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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附中自 2009 年开始在部分班级尝试开展青年物理学家竞赛

题目研究工作以来，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2013 年开始有了自己的

校内 PT 竞赛—人大附中青年物理学家竞赛，每年都有八支以上的队

伍开展科学研究，报名参加校内比赛，在人大附中青年物理学家竞赛

受到了越来越多学生的喜爱。

鉴于青年物理学家竞赛这种比赛方式对学生全方位思维能力的

培养，人大附中自 2009 年起开始在校内以学期作业的形式进行小范

围尝试，2013 年初，首届全国中学生青年物理学家竞赛在南开大学

举行，人大附中派出两支队伍参赛，在整个准备过程中，学生所迸发

出的创造力和实验设计、探究能力坚定了老师在人大附中开展校内联

赛的决心，并在组内教研会上得到全体物理组老师的支持。2015 年

开始每年在校内高一年级进行人大附中青年物理学家竞赛表演赛，展

现物理逻辑之美，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青年物理学家竞赛。



考虑到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每年的人大附中青年物理学家竞赛

题目由物理组老师讨论后从当年国际赛 17 道题中选取 6 道作为校内

比赛试题。每年的 9 月初为赛事推广期，在校内通过海报、宣讲会、

公众号的方式在校内进行比赛的宣传和宣讲工作，介绍赛事规则和基

本研究方法。9月底在校内公布选择的六道比赛试题，参赛学生经过

近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十一月底利用周末时间完成预赛，选出 3-4 个

队进入决赛，12月中旬在校内进行竞赛，产生最后的冠军队。

比赛完全由学生社团操作赛事宣传、推广和比赛运营工作，由物

理组老师和毕业校友担任评委工作。比赛形式和流程与国际赛基本相

同，每一阶段时间略有压缩，整个比赛时间压缩到每节 42 分钟，比

赛工作语言为中文。13 年首届比赛就有来自从八年级到高三共计五

个年级的 52名同学参赛，14年报名参赛人数又有增多。

反方向正方挑战竞赛题目 1（分钟） 0.5（分钟）

正方接受或者拒绝挑战人的题目 1 0.5

正方准备 5 2

正方做所选题目的报告 12 10

反方向正方提问,正方回答 2 2

反方准备 3 3

反方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正方与反方讨论 15 11



评论方提问，正反双方回答问题 3 3

评论方准备 2 2

评论方发言 4 3

正方总结发言 2 -

评审团提问 5 3

总计 55 40

在比赛中，学生体会到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培养了学生科研

素养和能力、加强同学协作精神，提高团队合作能力、提高了学生学

习物理的兴趣，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锻炼表达和辩论的能力,语言

应用能力以及培养了沟通交流能力。可以讲对学生的锻炼是全方位的，

甚至还包括了学生寻求帮助的能力、学习能力、学术报告的能力等等。

同时由于学生在研究的规程中经常会使用 MATLAB 和 Mathematica 等

计算软件，感觉到学习这些软件对将来进入大学开展科学研究非常有

帮助，因此有学生萌发了在学校开设《计算软件入门》选修课的想法。

今年由两个高一和高二学生共同主持的《计算软件入门》选修课在校

内开课。

而对于老师来说，RYPT 活动的开展也增加了组内教师的凝聚力，

比赛利用周末进行，每次比赛进行的时候都会有大量老年和中年教师

到场担任评委工作，他们是真正的对这个活动感兴趣，参与到其中。



而在活动的过程中，作为老师也感受到了压力和学习的动力，整

个活动的进行对老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激励老师自发的就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校内高学历的青年教师在做好课内正常教

学的同时，可以把自己科研方面的经验介绍给学生，教给他们科研的

方法，让学生少走一些弯路。

2014 年我们又进一步在高一年级开设了《青年物理学家》研修

课程，完成了人大附中青年物理学家竞赛由民间社团活动向校内特色

课程的转变，以课程的方式将此项活动固化了下来，同时通过细致的

备课，系统教授学生科研方法，带领学生共同进行科研研究，每个学

生在完成本课程学习后都要独立完成一篇研究报告，并以此报告参加

学校青年物理学家竞赛，半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总结

在人大附中，青年物理学家竞赛从 2012 年首次组队参加第一届

全国中学生青年物理学家竞赛，到 13年有了自己的校内联赛，再到

14 年在校内开设了《青年物理学家》研修课程。三年三个台阶，如

今在人大附中，青年物理学家竞赛受到了越来越多学生的喜爱，并参

与到其中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