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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渗透的专业课程体系建模与实践 ①

周仁龙，盛　威，詹　杰，吴伶锡
（湖南科技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新一轮专业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应当进一步优化和有效利用教学资源，科学设置专业与课程体系，有效促
进专业建设与专业发展。构建学科渗透与专业交叉系统模型，形成学科渗透的专业课程体系，是践行“以宽为主、宽窄兼

顾”理念的新途径，实践证明，它也将为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建设与管理提供一种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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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院校的专业建设与改革，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改革的内容离不开专业体系建设、课程

体系建设以及教学管理改革等方面，在最大限度地发挥

现有资源效益的基础上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尤其

是在教育部新版２０１２专业目录公布之后，许多学校面临

专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问题［１－３］，特别是对于新建本科

院校和新进一本行列的大学，在专业定位、方向设置、学

时与学分分配等诸多方面都应该有所不同，有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合理选择专业，合理调整

专业方向，合理利用现有优势建设专业课程体系，是当前

教学改革与创新的重大课题。我们在专业建设的调研过

程中发现，许多院（系）在专业设置上涉及多个一级学科，

专业之间联系不多，培养方案关联度低，由此造成资源浪

费，致使优势不突出，专业少特色，影响学科的发展。基

于此，我们在专业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学科渗透［４］，专业交

叉课程体系建设模式，成效比较明显；本文旨在专业建设

与调整过程中应用系统的观点建立有效的专业结构模

型，保障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１　学科渗透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模型的建构
高校本科专业的发展与建设，一般应该满足两个基

本前提：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二是有利于促进学科的

发展。前者是基础性条件，尽管在专业建设与调整过程

中有新的投入，但是都是有限的，一般不可能在短期内有

大量的投入（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等

多个方面），一般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投入过程，因此，离

开现有基础去建设专业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后

者是指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在本科发展过程中逐步突

出办学特色，凝练出学科方向，形成自己的优势学科。

专业的本质是一组知识，或者说一组课程，通常以学

科为标准选择一组知识形成专业、构成学生的知识结构。

它可以是相对单一学科知识的组合，如物理学专业；也可

以是跨学科知识的组合，从两个甚至多个知识领域中选

择知识构成课程组合；如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在

本科专业建设过程中，专业方向实质也是设置一组专业

知识，我们认为专业方向设置要做到课程内容合理，数量

合适，并保持专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实现学科知识渗

透、专业交叉融合，以利于集中力量突破难点，发展优势

专业。因此，在现有基础上整合、调整与优化现有专业很

有必要。下面以一个学院设置四个专业为例来探讨专业

建设模型。该学院设有四个专业，每个专业设置两个或

三个方向，方向分别用Ａ、Ｂ、Ｃ、Ｄ、Ｘ１、Ｘ２、Ｘ３、Ｘ４表示，其

中Ａ、Ｂ、Ｃ、Ｄ专业方向为专业之间相互渗透与融合的专

业方向，Ｘ１、Ｘ２、Ｘ３、Ｘ４为本专业独立设置的扩展方向，可

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根据院系的具体情况而定。图 １

为专业设置渗透模型。每个专业有２个方向与其它专业

保持着相互渗透的关系，这种模型是一种链式模型，构成

一个循环链，形成一个完整的本科专业建设体系，比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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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科专业相对比较接近的理工类专业，容易实现理工

学科交叉融合。

图１　学科渗透专业体系循环链式模型

除了上述方式之外，还可以有另外两种模型，一种是

如图２所示的模型，每两个专业之间都有渗透关系，专业

之间有一个方向模块课程是相同的，构成一个立体结构，

每个专业至少三个方向。

图２　学科渗透专业体系立体式结构模型

另一种是如图３所示的模型，它比较灵活一些，有的

专业只有两个方向与其它专业共有，有的专业有３个方

向与不同专业共享，可能更适合跨学科的某些专业或部

分相近专业。

图３　学科渗透专业体系双三角系统结构模型

２　学科渗透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模型的应用
学科渗透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模型在湖南科技大学物

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应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该学院是

２００３年组建的，已建有四个本科专业，一个一级学科硕士

点，一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现有四个本科专业：物理学

（专业１）、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专业２）、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专业３）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２专业目录中专

业名称改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４）。除了物理

学专业外，其它三个专业都是属于电子信息类下面的专

业；采用模型１，每个专业设置两个或三个方向，其模型

如下：

Ａ方向设置的是一组面向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课

程。教育部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给物理学与应用电子技

术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个课程组就是面向基

础教育，实现与基础教育接轨而设置的。Ｂ方向为现代电

子电器应用方向，为应用电子技术教育与电子信息科学

与技术专业共同拥有。Ｃ方向为通信技术方向，为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与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共同拥有。Ｄ

方向为光电子与信息处理方向，为物理学与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共同拥有，学院有比较好的现代光电信息领域

的理论基础，有利于学生在光电领域应用方向的发展；Ｘ１

方向为理论物理方向，物理专业独有。Ｘ３为集成电路应

用方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独有。

图４　学科渗透专业体系结构模型

３　学科渗透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模型应用效果
无论采用那种模型，都存在学科知识与专业渗透的

思想，可以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湖南科技大

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选择循环链式模型，经过实践检

验，在如下方面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有益处，归纳起来

为５个“有利于”：有利于理工渗透，实现厚基础宽口径强

实践的培养理念；有利于教学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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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课程群建设；有利于教学团队建设；有利于学科方向

的凝练。总之，在一个院系的专业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

应该考虑专业之间的关联，从整体出发，构建系统的专业

体系结构，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专业体系。

经过几年的应用与探索，学院从整体上推进专业建

设，根据实际情况全面系统考虑专业建设的相互渗透与

融合，不断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在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中注

重开设应用知识与职业知识，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

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已经形成了较强的教学团队，

完成了全部教学大纲、考试大纲与实践大纲的修订工作，

基本形成了量子信息传输与处理、通信技术以及光电子

材料等新的学科研究方向。实践证明，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应用能力、学生就业率和考研率，大大提升了办学势力

与办学水平。

４　学科渗透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模型的意义
从建立学科渗透专业课程体系模型的角度，探讨在

新形势下对本科专业建设的再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加深

对“专业本质是一组知识”的认知。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实

质就是合理处理专业设置宽窄问题，从专业渗透体系模

型可以看出，通过控制专业方向模块，能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这个问题。教育部部长助理林蕙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指出：“新《目录》按照‘以宽为主、宽窄兼顾’的原则，合

理确定专业口径，既有满足综合性大学培养‘宽专业、厚

基础’人才的宽口径专业，也有面向行业和企业需求、培

养应用型人才的特色专业，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我国高等

教育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人才培养的新需要。”这个采

访记录给出了新《目录》的原则与目标，同时也指明了各

类院校在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的原则与方向。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建立专业渗透课程体系，合理设

置专业方向模块，综合考虑专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质就

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专业本质是一组知识”的研究，也就

能充分理解新专业设置内涵和在办学过程中如何实施宽

口径和特色专业建设；专业之间方向互通，交叉渗透，核

心就是要把握好“一组专业知识”的设置；必修课程是本

专业的一组核心专业知识，充分体现“厚基础”的理念，专

业方向设置上要充分反映“以宽为主、宽窄兼顾”的思想。

通过设置专业方向模块的方式实现学科专业的交叉

渗透，有利于突显专业特色；对于绝大部分普通高校专业

方向立足区域，着眼行业，强调应用性，注重与地区经济

和产业结构接轨；在遵循人才培养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跨专业设置交叉方向，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符合培

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５－６］。上述模型的提出是希望能在

院系的新一轮教学改革中提供一种思路，从理论上探索

专业知识体系建立的途径，从宏观上加深对专业知识体

系的研究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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