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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方案的依托，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的特点，人才培养目标是构建课程体系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途径和保证。研究生课程体系应以“知识为基础、创新为引领、能力为目

的”作为目标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以研究生个体发展为核心、以创新为目标指向、以“学习化课程”为基本特征

的课程结构形式；课程体系实施的设计应坚持课程体系结构与课程管理之间的逻辑性，突出组织形式和考核方式的开放

性，关注过程环节的反馈性。设计多样性课程体系应遵循完整性、通适性、多样性和反馈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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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我国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建

立适应多样化人才需要的研究生培养体制，构建与人才培养相匹配的培养模式，是深化研究生教育改

革，使之更好地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重要课题［１－６］。对基础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来说，这种改革

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特别是对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来说，存在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现有的培养

模式不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二是现有的培养模式无法满足被培养者需要的多样性。必须对物理

学专业的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改革，使之能够基本适应社会的需求和被教育者的需要。

本文仅从课程体系的构建对物理学硕士研究生的多元化培养作用进行探讨。

１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方案的依托
由于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的最主要途径和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它是实现人才培养方案的依托［７］。

课程体系是指在一定的教育价值理念指导下，依据相关学科知识和实践环节，按一定比例和逻辑关系选择

并加以组织的包含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和教育教学活动的系统。其主要特点为［８－１０］：１）整体性。每个专业
的课程体系一般由若干门课程（包含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或实践活动）组成，虽然各门课程都有自己的目

标、内容体系和特点，但它们都必须服从人才的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因此，各门课程之间应该具有目标

的相容性、时序的逻辑性和结构的完备性，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２）多样性。从人才培养类
型来说，同一个专业不同类型（如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课程体系必须是不同的；从人才培养规格来

说，不同学校（如“９８５”高校和一般院校）同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肯定不一样；从人才培养对象来说，同一个
学校同一个专业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职业需求（如教师职业、技术应用或开发职业、管理职业等）构建不同

培养方向的课程体系。可见，课程体系应该具有多样性。３）开放性。课程体系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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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这种变化又因地域、时段及政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课程

体系应该具有容许并能够进行及时修订的自我可调性，即开放性。

２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的关系
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关键要素，均对人才培养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深

入理解和厘清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２．１　人才培养目标是构建课程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学校的整个教育教学活动都是为了培养人。一方面，培养目标作为学校定位的核心要素，作为各专

业培养方案的引领指标，它决定了各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标准以及能力和素质要求；另一方面，培养目

标作为考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终极要素，作为检验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结果性指标，它反映了人才培养

的达成度。因此，人才培养目标既是构建课程体系的出发点又是其落脚点，针对不同的培养目标应该构

建为其量身定做的课程体系，使之尽可能达成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目前，我国目前不少高校的研究生

培养目标大体一样，导致课程体系基本趋同，培养的人才缺乏多样性。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需求市场

的不断变化，对研究生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要求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必须多元化，课程体系必须具

有多样性。

２．２　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途径和保证
对硕士研究生教育来说，培养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课程（理论性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教学活动和指

导性课题（项目）研究（设计）活动来完成。这些课程教学活动和课题研究活动遵循规定的目标要求，按

照一定的次序及比例组成具有逻辑结构的系统就形成了相应的课程体系。可见，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

培养目标的途径和保证。要想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构建与其相匹配的课程体系，而脱离课程体

系，教育目的和人才培养目标也就难以实现。比如，如果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但是却按照培养

研究型人才的要求构建课程体系，则难以达成培养目标；反之，如果课程体系单一、陈旧，则不可能培养

出综合型创新人才。

３　构建多样性课程体系的基本思考
课程体系的基本要素有目标要素、内容要素和实施要素，因此我们拟从这３个方面对物理学硕士研

究生的课程体系构建进行思考。

３．１　课程体系的目标建设
课程体系目标包含总体目标、结构目标和课程目标。其中，总体目标应与培养目标一致，位于课程

体系目标的最上层；课程目标是具体课程的目标，位于课程体系目标的最下层；而结构目标则是联接总

体目标和课程目标的过渡目标，位于课程体系目标的中间层。

对于多元化的培养目标，我们从学习者（研究生）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３个维度
来考量课程体系的目标建设。站在研究生角度，其学习的目标可能因人而异，但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自

己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工作和社会的需求；站在社会角度，希望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是具有高素质、强能

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站在学科发展角度，研究生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创新与发展知识。因此，应该

以“知识为基础、创新为引领、能力为目的”作为研究生课程体系目标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３．２　课程体系的内容建设
课程体系的内容要素亦称结构要素，主要指课程体系的组成成分、课程的联系方式、组织形式以及

各类课程之间的比例关系等，它可以分为“形式结构”和“实质结构”２个层面。其中，形式结构主要表
现课程要素的配比关系、要素间的横向组织关系纵向衔接关系。例如，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

修课的比例问题，理论课与实践性课程的比例问题，分科课程与综合性课程的关系问题，必修课与选修

课的比例问题，各门课程开设的时间、所设的课时等均属于课程体系的形式结构层面。而实质结构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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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映课程的价值取向和哲学及心理学基础，它起到规定和指导形式结构的作用，不同的课程价值观和

哲学基础就对应不同的课程结构。例如，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价值取向就对应“教授化课程”体系，而

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价值取向则对应“学习化课程”体系。研究生教育的课程体系应该具有以研究生

个体发展为核心、以创新为目标指向、以“学习化课程”为基本特征的课程结构形式。

３．３　课程体系的实施
课程体系的实施指的是执行培养计划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是课堂教学活动，而且包含参加课题研

究、参加学术会议及学术报告、参加学科竞赛、开展学术沙龙和国内外访问交流等活动，它在课程体系中

具有关键作用。要使课程实施过程能够有效进行并达成目标，必须设置相应的组织形式和管理规程。

例如，课程教学形式、交流讨论的最低次数、各类学分的最低要求、研究（设计）实践活动的空间时间要

求、选课制度、考核制度、进度报告制度等都属于课程体系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或因素。研究生

课程体系实施的设计应该坚持课程体系结构与课程管理之间的逻辑性，突出组织形式和考核方式的开

放性，关注过程环节的反馈性。

４　构建物理学研究生多样性课程体系的设想
为了适应社会对物理学专业的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的需求，满足被教育者的学习和从业需要，应该

在制定的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将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从事物理和相关领域的研

究、教学、开发和管理的专门人才。毕业后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业院校、高级中学、政府机构及

公司的教学、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或成为国家相关领域专门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这一培养目标

体现了培养类型（研究型、教学型、开发应用型和管理型）和培养规格（高等院校、中等学校、政府机构和

公司企业等的从业人员）的多样性。针对这种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基于前面几节的分析，在构建多样性

的课程体系时应该遵循完整性、通适性、多样性和反馈性原则。完整性主要指课程体系的结构方面（形

式结构），即课程设置的层次，如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等必须完整，培养环节的时序，如

课堂教学环节、实践活动环节、开题、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等的安排必须完整。通适性和多样性

主要相对课程体系的内容而言，课程设置的内容既要适应其相关后续课程的基础，又要满足不同方向学

生的学习需求。例如基础课（仅指专业基础课）的设置，以“高等量子力学”“计算物理”“非线性物理”

作为整个物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课（学位课程），它们无论是对后续的方向基础课（如

量子场论、量子统计、固体理论、半导体器件物理、激光等离子体物理、高等电磁场理论、现代数字信号处

理等）还是对不同方向（“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非线性物理”和“无线电物理”等）的专业学

习都是适用且必须的；为了满足不同方向的培养要求以及学生学习的个性化需要，我们还设置了方向基

础课和方向选修课，其中，方向基础课为各方向通用（在课群中选择，作为学位课），方向选修课为非学

位课。这样，既保证了课程设置的通适性，又满足了不同培养方向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反馈性则主要是

指课程体系的实施，反映了培养过程的特征。如课程的门数要求、学分要求，各类活动的次数要求、学分

要求，各环节的时间节点要求和考核要求等。作为实例，我们对物理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给出基于多元化

培养目标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的专业课程设置文本，如表１所示。
表１　物理学学科硕士（专业）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１ ２ ３ ４
开课单位 备注

基础

理论课

０８０２００１ 计算物理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０２ 高等量子力学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０３ 非线性物理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必修

专业

基础课

０８０２００４ 量子场论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０５ 量子统计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０６ 群论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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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１ ２ ３ ４
开课单位 备注

专业

基础课

０８０２００７ 固体理论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０８ 半导体器件物理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０９ 激光等离子体物理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０ 高等电磁场理论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１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２ 现代通信原理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３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３ ５４ √ 物理学院

每个方向

至少选

３门

非
学
位
课

方
向
选
修
课

理
论
物
理

０８０２０１４ 现代微分几何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５
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

引力理论）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６ 宇宙学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７ 非爱因斯坦引力理论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至少

选２门

凝
聚
态
物
理

０８０２０１８ 凝聚态物理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１９ 光电子材料与器件导论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０ 纳米电子学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１ 晶体物性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２ 材料发光及其物理效应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至少

选２门

光
学

０８０２０２３ 高等光学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４ 现代光子学理论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５ 量子光学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６ 量子信息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７
超强超短激光脉冲与物质

相互作用专题选讲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至少

选２门

非
线
性
物
理

０８０２０２８ 非线性振动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２９ 非线性电路与混沌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０ 混沌物理学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１ 随机过程的理论与方法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２ 弹性力学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至少

选２门

无
线
电
物
理

０８０２０３３ 现代电路理论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４ 现代数字通信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５ 现代光纤通信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６ 微弱信号检测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７ 无线传感器网络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８ 光波导理论与应用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３９ 无线通信系统ＤＳＰ技术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４０ 嵌入式系统与应用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０８０２０４１ 现代电子电路设计 ２ ３６ √ 物理学院

至少

选２门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开题、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研究生作进展报告）
１

实践环节

实践形式可选择教学实践、研发实

践、管理实践、社会调查、社会兼职

及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学术、

科技竞赛活动等

２

按《湖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工作手

册》相关规定执行

物理学院

物理学院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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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１ ２ ３ ４
开课单位 备注

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听学术报

告、专家讲座，参加学术会议、参加

学校或省级研究生论坛报告会、研

讨等

须参加学术活动１０次以上，其

中本人主讲报告至少一次
物理学院

５　结语
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和完善的研究生教育活动。本文分析了培养方案

与课程体系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设计多样性课程体系应注意的４条原则，并给出了物理
专业基于多元化培养目标的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基本构架。下一步我们将着手于研究生课程体系内涵建

设，把工作重点放在课程内容建设和课程开设效益上，建立一套完整、合理的质量评估体系，及时反馈教

学内容、方法、效果；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课程体系建设的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确保课程体系运行的

有效性，也为编制一套适应社会和研究生多样性需要的物理学一级学科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多

元化培养方案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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