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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中国古代（1911年前）物理领域成就一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系列之五

§ 古代物理成就——弘扬中华优秀自然科学成就

§ 古代物理领域杰出科学家——弘扬中华优秀科学家精神

§ 中国古代杰出的物理著作——弘扬中华优秀物理科学专著

§ 中国古代物理文化——弘扬中华优秀自然科学文明和文化传承

§ 内容严格限定在中国古代物理成就（1911年前），如果数媒类内容

涉及1911年后，属于违规参赛作品



§ 物理学领域

§中国古代物理学成就包括：力学、光学、声学、电磁学和热学等多个方面

§力学：中国古代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应用：杠杆原理、水利和风力的应用

§光学：古代对光的传播和反射现象有深入研究

§声学：古代中国对声学传播和共振现象重要贡献

§电磁学：古代对电磁学现象研究和应用领先于世界

§热学：古代对热现象和物态变化深入研究

中国古代物理内涵



§ 力学领域

§《考工记》：记录了古代农具、兵器、乐器等手工艺规范，涉及力学知识

§《墨经》：提出了关于力学的一些初步哲理，如“力”的定义

§   明代《天工开物》：记述了测试弓弦弹力大小的方法，展示了力学知识的应用 

§ 声学领域
§  王充的《论衡》：提出了声波的传播方式和声强与传播距离的关系

§《吕氏春秋》：记载了“声振林木”的故事，涉及声波的传播和能量

§《考工记》：论述了古代乐器的制作，反映了对声学的理解

§《梦溪笔谈》：沈括在弦共振时作纸人试验，研究声学效应    

中国古代物理成就专著



§ 电磁学领域

§《管子》：记载了磁石的吸铁性，是关于磁的最早记载 

§  沈括的《梦溪笔谈》：最早记载了指南针的制作和使用，以及磁偏角的发现 

§  东汉的《论衡》：记载了摩擦起电现象，如“顿牟掇芥” 

§《淮南万毕术》：记载了磁石棋子“自相触击”的现象 

§  《晋书·马隆传》：记载了利用磁石吸住铁甲的军事应用 

§《武经总要》：记载了在两山之间引水过山，建造大型虹吸管的方法 

中国古代物理成就专著



§ 光学领域

§《墨经》：记载了光的直线传播、小孔成像、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等光学现象 

§赵友钦的《革象新书》：对小孔成像规律进行了研究 

§  《梦溪笔谈》：沈括记录了光的折射和色散现象 

§《淮南万毕术》：西汉刘安所著，记述了大量的物理学经验或思辨性理论，包括光学 

中国古代物理成就专著



§ 热学领域

§《周礼》：记载了古代的降温术和高温术

§《考工记》：记载了通过观察火候和火色来判别温度高低的方法 

§  《淮南万毕术》：记述了热胀冷缩现象的一个典型实验 

§《关尹子》：提出了热设想为一种实体物质的观念 

§  《刘子·崇学篇》：从“五行”观念出发，猜想物体寒、热、温、凉的变化 

中国古代物理成就专著



§ 墨子——《墨经》 
§  贡献: 提出了关于力学的一些初步哲理，如杠杆原理、浮力原理等，以及光学方面知识，如小孔成像、光直线传播 

§王充——《论衡》
§  贡献: 提出了声波的传播方式和声强与传播距离的关系，以及对运动快慢的观察和分析

§沈括——《梦溪笔谈》 
§ 记录了磁学、光学和声学知识，包括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原理

§张华——《博物志》 
§ 零散地记载了大量的物理学经验或思辨性理论，涉及了热、力、声、光、电和磁等方面内容

§方以智——《物理小识》 
§ 记述了隔声以及建造隔声房的方法，它比西方同样的理论和建筑要早约250年

中国古代物理学家



§刘安——《淮南万毕术》 
§  贡献: 记述了大量的物理学经验或思辨性理论 

§齐国工匠——《考工记》 
§  贡献:论述了古代农具、兵器、乐器等手工艺规范，涉及力学和热学知识 

§赵友钦——《革象新书》 
§ 贡献: 对光学现象作了深入研究和描述，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

§张载、王夫之——《正蒙》和《正蒙注》 
§ 贡献: 提出了“元气本体论”，对物理学的物质构成有重要影响

§刘歆——《西京杂记》 
§ 贡献: 记载了天然磁石的吸铁现象以及最早的指南针“司南”

中国古代物理学家



§力学
§都江堰：由秦朝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主持修建，利用弯道环流原理，是水利

工程的杰出代表

§张衡的水运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展示了古代机械工程的高水平

§曹冲称象：利用浮力原理的经典故事，反映了对力学的深刻理解

§赵州桥：由李春设计建造，展现了古代结构力学的应用 

§记里鼓车：利用齿轮构造，展示了古代机械制造的精细

§宋代的“被中香炉”：世界上最早利用陀螺仪原理的常平支架

§龙骨水车：发明了用于农业灌溉龙骨水车，提高灌溉效率

§坎儿井：干旱地区的一种地下水利工程，汉武帝时期开始利用这一特殊水利

工程

中国古代物理学应用和发明



§声学
§宋代的音乐理论：包含了对声学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古代编钟：古代乐器的制作和使用，反映了对声波频率和共振的理解

§天坛回音壁：利用了声的反射效应的建筑声学应用

§庄子调瑟：发现了共振现象，对声学效应的认识

§喷水鱼洗：研究了声波对水的激励作用 

§地听：利用空穴传声的军事应用

中国古代物理学应用和发明



§光学
§宋代“透光镜”：展示了对光学现象的探索

§阳燧取火：利用凹面镜会聚太阳能的先驱 

§热学
§钻木取火：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学会利用火，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

§火药发明：利用燃烧时产生的热力和气体膨胀 

§唐代烟火玩物：利用热能转化为光和动力

§宋代的火球和火蒺藜：利用热能进行军事应用

§明代“火龙出水”火箭：利用热动力推进的火箭

§宋代的“走马灯”：利用热力学原理，反映了对热量转换的理解 

中国古代物理学应用和发明



§电磁学
§秦始皇阿房宫磁石门：利用磁石的吸铁性防盗

§东汉的《论衡》：记载了摩擦起电现象，如“顿牟掇芥” 

§  宋代的指南龟：指南仪器的改进，为航海提供了方便条件 

§  明代郑和下西洋：利用指南针进行远洋航行

§《淮南万毕术》：记载了磁石棋子“自相触击”的现象 。

§《晋书·马隆传》：记载了利用磁石吸住铁甲的军事应用

中国古代物理学应用和发明



§物理典故、成语故事
§《吕氏春秋》记载了“声振林木”的故事，涉及声波的传播和能量

§成语故事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弹起来，铿铿锵

锵，声振林木。”

§成语典故：战国时期秦国歌手薛潭向歌唱家秦青拜师学艺，经过一段时间的

刻苦学习。薛潭的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向老师辞行。秦青在郊外设宴送

行，席间唱了一曲十分悲壮的歌曲，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潭觉得十分惭

愧，于是留下继续学习。

弘扬中华古代物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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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新要求 

◆ CHATGPT、AI绘画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数媒动漫与短片组各
类别有哪些不同的影响。

◆ 评委在评审过程中具体把握CHATGPT、AI绘画等人工智能技术对
作品的影响与评审

◆ 参赛团队对使用了CHATGPT、AI绘画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作品，如
实汇报使用程度。

◆ 地图问题等



数媒类评审中存在的问题

§ 大赛主题？——国赛评审作品

§ 作品原创性？

§ AIGC素材引用？

§ 各类别作品创作质量的平衡和差异化

§ 作品推优和点评





§   主题：中国古代（1911年前）物理领域成就一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系列之五

§ 古代物理成就——弘扬中华优秀自然科学成就

§ 古代物理领域杰出科学家——弘扬中华优秀科学家精神

§ 中国古代杰出的物理著作——弘扬中华优秀物理科学专著

§ 中国古代物理文化——弘扬中华优秀自然科学文明和文化传承

§ 内容严格限定在中国古代物理成就（1911年前），如果数媒类内容

涉及1911年后，属于违规参赛作品



古代数学作品创作——插画设计



数媒类主题和赛项改革

§ 主 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五

§ 赛项设置：
§数媒静态、动漫短视频、游戏与交互

§AI作为工具融入各类别的创作

§三大类别下面设置AIGC赛道 

§ 各类别作品质量提升？

§ 各类别作品创作质量的平衡和差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