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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物理学专业
和应用物理学专业本科教学规范研制完成

暋暋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已

进入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以下

简称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理工科各教学指导委员会以研究课

题立项的方式,开展各学科专业发展战略研究,制定学科专

业教学规范和编制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引导高等学校学科专

业的教学改革和建设,指导学科专业评估.
2006年6月成立的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物

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物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

员会(以下简称物理教指委),由来自35所高等学校(以下简

称高校)的39名委员组成,主任委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邦

芬院士.4年多来,在上届物理教指委(2001—2005年)大量

工作的基础上,本届物理教指委花了很大精力和时间制定和

修改《高等学校物理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以下简称《物
理规范》)和《高等学校应用物理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以
下简称《应用物理规范》),努力使这两个规范成为我国高校

办本科物理学专业和应用物理学专业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制

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基本依据.
2006年8月14日和2007年6月1日,物理教指委分别

在江汉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召开部分委员参加的工

作会议,决定规范研制采用由主任委员朱邦芬负责、副主任

委员田东平(西安邮电学院)协调、全体委员参加并分工合作

的工作方式;确定《物理规范》和《应用物理规范》的主要内容

和计划进度安排;成立《物理规范》和《应用物理规范》两个起

草工作小组,分别由龚敏(四川大学)和唐刚(中国矿业大学)

执笔起草初稿.每个小组不仅包括新委员,而且还包括参加

过上届规范研制工作的老委员.
2007年8月12日—16日,由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物理

教指委在承德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在认真学习教育部高教司

理工处于2007年7月17日下发的《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指

导性专业规范研制要求》的基础上,弄清楚了教育部规定的

知识体系、知识领域、知识单元、知识点的含义,确定了制定

规范的基本原则,即规范性与多样化相结合和规范内容最小

化的原则,并分别开始研究讨论《物理规范》和《应用物理规

范》的具体内容.2008年5月24日—27日和8月27日—31
日,物理教指委分别在广西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召开全体会

议,集中讨论两个规范.10月份,工作小组完成《物理规范》

初稿后,通过电子邮件,马红孺(上海交通大学)、张汉壮(吉
林大学)、尹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胡响明(华中师范大

学)、高立模(南开大学)和朱邦芬等又对初稿进行了一连串

修改,形成了《物理规范》的“讨论稿暠.
2009年1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物理与天文教指委)审议了《物理规范》

和《应用物理规范》,认为《物理规范》基本可行,略作修改即

可;而《应用物理规范》尚需做大的修改.11月1日,物理教

指委部分委员在北京召开预备会议,朱邦芬、田东平、陈光德

(西安交通大学)、班士良(内蒙古大学)、孙秀全(深圳大学)、

唐刚、阮东(清华大学)讨论了《应用物理规范》初稿,形成了

《应用物理规范》的讨论稿,为之后的集中讨论打下基础.11
月18日—21日,物理教指委在浙江大学召开全体委员会

议,对《物理规范》和《应用物理规范》进行了逐字逐句讨论.
在此基础上,由龚敏、阮东、朱邦芬最后修改和定稿.2010年

2月22日,物理与天文教指委基本通过两个规范,并提出了

一些小的修改意见.3月20日,经过阮东、朱邦芬修改和定

稿,物理教指委完成了提交教育部的“征求意见稿暠.
从2007年开始研制规范以来,物理教指委全体委员反复认

真学习教育部有关文件,深入调查研究,仔细辨析概念,充分开

展讨论以至激烈辩论.每次工作小组写出修改稿后,都会征求各

位委员的意见;经常特邀一些国内物理教学专家参加会议,或者

通过各种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也经常在全国或地区的教学研

讨会上听取同行对规范草稿的意见.这些宝贵意见经过认真讨

论后,部分意见在规范中得到了反映.按照教育部高教司的要

求,物理教指委于今年5月23日启动了对《物理规范》和《应用

物理规范》的集中征求意见工作.物理教指委首先要求各位委员

负责本单位的征求意见工作;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广泛地征求各

类高校的意见,物理教指委选择了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
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高校进行征求意见工作,并指定专门负责

的教指委委员.他们分别是:北京(阮东)、河北(杨士平)、四川

(龚敏)、江苏(唐刚)、浙江(盛正卯)、湖北(桑建平)、湖南(余洪

伟)、甘肃(贺德衍)、陕西(田东平)、山东(张承琚)、东北三省(张
汉壮)、内蒙古(班士良)、广西(郭进).《物理规范》一共收到114
所高校(约占全国设置物理学专业的高校的43%)的143份《征
求意见表》;《应用物理规范》一共收到91所高校(约占全国设置

应用物理学专业高校的54%)的107份《征求意见表》.在8月16
日-20日的吉林大学会议上,物理教指委对全部反馈意见和建

议进行了逐条分析和讨论,根据规范研制的要求,并结合各类高

校的实际情况,对《物理规范》(征求意见稿)和《应用物理规范》
(征求意见稿)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形成了这两个规范的正式上

报版本.近期这两个规范将呈报教育部高教司,并在高教司的统

一安排下,以物理教指委的名义正式发布.
在近四年的研制过程中,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始终给予

了关注和指导;一些高校对物理教指委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

持,特别是委员所在的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以及不少国内物理教育专家和一线物理教

师都非常关心这两个规范的制定,热心参与,并提出了宝贵

意见.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物理教指委工作并为之做出贡

献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华大学物理系暋阮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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