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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竟赛的特点、目的和意义,就其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以及交流沟通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做了探讨,该赛事是培养大学生全面

素质与创新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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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CUPT)是中国借

鉴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InternationalYoung
Physicists′Tournament,简称IYPT)的模式创办

的全国赛事,该活动得到了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并被

列入中国物理学会物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计

划,是实践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国家教育

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大学生创新竞赛活动之

一.该赛事旨在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

决实际物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参赛学生就实际物理问题的基本知

识、理论分析、实验研究、结果讨论等进行辩论性比

赛.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锻炼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团队合作精神、交流表达能力,使学生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得到全面协调发展.该赛事的宗旨和新

大纲要求的物理理论要与实验、实践相结合的理念

相一致.因此,我校2020年和2021年连续参加了两

届比赛,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参赛学生在理论

学习、动手能力、团队协作和交流表达方面得到了充

分锻炼,增强了自信心,为后续学习打下了良好基

础,该竞赛在我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1 我校的CUPT竞赛组织形式

1.1 竞赛流程安排

(1)竞赛宣讲,个人报名

当年赛题出来后,9月份在校园网上发出通知,

组织校内宣讲,对象主要是大二、大三的学生,采取

的方式是邀请拿过国赛一等奖学校的指导老师和学

生参加,讲竞赛规则、实验过程、答辩技巧、注意事项

以及参加竞赛对学生的提升作用,同时还会请参加

过竞赛的优秀学生演示一遍竞赛流程,介绍一下参

加竞赛的心得体会,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该竞赛.最后

组织学生现场报名或通过校园网报名.
(2)提交申报书

参赛选手自行选题,根据所选题目的预研结果,

按照规定格式撰写参赛申报书,内容包括对题目的

理解、理论分析、实验设计方案、实验仪器、误差分析

和结论等,尽量详细.在规定时间内将电子版申报书

通过校园网发送给负责老师.
(3)校内初赛

初赛采用汇报答辩方式,参赛选手就选题进行

PPT主题报告,时间控制在6min,随后评委老师提

问,时间4min.初赛后3日内公布复赛名单.
(4)校内复赛和决赛

复赛选手自由组队,按照CUPT规则进行校内

复赛和决赛,决赛优秀选手组建参加西北赛区的代

表队.
1.2 竞赛场地 仪器和指导教师安排

(1)场地安排,依托物理创新实验中心、物理演

示实验大厅和大学物理专用教室演示仪器开展

CUPT相关实验,从有限的实验教学教室中挤出两

间30m2 专用实验室,对学生全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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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器安排,除一些常用仪器仪表外,还申请

经费购买了高速摄像仪、热像仪、阿贝折射仪等.对
学生实验必需的实验耗材提供资金支持;对不能在

竞赛实验室完成的实验,指导教师联系专门实验室

进行实验.
(3)指导教师安排,团队由老、中、青教师组成.

年轻教师主要负责竞赛的组织,其他教师负责理论、

方法的指导和校赛的裁判工作.

2 成效与收获

2.1 CUPT对学生能力培养的作用

(1)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CUPT赛题具有3个鲜明特征:实际性;研究

性;开放性[1].
17道赛题均来源于日常生活、生产与工程技术

中客观存在且未被加工或被加工的成份较少的实际

问题,并具有开放性,这给了学生充分的思考和创新

空间,同时也使其有机会真正地体会“研究”的过

程,可以说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良好选择.学生选好

赛题后,通过对题目的分析、研究,针对相关知识上

的缺陷和漏洞,主动查阅相关的书籍、文献,为更深

入的研究储备知识.在研究中,学生要充分调动开放

性思维,反复修改理论模型,进行数值计算与模拟,

深入探讨各参变量的影响;然后精心设计实验方案,

搭建实验平台,控制实验参量,测量并分析实验数

据;最后得出结论并进行相关讨论.每一道赛题都需

要学生把所学的知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模仿思维过渡到独立思维,相当于进行一次小型

的系统科学研究训练.因此,该竞赛能够培养学生查

阅文献与自主学习能力、建立物理与数学模型的能

力、应用数值计算与仿真工具软件的能力、采集与处

理实验数据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与创新意识等科

研能力.参加竞赛后的本科生具备了一定科研能力,

在赛题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成功申请了大学生创

新项目并发表相关论文.还有的学生把赛题作为毕

业设计研究内容,比如把2020年第16道赛题镍钛

合金发动机作为研究内容,进行镍钛合金发动机的

机理研究,研究内容为:1)研究镍钛合金发动机的

物理机理;2)研究影响镍钛合金发动机性能的因

素;3)研究提高镍钛合金发动机效率的方法与途

径,研究成果收到评委的一致好评.

(2)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交流表达能力

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作为一项学术团体赛,采
用团队合作研究、现场辩论的竞赛模式,这不仅需要

选手具有扎实的物理理论功底和实验技能,同时也

对选手的团队合作精神、交流沟通能力与现场反应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为完成赛题的研究内容,竞赛

小组各成员需要分工合作,这可以使学生认识如何

组织团队,如何在团队中进行定位,发挥自身作用.
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包括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寻求帮助的能力、交流能力、学术报告

的能力等.同时,通过差不多一年的合作交流,同学

们也收获了友谊[3].
(3)为学生提供增长见识的窗口

通过参加竞赛,学生能亲自体会物理问题的研究

过程,亲耳聆听物理大师的报告,赛场上与各高校的师

生展开交流、辩论,这些不管对指导教师还是对学生来

说都是一种最高的“科学滋养”,是难得的锤炼、检验自

我的机会,CUPT竞赛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窗口和机会.
2.2 CUPT对教师能力培养的作用

大学物理学术竞赛的举办,有助于提高教师的

教学热情,促进教师对大学物理教学形式、教学内容

与教学方法的研究,对大学物理教学内容与物理竞

赛如何接轨的研究,以及对物理竞赛的意义与影响

的研究,并把这些反思与研究用于物理教学过程中,

有意识地改进教学,这样既提升了自身素质,又促进

了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达到教学相长,提高教学

效果.通过参加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学生开阔了视

野,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内发现了自己的优势与

不足,培养了综合素质,增强了学习物理的动力,提
高了学习效果.尤其是通过一年的努力拿到CUPT
竞赛奖杯后,不仅能极大地促进学生学习物理的兴

趣,也很好地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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