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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之后中国物理学会的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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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048）

[摘 要] 自 1976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物理学会科学普及活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物理学会有

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科学普及活动，这些科学普及工作也是随着学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深入

的，科学普及的形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起来，对国家科学普及活动予以极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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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许多国家都把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

质看成是在 21 世纪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

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搞好科普工作

既是百年大计，更是当务之急。科普工作不仅

是提高公众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反对封建迷

信、伪科学和打击邪教组织的有力武器。要充

分认识到：“全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

于科学素质的提高；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

学精神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

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1]“国家
及全社会提高了对科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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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科普立法和规划工作，加大了对科普工作
的支持力度，科普工作呈现日趋活跃、创新发

展的大好局面。”[2]1984 年 2 月 20 日在中国物
理学会于北京召开的第二次科普工作会议上，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沈克琦、禇圣麟等指

出：“我们必须提高自觉性，努力贯彻中央的
方针，结合物理学的实际，大力开展科学普及
工作。”[3]

中国物理学会作为我国科普事业的一支先

导性力量，充分利用科学、人才和设施的资源

优势和自身特点，“为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

法、弘扬科学精神作出了努力”[4]。中国物理

学会历来十分注意在青少年中开展科普活动，

利用物理学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可以从科普工

作中培养和发现物理人才的幼苗。

自 1976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物

理学会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有组织、有计划

地开展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科学普及活动，科学

普及的形式越来越丰富起来。

1 举办科普讲习班、基础知识讲座、科普报

告会
讲座是中国物理学会进行科学普及的重要

形式，中国物理学会的许多资深物理学家都

参与科普讲座。

例如，1982 年至 1987 年中国物理学会第

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举办了各种类型的

专业培训班、讲座等 30 余次。参加的科技、

教学人员达 3 000 人。培训班、讲座涉及的学

科有声学、核物理、波谱、现代光学、电镜、

质谱、表面物理、液晶、引力与相对论、量子

力学、物理学史等。交叉学科的讲座有“物理

学在医学中的应用”和“物理学在农业中的应

用”等。还组织了 6 次“物理学的进展”讲

座，介绍了物理学一些分支学科进展情况。中

国物理学会第三届 （1978-1982 年）、第五届

（1987-1991 年）、第六届 （1991-1995 年） 全

国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学会举办了基础知识

讲座、科普报告会和邀请外宾作科普报告、放

映科普电影等活动。中国物理学会第五届会员

代表大会期间，组织科普讲座和科普报告 32

次，听讲青少年达 4 500 多人。讲座内容包括

超导、加速器、核技术应用、激光、高能物理、

磁学、电镜及其他的一些物理学基础知识。另

外，还组织了介绍超导、高压物理、高能物理、

表面物理、低温技术应用、核物理及核能利用、

苯晶态物理、液晶、静电等方面的科普文章，

分别在 《光明日报》、 《大学物理》、 《现代物

理知识》 及有关刊物和中央广播电台发表。

1996 年 3 月由中国科协和中科院共同发

起举办的“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活动在北

京、上海、天津等 10 多个城市举行。中国物

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承办的院士报告于 1996

年 5 月在中科院高能所举行。谢家麟、冼鼎昌

院士分别作了题为“同步光源及其对 21 世纪

科学技术的影响”和“带电粒子加速器———从

基础研究的工具到科技民生的应用”的报告[5]。

2003 年 4 月 4 日，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

理分会主任赵峥教授先后在北京海淀区教师

进修学校、湖北教育学院、北京四中、清华附

中等多处为大中院校师生作题为“黑洞和膨胀

的宇宙”、“相对论和宇宙”等科普报告，赵

峥教授还在北师大开设了跨校、跨系的课程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宇宙”，听众约 5 000 人。

这一系列科普讲座活动扩大了教师的知识领

域，提高了他们的教学水平，取得了非常好的

社会效益。

2 编写、出版物理科普书籍和拍摄、放映科

普电影
如何写作、出版既有科学性又充满人文文

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

涉及作者的遴选，又涉及写作的方式。从事物

理学科普书籍出版的编辑都知道，要找一个既

有较高的专业造诣，又受过较好人文熏陶、有

较强的文字能力的作者，在目前的我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中国物理学会却在这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例如，1991 年至 1995 年，物理学会编辑

了一套 《科学家谈物理》 丛书，截止 1994 年

底，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16 册，每册发

行量都在 2 万本以上。1995 年计划出版 7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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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 30 册于之后陆续完成。在编辑出版此套

丛书中，得到了一些著名物理学家、作者和湖

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由于此丛书内容新

颖、深入浅出，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台湾书

商亦将组织翻印。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物理学

会组织、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物理基础知识

丛书选读本 10 册 （每册重印 4 000 本，共 4

万本），亦已在前两年陆续出版发行，受到读

者的热烈欢迎[6，7]。2003 年，物理学会由科普

委员江向东翻译了 《世界的终极镜像———反物

质》、由电介质专业委员会编印了 《神材妙

用》。还组织专家撰写 《朦胧的量子世界》、

《看不见的世界》 [8]丛书等 10 余本，协助中国

科协等部门编写 《21 世纪学科发展丛书》 [9]、

《诺贝尔百年鉴》 [10]等科普书籍数 10 本。

另外，在拍摄、放映科普电影方面，中国

物理学会也做出了一定成绩。如 1981 年物理

学会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协作，完成了一部

科教影片 《低温世界》，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

3 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科学普及活动
广泛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是新

世纪推进我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重要任务。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理学会青少年科

学技术普及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青少

年科学技术普及网络开始形成，设施和手段也

日益增强，吸引了大量青少年参与科学技术普

及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提高了青少年的

科技素质。中国物理学会的青少年科学普及活

动开展得丰富多彩。

首先，建立了青少年物理科普活动站。中

国物理学会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期间，为

了加强对青少年科普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国

物理学会青少年科普活动小组，并成立了中国

物理学会北京昌平县青少年科普活动站与中关

村青少年科普活动站，组织了物理学史报告

会，参观了原子能反应堆，举办夏令营[5]108。

1991 年至 1995 年期间，中国物理学会还为北

京市海淀区青少年科技活动站提供科技活动

设备和维修等工作，促进了该区科技活动的

开展，经中国物理学会组织和介绍，前两年，

电镜和质谱分会挂靠单位中科院科仪中心向

该站无偿赠送了一台 10 多万元的电子显微镜，

并负责安装维修，现已能展出。中国物理学会

还利用中关村科学院所属科研所的有利条件，

组织参观。中科院物理所还向该站提供旧的科

研仪器及零件，价值 10 余万元，为该站科普

工作做出了贡献。

其次，举办青少年物理科普夏令营。1998

年 7 月，中国物理学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联合举办了吴健雄物理夏令营 （中学生） 活

动。营员是参加第 29 届国际物理竞赛中国集

训队的 17 名队员，加上 17 名特邀的中学生的

代表。夏令营紧紧围绕纪念吴健雄和物理学，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使营员们受到一次以

吴健雄博士为榜样、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贡

献、担负起科教兴国的重任的教育。

再次，开放物理高科技实验室。中国物理

学会于 1996 年 5 月和 1998 年 12 月分别以

“科技殿堂迎接青少年”、“科学技术与跨世纪

蓝图”等为主题，先后多次组织 540 名中学师

生参观中科院物理所超导、激光、磁学、表

面、晶体等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科技活动，扩大

了师生的知识视野，反响较好。2000 年 5 月

19 日、5 月 26 日，学会配合中宣部、科技部

和中国科协在京联合举办了“让科学走进生

活，让公众理解科学”大型科普宣传活动，组

织了百名中学生参观了中科院物理所磁学、超

导、晶体等高科技实验室。实验室向中学生开

放，扩大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4 举办科普展览
中国物理学会举办物理科普展览的目的

是：增强公众相信科学、尊重科学和崇尚科学

的意识；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一系列科普展览促进了公众对

物理学的理解，激发了公众学习物理学的兴

趣，促进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及其对个人和社会

重要性的理解。如在诺贝尔奖诞生 100 周年之

际，中国科协于 2000 年 12 月举办“诺贝尔科

学奖百年回顾展”大型展览，中国物理学会配

合科协组织了 11 位专家完成了物理奖的部分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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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方案、内容及展览结构设计，完成了8 个系列

及启示部分大纲与脚本撰写，得到了中国科协

与其他学会的高度评价[11]。参加者通过参观展

览，能够学习到新的知识、方法，接触到新

的思想，或者深化已有的知识，加深了对科学

知识的理解。

5 其他形式的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是一种传播活动，只有在运作的

“时空”上产生共振，才有可能产生社会的共

鸣，科普的效应才有可能被放大。时间把握上，

要注意“什么时候出什么活”，尤其是关注国

际和国内已确定的节日、纪念日，关注国际和

国内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科技事件、已出

现和正在出现的重要科技人物，前瞻性、系统

性地做足做好选题策划和活动启动工作[12]。

在这方面，物理学会积极举办了“2005

世界物理年”系列科普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使人们在关注热点的同时又潜移默化

地接受了科普教育[13]。

中国物理学会在 2004 年 1 月 9 日，组织

召开第八届科普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

论和制定了“2005 世界物理年”活动方案，

其中包括“制作宣传海报、宣传挂图”和“联

合出版社向公众推荐优秀科普图书”。为鼓励

更多的人参与到“世界物理年”活动中来，在

中国物理学会网站开展“世界物理年”海报公

众有奖征集活动。2005 年 3 月 18 日，“世界

物理年”宣传海报印制完成，印数 1 万份，免

费向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物理学会及科

协发放。4 月 9 日，“世界物理年”宣传挂图

印制完成，印数 700 套，与随图附送的人物背

景材料一起陆续发放到全国各地订户手中。这

套 52 张一套的宣传挂图包括“理论篇”、“人

物篇”、“舞台篇”、“应用篇”和“展望篇”

5 个部分。随图附送的还有相关人物的背景材

料。一经面市，立刻受到全国物理学界的热烈

欢迎，很快就发售一空。这套挂图在各省市开

展“世界物理年”宣传活动以及在全国各大中

院校进行新生教育和科普教育中发挥了重大作

用，许多学校都将挂图做成展板，陈列在教

学楼大厅里，对教学与科研环境的建构以及

物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5 年 4 月，由中国科协、科技部、教

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中国物理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世界物理年纪念大会”上，杨振宁、李政道、

彭桓武、冯端、张杰等分别进行演讲，向听

众介绍了爱因斯坦的成才道路和学术成就等

精彩内容。4 月 19 日晚 19：00-21：00，全球

性“物理照耀世界”光束传递活动在我国 34

个省、市隆重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活动

的总人数达到 79 730 人。全国各大媒体对活

动进行了现场报道[14]。

6 小结
随着中国物理学会的不断发展，对科普工

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科普活动的形式也不

断丰富，但举办科普讲座、出版科普图书仍是

主要的工作形式。科普工作的重心也逐渐转向

了对青少年进行科普教育上来。难能可贵的

是，在这些科普活动中，一些资深的物理学家

开始投入到其中，为中国物理学会的科学普及

活动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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