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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与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

叶沿林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暋北京暋100871)

暋暋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与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

都是由中国科协领导,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重要物

理教育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办以来,物理

竞赛受到国家和地方的科协与物理学会的高度重视

和支持,全国各省、市大批物理工作者长期为此无私

奉献、精心耕耘,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规范和很高的

社会声誉,大大促进了中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在
物理人才培养与选拔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促进

了中学物理教师水平提升和物理实验室在各重点中

学的建设.

1暋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是由中国科协主管,由中

国物理学会主办,各省(市、自治区)中学生自愿参加

的群众性的课外学科竞赛活动.这项活动也得到了

教育部批准,自1999年开始,竞赛优胜学生(省、市
一等奖)获得保送进入高等学校的资格.自1984年

北京市承办第1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至今,已经

连续举办了28届.28年来,参加物理竞赛的中学生

由每年几万人,发展到今年的48万多人,和数学竞

赛一起成为国内最受中学生欢迎、规模最大的赛事.
1984年开始的时候,这项活动就得到周培源、

钱三强、黄昆、沈克琦等历届中国物理学会领导的高

度重视和具体指导.竞赛的指导思想是促进中学生

提高学习物理的主动性和兴趣,改进学习方法,增强

学习能力;促进学校开展多样化的物理课外活动,活
跃学习气氛;发现具有突出才能的青少年,以便更好

地对他们进行培养.
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分预赛(理论)、复赛(理论

和实验)和决赛(理论和实验)三个层次进行,预赛和

复赛由各省、市、自治区物理学会和省市竞赛委员会

组织,决赛由全国竞赛委员会组织.预赛、复赛和决

赛的理论命题以及决赛的实验命题均由全国竞赛委

员会统一组织,复赛的实验由各省命题,但必须在全

国竞赛委员会出版的实验指导书范围内,以保证预

赛的群众性和复赛、决赛的选拔性.各省通过复赛选

出一、二、三等奖,从省一等奖中选出优胜者组成省

队(直辖市队、自治区队)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

决赛.随着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预赛的学生人

数逐年增加,增加决赛名额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决

赛的规模也逐年扩大,头十几届都是100人左右,

2007年是180人,2008年扩大到210人,2009年起

决赛名额是280人.但决赛人数占初赛人数的比例

在逐年降低,从1984年的约1/560,到2011年的约

1/1730.通过层层选拔,从280名选手中选出六分之

一选手(决赛一等奖)作为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集训

队,由集训队通过培训,选出8名亚洲中学生物理奥

林匹克竞赛选手和5名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选手

组队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和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制定了《全国中学生

物理竞赛章程》,设立了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

(简称全国竞委会).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由

主任一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副主任

和常委由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聘任,组成全国

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
全国竞赛委员会委员由各省、市、自治区物理学会推

荐1名人选组成.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统一

领导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活动.全国竞委会制定了

《关于保密工作的规定》、《关于命题工作的规定》、
《关于考务工作的规定》、《关于决赛活动的规定》、
《竞赛内容提要》、《关于实验考试的规定》等并严格

执行.按章程规定,各省、市成立相应的地方竞赛委

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本省有关竞赛的各项活动.
全国竞委会下设命题组、决赛评奖组.命题的内

容和保密是竞赛的生命线.命题人员由全国竞委会

常委会聘任,专兼结合,要求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并不

得参与竞赛辅导.命题组直接负责全国统一的初赛、
复赛、决赛三级命题,初始命题量是实际使用量的若

干倍.在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之下,命题难度越来越

大,聘任合格的命题专家越来越难.通常要在专、兼
两部分人员之间经过多次会议筛选、修改,确定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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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竞赛命题,工作量非常大.全国三级竞赛的考卷

均通过国家机要局印刷,由科协保密系统运送和保

存分发.
每年承办决赛的省要成立决赛组织委员会.初

赛和复赛的考务工作由各省、市地方竞委会承担,决
赛由常委会和主办单位承担.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参

赛人数的增加(从1984年的4.3万人增加到2011
年的48.4万人),考务工作越来越复杂,保密性和公

开公平公正性均面临很大的挑战.在科协主管的五

大竞赛中,物理竞赛是唯一要考实验的,这为竞赛的

组织增加了很大的困难,但却大大促进了中学物理

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设,这也是物理竞赛一直坚持

纳入实验考试的初衷.
28年来,为了保证竞赛透明、公平、公正,和竞

赛的高水平,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委员会在出题、保
密、名额分配,理论和实验题的命题规范,以及如何

组织实施预、复、决赛等方面形成了一套严格、公平、
公开的管理和操作程序,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决赛中已逐步建立了学

生可申请查分的制度.参照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规程,2008年,又规定复赛成绩公布后,参赛者对

分数有异议也可以申请查分,各省竞赛委员会必须

给出足够的时间让参赛者查分;决赛时如有争议可

以通过领队持复印卷面对面查分,争议解决不了由

仲裁组最后仲裁.实行了面对面查分争议的制度,使
决赛结果更加合理和公平.

从1984年至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已经举办

了28届,此项赛事对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从中学阶段培养了一批具有优秀资质和钻

研精神的中学生对学习物理的兴趣和对探索未知世

界的好奇心.物理竞赛的优胜学生成了著名大学理

工科的优选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物理学

及其相关学科优秀的专家学者.物理竞赛对基础学

科人才的早期发现和培养具有很大的贡献.
(2)竞赛举办近30年来,大大促进了中学物理

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涌现了一大批钻研业务成绩

卓著的中青年教师,许多参与竞赛指导的教师被评

为特级教师.竞赛对中学物理教师的队伍建设起了

积极促进作用,对促进重点中学的物理教学水平提

高作用尤为明显.
(3)提高了物理实验教学的水平.不少中学由于

高考不考实验操作,因此物理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

设严重萎缩.2005年竞赛委员会公布了物理竞赛

34个实验题目,并出了参考书.此后许多中学已经

参照参考书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实验室,使喜欢物理

的学生的实验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4)在国际竞赛中为国争光(见本文第2节).
几十年以来,物理竞赛作为非政府组织在复杂

的社会条件下组织实施的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竞赛活

动而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和违规违纪事件,十分难

能可贵.按照中国科协的要求,竞赛的费用主要依靠

自筹(收取参赛费和承办单位的补贴等),并用于地

方竞赛活动.全国竞委会提取的费用主要用于贯穿

全年的命题、保密制卷和分发、会议、办公运作、西部

贫困学生资助等.财务管理严格规范,并受中国科协

主管机构监督,每年均要向全国竞委会做财务汇报.
历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基本情况见表1.历

届参赛人数的变化趋势见图1.

表1暋历年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基本情况

届次
预赛 决赛

时间 参赛人数 时间 地点 参赛人数

1 1984年11月18日 43079 1985年2月26日-3月2日 北京 76

2 1985年11月26日 52925 1986年4月1日—4月5日 上海 104

3 1986年11月16日 58766 1987年2月22日—2月25日 天津 105

4 1987年10月25日 57523 1988年1月6日—1月10日 兰州 101

5 1988年10月23日 55855 1989年1月6日—1月10日 广州 106

6 1989年10月8日 53096 1989年12月10日—12月14日 长春 127

7 1990年10月21日 54393 1990年12月23日—12月27日 福州 105

8 1991年6月30日 73806 1991年9月8日—9月13日 桂林、南宁 104

9 1992年9月6日 60617 1992年10月12日—10月15日 合肥 101

10 1993年9月5日 46843 1993年10月8日—10月11日 长沙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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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94年9月4日 65146 1994年10月9日—10月12日 西安 109

12 1995年9月3日 55861 1995年10月8日—10月11日 太原 112

13 1996年9月8日 86173 1996年10月19日—10月22日 杭州 114

14 1997年9月8日 90067 1997年10月18日—10月22日 南昌 118

15 1998年9月6日 134599 1998年10月21日—10月25日 大庆 121

16 1999年9月5日 169282 1999年10月16日—10月21日 南京 126

17 2000年9月3日 225683 2000年10月21日—10月25日 武汉 143

18 2001年9月9日 267363 2001年10月20日—10月24日 海口 145

19 2002年9月8日 322043 2002年10月19日—10月23日 郑州 146

20 2003年9月7日 359835 2003年10月18日—10月22日 济南 170

21 2004年9月5日 328134 2004年10月16日—10月20日 重庆 173

22 2005年9月4日 363139 2005年10月15日—10月19日 沈阳 167

23 2006年9月2日 426673 2006年11月4日—11月9日 深圳 173

24 2007年9月2日 411350 2007年11月3日—11月8日 宁波 177

25 2008年9月7日 486601 2008年10月18日—10月23日 北京 210

26 2009年9月7日 483734 2009年10月29日—11月5日 上海 280

27 2010年9月5日 468547 2010年10月28日—11月4日 厦门 280

28 2011年9月4日 484301 2011年10月27日—11月3日 西安 280

图1暋历届参赛人数的变化趋势(图下方带小三角符号的曲线

上的点代表决赛人数乘以100)

2暋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

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的英文名称是Interna灢
tionalPhysicsOlympiads,简称IPhO.它的宗旨是

通过组织国际中学生物理竞赛来“促进学校物理教

育方面国际交流的发展暠,以强调“物理学在一切科

学技术和青年的普通教育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此
项竞赛于1967年在波兰华沙首次举办,起初仅东欧

5国参加,后扩展到包括苏联在内的8个国家.自
1972年开始,有非东欧国家参加,以后逐渐扩大.经
过30多年的成功举办,国际声望越来越高,它的作

用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欧洲物理学会所肯定.
国际物理教育委员会(ICPE)于1991年向IPhO 颁

发了永久性的铜质奖牌,轮流由举办国保存.自

1967年第一届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简称

国际奥赛)至今,除 3 年之外,每年举办一次,到

2011年已举办了42届.
由中国物理学会组织,我国自1986年在全国中

学生物理竞赛的基础上经过集训和选拔,派出学生

代表团参加国际奥赛,历年取得优异成绩;并于

1994年在北京主办了第25届国际奥赛(见图2).集
训和选拔工作委托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
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学校轮流主持.

图2暋1994年7月第25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中国北京

举行

第17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于1986年在英

国伦敦举办,中国队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赵凯华、陈
熙谋老师带队首次参加这项竞赛.虽然每个国家可

以派出5名学生参赛,但中国队的第一次参赛只有

3名学生.从那以后,中国队先后参加了除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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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台北举办的第34届国际奥赛之外的历次竞

赛,共25届,获得金牌91枚,银牌21枚,铜牌9枚,
表扬奖2人次.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先后派出教练带队参赛.自1997年

在加拿大萨德伯里举办的第28届国际奥赛起,中国

队共获得5次个人总成绩第一名.
在2009年墨西哥国际奥赛中,中国队的两名女

选手史寒朵和林倩分别获得总分第一名和第四名的

优异成绩,特别是史寒朵获得总成绩第一名、实验成

绩第一名和女生第一名三项单项奖(见图3),在国

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40年来的历史上,第一次由一

名女选手获得总分第一名,成为这次竞赛最为关注

的亮点.许多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人、领队、学生当

面向她们表示祝贺,并合影留念.有的领队表示这将

会鼓舞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女生中开展物理学教育.

图3暋2009年7月中国选手史寒朵(左一)在墨西哥梅里达市举

行的第40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上获得三项单项奖:总成绩

第一,实验成绩第一和女生第一

在2010年克罗地亚国际奥赛中,中国队的俞颐

超获得国际竞赛金牌、最佳总成绩奖、最佳理论成绩

奖、欧洲物理学会创新奖等4个奖项,先后4次走上

领奖台.图4为2011年7月参加第42届国际物理

奥林匹克竞赛的中国选手.

图4暋2011年7月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42届国际物理奥

林匹克竞赛的中国选手

第一届亚洲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简称亚赛)自

2000年在印度尼西亚格拉瓦西城首次举办,每年举

办 一 次 ,到2011年 ,已 举 办 了12届 .中 国 队 未

参加2001年和2010年的两次在中国台北举办的亚

赛,此外还因非典未参加2003年在泰国举办的亚

赛;除此之外,中国队参加了其余9次亚赛,并且在

每次亚赛中都获得个人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除第

一次亚赛中国队派出了5名选手外,其他8次亚赛

中国队都有8名选手参赛,共计参赛选手69名,在

9次竞赛中,共获得63枚金牌、5枚银牌、1人次表

扬奖.2007年,我国上海承办了第8届亚洲物理奥

林匹克竞赛.
通过参加国际竞赛和亚赛,中国队的学生们增

进了与各国学生的交流,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学习物

理、学习科学的积极性.竞赛集训队成员,特别是获

奖选手,成为各重点高等学校争相录取的对象.
中国队在历届IPhO竞赛中的成绩见表2.

表2暋中国队在历届IPhO竞赛中的成绩

年份 届次 金牌 银牌 铜牌 表扬奖 比赛地点

1986年 第17届 1 1 1 英国伦敦

1987年 第18届 2 3 东德耶那

1988年 第19届 1 2 1 1 奥地利巴德·伊谢尔

1989年 第20届 4 1 波兰华沙

1990年 第21届 2 1 2 荷兰格罗宁根

1991年 第22届 5 古巴哈瓦那

1992年 第23届 5 芬兰赫尔辛基

1993年 第24届 2 2 1 美国威廉斯堡

1994年 第25届 4 1 中国北京

1995年 第26届 5 澳大利亚堪培拉

1996年 第27届 5 挪威奥斯陆

1997年 第28届 3 2 加拿大萨德伯里

1998年 第29届 5 冰岛雷克雅未克

1999年 第30届 2 3 意大利帕多瓦

2000年 第31届 5 英国莱斯特

2001年 第32届 4 1 土耳其安塔利亚

2002年 第33届 4 1 印度尼西亚巴里

2003年 第34届 未参赛 中国台北

2004年 第35届 5 韩国浦项

2005年 第36届 5 西班牙萨拉曼卡

2006年 第37届 5 新加坡

2007年 第38届 4 1 伊朗伊斯法罕

2008年 第39届 5 越南河内

2009年 第40届 5 墨西哥梅里达

2010年 第41届 5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2011年 第42届 5 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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