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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是数字化信息系统（Digital Information System）的英文缩略，特指上海市在二期

课改中引入的中学物理数字化实验系统。该系统包括系列物理量传感器、数据采集器、计算

机和教学软件，以及为确保实验数据的科学性和稳定性而研发的配套实验器材，还包括大量

实验范例和其它类型的教学资源。 

从 2002 年 6 月上海市中小学数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开始运行，到 2014 年 9 月《中

学物理教学的革新，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研发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

奖，我们以十二年的时间开启了一项贯通课标、课程、教材、教法和教育装备等领域的系统

工程，并取得了研发工作的初步成功。总结这十二年，我们感触良多： 

一、思路决定出路，一切始自规划 

DIS 诞生于本世纪初中国实验教学仪器陈旧、落后的大背景下。实验仪器研发长期停

滞，造成仪器功能薄弱、效率低下，已经影响到了上海二期课改高中物理课程的推广实施和

人才培养目标的最终实现。 

正是认识到了实验教学仪器的落后在于仪器研发机构和教材编写部门的相互牵制，上

海市教委教研室逐渐形成了“以新教材推出新实验，根据新实验研发新仪器，用新仪器做新

实验”的破局思路。 

1999 年底，上海二期课改的纲领性文件——《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小学新课程方案和各

学科教育改革行动纲领》（研究报告）出台。其中《中学物理学科教育改革行动纲领》明确

指出：要“积极探索多媒体计算机与物理实验的结合，实现对物理实验的实时控制及对实验

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和处理，更好地发挥实验教学的功能”。事实证明，正是这一超前的设想

和规划为 DIS 的研发打下了伏笔。十二年来 DIS 的所有技术发展，始终围绕着上述规划进

行。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也都仰赖上述规划的明确指导。 

二、理想遭遇现实，全凭系统推动 

本世纪初，PPT 尚属课堂上的新鲜事物。虽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中学科学教

育中使用了与 DIS 类似的数字化实验教学仪器，但仪器的研发、推广及后续的教师培训均

为企业行为，上述国家在课标和教材中也没有予以提及。因此，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决定启动

以计算机数据采集为基础的 DIS 开发并将其引入中学物理教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创新

之举，在中国所承受的阻力可想而知。 

在阻力面前，上海市教委的有关领导大力支持，构建了“课标、教材和教师培训”三位一

体的 DIS 教学应用推进网络。 

首先，《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了必须开展 DIS 实验，下达了 DIS 演示实

验和分组实验名录；其次，在二期课改高中物理教材中导入 DIS 系统介绍和以 DIS 完成的



系列实验，经过两次修订，DIS 实验在教材实验中的比例已达 42%；最后，市教委和教研室

依托全市 53 个课改试点校，开展了为期三年的 DIS 教学应用验证，并连续举办全市规模、

参训人数逾千人的 DIS 应用培训，推广基于 DIS 的实验教法，有力地促进了基层教师观念

转变。 

正是整个教委系统的协力推动，使得 DIS 这个新鲜事物得以在短期内被上海广大教师

所接受，并在教学中发挥了支持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重要作用，为二期课改的顺利实

施做出了贡献。 

三、既有要掌门人，又要有大团队 

DIS 的研发，涉及物理学科教育和教育学、心理学、工程学等多个领域，是典型的跨领

域系统工程。这样的工作离不开优秀的人才。具体说来，离不开优秀的人才队伍。 

2002 年，经过市教研室领导的审慎研究，刚刚卸任风华中学校长职务的物理特级教师、

实验教学专家冯容士受聘担任上海市中小学数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主任，主持 DIS 的研

发工作。冯容士具有扎实的物理教学功底和多年积累的实验教学经验，在物理自制教具、实

验创新创造方面蜚声全国。而市教委领导更为看重的，则是冯容士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韧品格。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计算机数据采集，冯容士不仅毫不

退缩，反而从自己身上找到了 DIS 教学应用的突破口。2002 年 6~7 月，在冯容士指导下，

研发中心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推出了一键 OK 的 DIS 教学专用软件，人称“傻瓜软件”。该软

件基本扫除了当时一线实验教师对计算机的恐惧，铺平了 DIS 走进课堂的道路。随后，冯容

士带领研发团队，基于自身对物理实验教学的深刻理解，迅速完善了 DIS 的数据采集体系，

从无到有开发了一系列配套实验器材，积累了大量实验教学资源，十二年间取得向心力实验

器、二维运动系统、法拉第电磁感应系统等专利二十余项，被《中国教育报》誉为“数字化

实验的掌门人”。 

DIS 的发展进程中，冯容士固然贡献良多，他身后的强力研发团队更是功不可没。冯容

士的老搭档——研发中心的高级实验师陈开云凭借精湛的手工技术，制作了 DIS 大量样品

和模型，直接落实了冯容士的研发构想，明确定指导了整个技术团队的工作。研发中心副主

任陆伯鸿特级教师调动整个上海物理教学界的骨干力量，为 DIS 的研发出谋划策、为 DIS 的

验证和完善呕心沥血。其中，上海物理教材总主编张越先生多次凭借过人的物理思维帮助

DIS 突破研发难关。“动能大小的比较”、“二维平抛运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验证”等

经典的 DIS 实验都打下了张越老师的思想印记。而以刘齐煌、汤清修、倪闽景、王铁桦等为

代表的专家们十二年如一日的关心关注，为 DIS 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有力促进。研发中心另

一位副主任李鼎，带领山东远大的众多工程技术人员，长期驻扎上海，扎实苦干、任劳任怨，

成为 DIS 研发的坚强柱石。 

此外，随着 DIS 教学影响的日益扩大，冯容士大胆倡导面向广大教师的“开门研发”，

一批优秀的一线教师，如桑嫣、郑百易、朱铮和王苏梅等加入到 DIS 的研发工作中来。他们

构成了富有创造性的“第三梯队”，为 DIS 系统的丰富和完善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不仅要能攻坚，更要打持久战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DIS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也非一日之功。 

DIS 研发的第一个攻坚战是 2002 年 3 月间力传感器的研发，耗时不到一个月；第二个

攻坚战则是 2002 年 7 月间以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攻克位移传感器国产化的难关。这些闪电攻

坚的成功，彰显了中国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勇气，并逐渐发展成为了研发中心克服

困难、力争上游的优良传统。但总结十二年的研发经历，DIS 的研发所依靠的，更多的是跨

年度的持久战。 

从 2007 年到 2010 年，DIS 二维运动实验系统的研发耗时三年多； 

从 2008 年到 2012 年，DIS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实验器Ⅰ、Ⅱ共耗时近四年； 

而 DIS 从 2002 年的 3.0 版升级到 2014 年的 8.0 版，总共跨越了十二年零三个月。 

上述过程是难以逾越的客观规律，也是教育学和工程学的现实。而真正值得总结的，

是支撑整个 DIS 研发队伍十二年来既能攻坚又能够持久作战的精神力量——不求名利、专

心研发，以技术进步、产品完善和实验教学效益的提升为最大乐趣。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长期

鼓舞下，一个基于事业型合作、看似松散的研发团队才能打出一个又一个攻坚战，并构成了

十二年来的持久战，最终取得了 DIS 领域的国际领先。 

五、坚持服务教学，开启创造源泉 

技术为教学服务，是 DIS 研发一贯坚持的工作原则。十二年来，通过组织 DIS 新产品

的试用、面向一线教师的器材订制、协助教师参加全国教学大赛、支持各类公开课和观摩课，

DIS 的创新成果得以在第一时间发挥教学效益。 

2006 年，上海市教委依托风华中学和研发中心组建了“冯容士物理名师培养基地”，后

改名为“冯容士、陆伯鸿物理名师培养基地”。该培养基地的建立不仅承担着物理实验教学研

究、实验教学人才培养、实验教学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重任，更是在 DIS 的技术研发和教学应

用之间架起了桥梁。到目前为止，上述基地培养了遍及上海各区县的四批学员。研发中心也

通过与培训学员及其背后的广大教师的积极互动收获了大量创新思路，进一步促进了 DIS 教

学品质的提升。 

六、顺应技术进步，果断迭代升级 

DIS 总体上依托计算机和传感器。这两个技术领域的更新速度在世界上位列前茅。但

DIS 在十二年间所进行的五次整体换代，并非被技术发展牵着鼻子走，而是出于自我否定的

勇气，和对产品性能的不懈追求。 

2005 年，支持生化实验的 DIS5.0 推出；2007 年，无需交流电源供电、采用 USB 通讯

的 DIS6.0 推出；2010 年，采用蓝牙技术和模块化构造的 DIS7.0 推出。每一次产品换代，都

是教学效能和用户体验的大升级。这些升级使得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用户愈加信赖和支持

DIS，实验教学改革创新的步伐也愈加坚实。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顺应技术进步、果断迭代升级，DIS 才能逐步跻身国际领先的行



列，并能够保证 DIS 的创新成果之一——无线向心力实验器产品于 2014 年 6 月代表中国首

次捧得世界教具联合会创新产品大奖。在世教联给出的评价中，DIS 无线向心力实验器被誉

为“最符合教学需求的创新产品”。这句话既是对研发中心十二年辛勤劳动的赞誉，更是对上

海教委教研室、上海风华中学勇于改革创新、持续扎实努力的最好褒奖。 

十二年努力一朝获奖，并非 DIS 研发工作的终结，而是更加深入的研发工作的开端。

DIS 的进一步模块化、基于 DIS 的 DIY 产品开发、远程实验、从实验教学向 STEM 转型、

进一步扩展 DIS 在生化和小学科学中的应用，等等新的挑战摆在上海市中小学数字化实验

系统研发中心面前。继往开来、再攀高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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