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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学科课程设置



一．基础拓展课程

●参与人数：100人以内

●参与对象：面向初中二年级及以下具有数理潜质
的学生，符合条件的小学生、初中生均可报名，
择优参加。



●课程内容：
●1.�力学：质点运动、牛顿运动定律、动量、机械
能、动量守恒、机械能守恒等基本概念和定律。

●2.�热学：分子动理论、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
第二定律、气体的性质等基础知识。

●3.�电磁学：静电场、恒定电流、磁场、电磁感应
等基本概念和规律。



●�4.�光学：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折射、光
的干涉和衍射等光学现象。

●5.�近代物理：原子结构、原子核、量子物理等基
础知识。

●6.�实验：基本物理实验方法及初、高中基础物理
实验。



●基础拓展课程的内容相对较为基础，旨在加强学
生对物理学基本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科兴趣，同
时遴选出具备优秀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较高
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较强的团队合
作精神的学生。



二．拔尖赋能课程

●参与人数：50人以内
●参与对象：面向高一年级及以下具备一定的数理
基础，对物理有浓厚兴趣，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的学生。



●课程内容：

●1.�力学进阶：质点和刚体的运动、动量定理和动量矩定理、
机械能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碰撞和爆炸等。同时还会涉及一
些更复杂的运动学问题，如质点系和刚体的运动、相对运动等。

●2.�热学进阶：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深入理解和应用，
包括熵、熵增等概念。����

●3.�电磁学进阶：静电场和恒定电流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包括
高斯定理和环路定理等。同时还会涉及磁场和电磁感应的进阶
内容，如磁感应强度、磁通量、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



●��4.�光学进阶：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理解，以
及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等现象的深入理解和应
用。

●5.�近代物理进阶：原子结构、原子核的深入理解
和应用，包括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应用等。

●6.�实验：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设计性创新实验。



拔尖赋能课程在基础知识上进行了拓展和深
化，涵盖了更多大学物理的内容，内容相对
较难，旨在考察学生对物理知识的深入理解
和应用能力。



三．拔尖创新课程

●参与人数：25人以内
●参与对象：面向高中学生，要求掌握了一定的大
学物理知识，具备较高的解决问题的技巧，具备
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课程内容：拔尖创新课程更加深入和广泛，涵盖了物
理学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包括：

●��1.�力学深入：质点和刚体的复杂运动、相对论力
学等。

●����2.�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热力学第三定律、统
计物理的基本概念和应用等。

●����3.�电磁学与电动力学：电磁场的理论和计算、
麦克斯韦方程组等。



●�4.�光学与量子力学：量子光学、激光物理等前
沿领域的知识。

●5.�原子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原子核的结构和性质、
粒子物理的基本概念和实验等。

●拔尖创新课程的内容非常深入和广泛，旨在加强学
生对物理学的深入理解，选拔出具有潜力和才华的
拔尖创新人才。



二、寒假课程
完成情况



参与学员：
北京十二中：35人
北京十中：    4人（中途退出2人）

授课教师：
吴术刚

1、基础拓展课程



周数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1 1月13日 1月14日 1月15日 1月16日 1月17日 1月18日 1月19日

平衡条件、
三力平衡、
多力平衡

杆绳模型、
动态平衡、
整体法和隔
离法

牛顿第一定
律、探究加
速度与力、
质量的关系、
牛顿第二定
律的基本应
用

力学单位制、
瞬时加速度
问题、超重
和失重

动力学中
的临界问
题、连接
体问题

休息

板块模型、
传送带模
型、动力
学中的图
像问题

2 1月20日 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曲线运动、
运动的合成
与分解、小
船渡河问题、
关联速度问
题

平抛运动、
一般的抛体
运动

圆周运动的
描述、向心
力、向心加
速度

生活中的圆
周运动、水
平和竖直面
内的圆周运
动分析

课程计划及完成情况





参与人员：
北京十二中：8人
北京钱学森中学：3人
人大附丰台学校：  2人
北京十八中：2人

授课教师：
浦仕毕   李晗（外聘）

2、拔尖创新课程



周数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1 1月13日 1月14日 1月15日 1月16日 1月17日 1月18日 1月19日

简谐振动
（一）

简谐振动
（二）

2 1月20日 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5日 1月26日
简谐振动
（三）

相对论
（一）

相对论
（二）

相对论
（三）

3 1月27日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30日 1月31日 2月1日 2月2日

4 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8日 2月9日
力学综合
（一）

力学综合
（二）

力学综合
（三）

5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2日 2月13日 2月14日
力学综合
（四）

力学综合
（五）

力学综合
（六）

力学综合
（七）

课程计划及完成情况





三、存在问题
及建议



1、学生基础水平差异较大不能顺利衔接。为确保后续
运行顺利，需提前进行布局，各学校协调从一开始就加
入，以消除基础知识差距。
2、教师资源不足，不同学段的学生基础水平参差不齐，
需要分层教学，需要投入更多的教师资源。应积极鼓励
更多学校老师加入，发挥各自专长，以减轻主教练的工
作负担，激发教练团队的积极性，共同培养全区杰出学
生。
3、学生参与积极性的问题。应加大宣传力度，并设立
奖励机制，对优秀学员给予一定的政策奖励，以持续激
发他们的学科热情。



4、课程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中学阶段打好基础非常
重要，但也不能一直学习旧知识，应与高校、科研机

构或企业合作，让学生了解一些前沿领域，以及必备

的基础知识，指导平时的学习，拓宽学生视野。



谢  谢

汇报人：吴术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