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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凯华先生教学科研生涯回顾

赵凯华先生，1930年5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

约。父亲赵迺抟先生、母亲骆涵素女士均为官费

留美学生。同年，尚在襁褓的他随父母回国，赵

迺抟先生受聘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

赵先生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0年

毕业。留校工作 3 年后，被派赴莫斯科大学攻读

物理学史专业研究生。在完成指定的物理学史学

习任务后，师从等离子体理论专家弗拉索夫(A. A.

Vlasov)，研修等离子体理论，仅用一年半写就学

位论文Поверхностныеколебаниязаряженногошнур

авпродольноммагнитномполе， 发 表 于ЖурналЭксп

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й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Физики (ЖЭТФ)。

1958 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今博士学位)

后回国。

大学毕业后赵先生开始了长达70年的大学基础

物理教学生涯，除因公派出和“文化大革命”之外

未尝中断。自苏联回国后，被安排在北京大学普通

物理教研室，主讲物理专业的基础课程“普通物

理”。他毕生热爱教学，悉心钻研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由于理论功底深厚、知识面宽广，他的讲授

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既严谨精练、又生动优

美；凡是听过课的学生无不享受其中，回味无穷。

20世纪70年代末，赵凯华先生系统总结教学

经验和心得，着手编著物理专业基础课程教材。

与陈熙谋编著的《电磁学》、与钟锡华编著的《光

学》双获首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7)。基于同名选修课程讲义编写的《定性与半

定量物理学》 1988—1990 年在 《大学物理》 连

载，1991年结集出版，获第3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90年代初起，他与罗蔚茵

等合作编撰 《新概念物理教程》 (全五卷)，旨在

“用现代的观点审视、选择和组织好传统的教学内

容，适当地为物理学前沿打开窗口和安装接口，通

过知识的传授提高科学素质和能力”。这套教材突

破了传统性的单一模式，内容丰富且与物理学前

沿衔接紧密，一经出版即被多所学校用做教材或

教学参考书，其中《力学》卷及以其为基础的教

学改革项目“新概念力学”，作为“高等教育面向

21世纪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研究成

果，先后获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7)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98)。进入 21 世纪以来，他主持完成的项目

“《电磁学》系列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获第 5 届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为了表

彰赵凯华先生为我国大学基础物理教育作出的重

大贡献，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和中国

物理学会物理教学委员会于2008年授予其“物理

教学杰出成就奖”。

赵凯华先生一直提倡素质教育和科学与人文

在教学中的融通，提倡开设面向文科大学生的物

理课程和加强面向工科大学生的物理课程，提倡

物理教育现代化。他关注中学物理教学改革，作

为首倡者之一，带队开创我国参加国际物理奥林

匹克竞赛的先河(1986—1988)，并作为组织委员

会秘书长，主持了首次移师亚洲的第 25 届赛事

(1994)；与张维善合著 《新概念高中物理读本》

(全三册，2006—2008)，推荐 《“外星人”学物

理：匈牙利普通高中物理教材》等国外优秀教材

的引进和翻译。他先后三届入选国际纯粹与应用

物理联合会 (IUPAP)国际物理教育委员会 (C14-

ICPE)，力促将我国物理教学引入国际交流，扩大

中国物理教育的国际影响；鉴于其持续半个世纪

以上对我国和国际物理教育的贡献，2016年被该

委员会授予“国际物理教育奖章”，成为获此殊荣

的首位亚洲学者。

在繁忙的教学和著书之余，赵先生长期承担
九十寿辰畅谈物理教育的赵凯华先生(胡晓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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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工作。1983—1990 年，接替虞

福春先生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一职，在重建教学

秩序、推动科学研究、整顿与晋升师资队伍、派

遣学生深造等诸方面为物理系迅速从劫难中复苏

付出了大量心血。20世纪60年代他担任《物理通

报》副主编，70年代担任《物理》副主编，1982

年创办《大学物理》并亲任主编至2009年；撰写

或组织撰写大量教学研究论文和科学史、普及类

文章，主编 《科学家谈物理》 丛书 (共三辑 30

册)。90年代以后，长期担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

长(1991—1999)和下设物理教学委员会、物理名

词委员会主任(1991—2003)，以及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1985—2006)；主持审定 《物理学名词》 (1988、

1996 版)，主编《英汉物理学词汇》，为中国物理

学名词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作出奠基性贡献。

在大半生执著于教书育人的同时，赵先生始

终保持与学术前沿同步。20世纪80年代，先带领

研究生从事等离子体理论研究，后转向非线性物

理研究；1986年发起创建北京大学非线性科学中

心，开展神经网络、元胞自动机、格点玻尔兹曼

方程方法等研究。

70年来，赵凯华先生从未停止对物理教育教

学和人才培养的探索与践行，以其深刻的思想、

开阔的视野、无畏的胆识、高洁的情操“照亮”

了一批批踏入物理学世界的青年学生和骨干教

师，为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建设、中国物理教育事

业发展作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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