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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应用性

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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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地方本科院校实际，对物理学专业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改革进行了研究，提出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
业应用性人才培养可实施“两步走”的方案。通过分步骤方式逐步构建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以扩大物理学专业就业面

及提高学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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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是一个相互竞争、相互依赖的时代，要在国际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依靠高素质人才的支撑。高

等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主阵地，其人才培养质量、规

模、水平直接关系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水

平［１］。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需求，

需要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式进行改革，以提高高等教

育培养人才的素质、能力和水平。

地方本科院校主要指近１０年来由专科升格成为本
科的一类高等院校，这些院校大多分布在市（州）地区，具

有较强的地方特色。作为地方教育、区域经济发展和科

技创新的主力军，地方本科院校肩负着为地方培养人才、

输送人才以及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任，其人才

培养的规模、质量、效率直接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质

量［２］。因此，对地方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进行改革

与创新很有必要。

作为基础学科之一，物理学专业多年来培养了大量

的物理专业人才及物理专业教师。随着新时期人才需求

的变化，现有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

当前国家和社会的需求，需要对其进行重大改革与创新，

以培养出符合需求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专业人才。对

于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来说，这几年专业情况不容

乐观，对其人才培养方式进行改革迫在眉睫，使得培养具

有地方特色的物理学专业应用性人才成为其人才培养的

重要目标［２］。

１　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首先，从院校角度来看，地方本科院校大多数是从专

科升格而成的，其中有许多为师范类专科，其人才培养目

标、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等都是参考重点（师范）大学制

定出来的。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在升本早几年是比较适应

的。但随着高校扩招影响的深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原

有培养方式逐渐不适应新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

地方本科院校的实际及社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２］。此

外，地方本科院校起步晚、底子薄，相比重点大学来说师

资力量弱、仪器设备相对落后、科研水平较低，这些原因

注定其不能以培养科研型人才为目标，而应以培养应用

性人才为目标［２］。对于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来说，

培养物理专业应用性人才也应成为其人才培养的主要

目标。

其次，从专业角度来看，物理学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

础之上的基础学科，它虽然是相关应用性学科的基础，但

并没有与这些应用性学科紧密联系起来，导致物理学专

业逐渐与应用性脱节，变成了所谓的冷门专业，专业规模

也有所减小。其中，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的规模萎

缩尤为厉害，面临压力很大，主要体现在专业招生规模下

降、招生生源不足、学生就业面窄、就业率不高、师资及科

研能力水平低等方面，可见，对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

进行改革与创新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再次，从课程体系来看，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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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与综合性大学的差别不大，以经典理论课程为

主，并配以相应实验课程。课程内容中反映现代科学技

术的内容、跨学科知识内容偏少，学生动手环节不多，从

而脱离了人才培养的目标，造成专业人才竞争力不强，不

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要改变地方本科院校现有的

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式，就要对课程体系进行全面改

革，建立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核心的课程体系，通过课程

改革促进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最后，从人才角度来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

物理学专业人才的认识仍停留在中学物理教师的层面。

事实上，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确实仍以培养物理教

师及考研深造为主，专业培养人才比较单一，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难适应新的就业形势，造成“学不能致

用”的尴尬局面［３］。因此，为了改善物理学专业人才的结

构，需要加大应用性人才培养的力度与深度，逐步拓宽人

才培养的口径，提高专业人才的适应性与应用性。

综上所述，地方本科院校必须对物理学专业进行人

才培养方式的变革，要加强物理学与应用性学科的联系，

理科与工科相结合，积极利用物理学科的理论优势培养

应用性人才，大大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出理论与

实践并重的物理专业人才。

２　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方案
通过现状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本科院校要建立多口

径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需要对现有人才培养方式进行

改革。对于物理学专业来说，可采用“两步走”方案来实

施：第一步为当前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主要对

现有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优化，提高物理学专业人才的适

应性；第二步则从长远角度来考虑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

构建新型应用性人才培养体系，旨在全面培养物理专业

应用性人才。

２．１　加强师范技能训练，提高应用性选修课比重，拓宽
就业面

２．１．１　充分提高学生师范技能，更好地适应中学物理课
堂教学

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目前仍以师范类为主，即

培养人才主要从事中学或中专物理教学工作。中学需要

能教书、能教好书的老师，而不是“高文凭、低能力”的老

师，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必须抓住这一点，不断强化物理

学专业学生的课堂教学技能及水平，提高其适应中学教

学工作的能力，能更好、更快、高质量地适应物理教学

工作［１］。

为了提高学生的师范技能，要及时了解中学物理改

革动向，从多方面入手加强课堂教学技能训练。如加强

师范技能类课程所占比重，在熟练掌握师范生基本技能

（如黑板字、钢笔字、毛笔字和普通话等）方面加强训练，

在组织和实施教学能力（如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的运用等）方面下功夫，在动手能力（如中学物理实验

能力、课件制作能力、多媒体课件运用能力等）方面加强

实践等。

２．１．２　开设应用性、实用性强的选修课，提高学生应用
能力

物理学专业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打算考研的，

对于这些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一些应用性、实用

性较强的选修课，以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拓宽专业就业

面［３］。如应用电子类课程（数字电路技术、模拟电路技

术、单片机原理、现代传感技术等）、光学类课程（应用光

学、激光技术、信息光学、非线性光学等）、家用电器类课

程（电工基础、电视机原理、自动控制原理等）、计算机类

课程（现代教育技术基础、可视化编程、微机原理与技术

等）等，可根据情况选择某一类作为选修课开设对象。

２．１．３　加强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挖掘就业途径，提高就
业率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仍是不平衡的，师资水平不平衡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城市中学师资力量

强、教学水平高，农村中小学则条件艰苦、教师严重不足。

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可以考虑到农村中小学去教书，投

身到基础教育最薄弱的一线中去。因此，地方本科院校

要与本地区或相邻地区的这类学校进行联系，通过校校

合作更好地进行衔接，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就业率。

地方本科院校还需要不断地走出去，加强与教育培

训机构、教育性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如与大型教育培训

机构沟通，通过课程置换方式让学生参与教学及教育培

训实习，提高学生的实际教学能力，可大大拓展学生的就

业面。此外，要加强技能训练基地建设，做好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

２．１．４　建设应用物理实验分室，为开设物理学专业应用
性方向做准备

地方本科院校一般都建有比较完善的基础物理实验

室，如大学物理实验室、普通物理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

室等，为了提高学生应用能力，还需建立应用物理实验分

室，购置能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与应用性理论课程相配

套的实验仪器及设备。建立应用物理实验室时，要考虑

为以后开设应用性方向做准备，从而节约资金和成本，提

高实验资源的使用效率。

２．２　加强硬、软件投入，构建物理学专业应用性人才培
养体系

２．２．１　学校重视，积极加强硬件和软件投入
地方本科院校要重视对基础性学科专业的改造与创

新，从政策、资金、教师人才引进、实验设备购置、实验场

地建设方面对基础性学科专业进行关注和照顾，突出基

础学科在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要利用

加大投入的时机，积极申报购置物理学专业应用性方向

所需仪器设备，建好基础硬件设施；通过人才引进、教师

进修等方式优化和提高专业师资结构及水平，为开设物

理学专业应用性方向提供软、硬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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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加强物理学专业学科建设，开设与学科相对应的
应用性方向

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学科方向又是学科建

设的核心，不同学校其学科建设方向是不同的，如有的为

光电信息、有的为凝聚态物理、有的为纳米电子学、有的

为材料物理等。与学科方向紧密结合，可大大降低开设

应用性方向的难度与风险（如减少师资队伍负担），促进

应用性方向朝着学科建设方向又快又好地发展，使物理

学专业能持续发展并壮大下去。

开设应用性方向还可增强物理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能

力，拓宽就业面，提高物理学专业的知名度。在开设应用

性方向的同时，要继续强化教育教学类课程，保证学生能

适应中学物理教学。此外，从考研角度看，开设应用性方

向不但为物理类专业培养生源，也可为相关应用性专业

培养具有较强理论基础的生源，拓宽了考研时学生的专

业选择面，提高考研录取率。

２．２．３　改革现有课程体系，构建应用性人才培养课程
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培养方式，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

才。通过构建以“打牢基础，突出应用，强调实践，提倡创

新”为原则的物理学专业应用性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合理

地将人才培养方式与课程体系有机结合，可实现对本专

业应用性人才培养方式和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

目前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的课程结构仍以理论

性课程为主，实践性课程所占比例较低，所培养人才的理

论基础一般都非常扎实，但其应用能力较差［４］。为了构

建应用性人才培养课程体系，需要整合和精简经典物理

课程的门数及内容，增加应用性课程的比重及课时量，让

学生多参与实践，逐步来构建应用性课程体系。如：将力

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及统计物理、原子物理学等课程合

成为普通物理学（１－３），通过精简普通物理学习内容可
大大压缩课时量；将四大力学整合成层次不同的理论物

理导论，对于应用性方向学生选择层次较低的课程教学

方案，以学习和了解理论物理基本内容为主，对于考研的

学生则采用层次较高的教学方案，对理论物理知识要求

掌握的层次要高、要全面；整合教育教学类课程，增加多

媒体及网络教学相关课程，提高教学技能及教学设计训

练课时的比重。

此外，要加强实验课程教学管理，实施实验课程内容

改革，增加应用性较强实验的开设比例，做好实验室开放

工作，形成配套的物理学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

２．２．４　继续拓宽物理学专业就业口径，提高学生就业率
开设应用性方向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拓宽物理学专

业的就业口径，提高物理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培养符合

需求的应用性人才。但并不代表着开设应用性方向以

后，学生的就业情况就一定会好，所在学校及院系还需要

提高物理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加大专业宣传力度，加强与

用人单位的联系、沟通与交流，多方面、多口径提高专业

人才的就业面，使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逐渐被人们

所熟知、认可。

３　结　语
本文根据新形势下经济及社会发展对物理学专业人

才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地方本科院校的实际，对其物理学

专业应用性人才培养改革进行了研究。重新审视并确立

了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构建地方本科院校

物理学专业应用性人才培养的“两步走”方案，旨在通过

构建新型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培养物理学专业应用性人才

的目标，全面提高地方本科院校物理学专业学生的就业

能力，为社会输送好用、实用的物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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