验课保持全国领先的地位。 

4、 继续加强自主性、研究性实验和实验室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实验室环境和条件。 

5、 建设一支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管理水平及稳定的高素质骨干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管理队

伍，完成新老交替，并培养出在全国有影响的物理实验的年轻学术带头人。 

6-1-2 三年内全程授课录像上网时间表 

对开出的全部实验项目，计划每年上网 1/3，具体安排如下： 

1、2006.07-12：基础实验中的 8 个实验； 

2、2007.01-12：基础实验中的 12 个实验； 

3、2008.01-12：基础实验中的 12 个实验； 

4、2009.01-06：基础实验中的 6 个实验。 

6-2 本课程已经上网资源 

网上资源名称列表： 
 教学、教务及学生成绩管理 
 网络选课 
 网上教学 
 教学资料共享与下载 
 辅助实验教学课件上网 
 教学信息迅速、及时发布 
 建立实验讨论区，加强实验中心与学生、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交流 
 实验室基本信息统计与管理 

课程试卷及参考答案链接（仅供专家评审期间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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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校的政策措施 

所在高校鼓励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情况 

 

精品课体系是我校本科课程建设的重要体系之一。学校对国家级精品课予以重点支持和建

设，并制定落实以下几方面的相关政策： 

1、制定精品课程总体规划。定期召开精品课程建设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以促进精品课

负责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并带动其他课程建设水平的提高。 

2、在组织机构和技术支持方面，学校教务部评估办公室专门负责校、市、国家级精品课

的申报、评选及建设工作，对精品课程建设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3、学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精品课的教学录像，以及制作和维护“北京大学精品课程

网站”课程网站的工作。教学录像包括为申报以及当国家级、市级精品课后的课程的全程教学

录像。精品课网站的维护和管理包括为精品课申报以及当选后的校级、市级、国家级精品课程

的后期网络维护和内容更新。 

4、在建设经费方面，学校拨专项资金为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建设经费。 

5、教师奖励与评价方面，获国家级精品课的课程负责人及课程组成员在职称评定、奖励

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6、重视精品课的过程建设，国家级精品课的来源主要是我校的主干基础课和通选课，是

我校课程建设的两大重要课程体系。学校有专门的文件对这些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和要达到的

目标有明确要求，通过立项的形式给予专项经费支持课程建设和改革，并有严格的检查和认定

评选机制，对质量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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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明栏 

 

申报精品课上网材料请登陆北京大学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网页，网址为： 
www.jpk.pku.edu.cn/pkujpk/course/ptwlsy/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