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2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大学生物理实验讲课竞赛 

校企合作通道参赛规则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为积极响应建设科技强国宏伟目标，进一步

推进校企合作协同育人，鼓励仪器生产企业研发适合于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新设

备、推广新产品，促进新实验项目的开发，拓宽校企合作的形式与内涵、增进合作

力度，在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大学生物理实验讲课竞赛开辟校

企合作通道，通过校企合作方式组队的讲课竞赛参赛队伍，均可通过本通道参与预

赛阶段的选拔，获得决赛资格。 

一、企业资质要求 

    参赛企业必须是有良好信誉的、合法的仪器生产厂家，不能是代理商。参赛企

业须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仪器设备与高校合作参加讲课比赛。 

二、报名要求 

由企业与高校自愿合作组队报名。2名指导教师中，1名应为企业指导老师，企

业指导老师应是该参赛企业的正式员工。 

三、参赛名额 

根据“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创新)第一轮通知”要求，每所学校讲

课类最多2支队伍，多校区学校讲课类最多3支队伍。各学校可从中推荐合适的队伍

报名参加校企合作通道。 

每个企业最多允许与2所不同高校合作参赛。每个企业合作参赛作品不能超过2

个，且参赛作品须为不同的实验项目和内容。 

四、决赛名额 

   本通道初赛作品提交方式和选拔形式与其它通道相同，但进入决赛的名额单列，

为本赛道总报名队伍数的20%左右，且进入决赛的队伍总数不超过8支。 

五、选拔标准 

根据原有讲课比赛评分标准，增加体现实验项目和仪器创新的评分维度，选手

在讲课过程中需体现所使用仪器设备创新之处。 

六、项目限制 

本着鼓励企业研发新仪器、推广新产品的原则，不得选择往年高频的一等奖实

验项目作为参赛项目。本次比赛的限制项目有4项：等厚干涉/牛顿环实验、迈克尔逊干

涉仪实验、杨氏模量测量实验（静态拉伸法）、霍尔效应及其应用实验。 

七、其它要求 

本赛道其它要求参照第十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大学生物理实验

讲课竞赛细则执行。其它未尽事宜由本竞赛组织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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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创新）大学生物理实验讲课竞赛 

表3.2  校企合作通道参赛项目评分标准（7维度14个指标点）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分值 

教学理念 

1.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够体现大学物理实验的教学目标，自然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有效发挥课程育人功能。
10 

2.体现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在各教学环节中体现教学设计与教学创

新。

教学内容 

3.关注实验教学的内涵建设。教学内容无科学性错误，实验操

作熟练、规范（如安全事项、有效数字、误差分析等）。参考

《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23）》，体现

教学内容的分层次设计，注重学科逻辑性与思辨性。有一定的

深度、挑战度，能够科学解释学科的核心原理和思维方法，体

现实验教学的创新。 
20 

4.教学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能够反映社会和学科领域发展

新成果和新趋势，注重学科交叉和实际应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

的科学观。

教学过程 

5.根据课程实际和学情基础，有效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策略

设计，教学方法选择恰当有效，包含合理的互动设计，能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实验教学。 15 

6.注重教学过程的探究性，具备一定的教学智慧，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潜能和探究意识。

教学效果 

7.能有效促进学习者理解所讲课程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掌握所讲

知识的运用情境、策略和方法。

10 
8.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思考实验教学多方面的育人作用，感悟课

程的意义与价值，培养学生形成批判反思的思维习惯，塑造学生卓越

担当的人生品格。

教学仪态 

9.讲课者着装得体，教态自然大方，符合教师职业规范。

10 10.教学语言（包括体态语）规范、准确，包括用普通话教学、语言表

达流畅、语速合理和体态协调等。

教学展示 

11.文字书写规范，美观大方；合理运用板书且设计布局合理、整洁。

10 12.教学课件有先进的设计理念，具有交互性或动态感；素材格式规

范，编辑效果（包括字体、字号，背景与内容的颜色、风格等）简

洁、清新、美观。

企业期望 

（新增） 

13.参赛使用仪器具有一定创新性，能够促进、突破原有实验教学内容

和教学模式的设计，或提供全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25 

14.仪器的改进、创新和特色能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

说明：在原有评分标准6个维度12个指标点的基础上，新增第7个维度“企业期望”。将原有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
的分值减半，合并到新增“企业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