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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师范学院物理学(师范)专业始于 2001 年，在专业办学初期,与

其他地方院校一样面临专业办学目标不清晰、办学定位不准确、课程体

系不完善、学科知识学习与教师职业能力培养之间的矛盾突出等问题。

自 2010 年物理学专业获批为第六批国家特色建设专业以来，围绕专业

办学存在的问题，针对应用型地方高校，学生基础差、实践能力弱、创

新理念不足等现实，通过 10年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以质量提升为核

心，专业与职业教育为两翼，突出三种能力（专业认知能力、教师职业

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的民族地方高校物理学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趋

于完善，办学质量得到极大提升。2018 年物理学学科列为云南省硕士点

建设学科,根据 2019 年云南省高校专业综合评价结果，云南省 13个专

业点,排名第 4位，2020 年物理学专业获批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该成果在与同类兄弟院校物理学专业中得到了应用推广和借鉴，如

曲靖师范学院、玉溪师范学院、红河学院、保山学院等，产生了较好的

效果，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推广价值。物理学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得到用

人单位一致好评。

一、成果主要内容及做法

（一）强化利益相关方需求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相融合

定期开展用人单位座谈会，充分了解中学物理教育对毕业生要求；

定期召开在校生和毕业生座谈会，掌握学生对专业知识、能力培养需

求，专业课程设置对职业发展的支撑情况；结合国家物理学专业质量标

准和师范专业认证要求，构建以质量提升为核心，专业与职业教育为两

翼，突出三种能力培养的“四大平台、八种模块”的课程体系。明确物



理学专业以中学物理教育培养合格师资为主体，兼顾卓越人才培养，为

硕士点高校输送优质生源的目标定位。构建的“四大平台、八种模块”

的课程体系如图 1所示。

图1 物理学专业课程体系

四大平台是指通识教育、专业课程、教师教育、实践教育平台，八

种模块是指通识必修课程、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教师教育基础课

程、教师教育技能课程、教师教育实训课程、实验实践课程、选修课

程、教师职业素质拓展课程模块。

在课程体系设计中，注重学科知识学习的完整性,强化专业与教师

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突出学生物理专业能力、教师职业能力和创新实践

能力培养。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最终达成新时代教师专业素质“一

践行，三学会”的要求，即“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

展”。

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明显提升，就业竞争力不断提高，2015 年

来，学生参加全国物理学专业教师技能大赛获得一二三等奖 70余项。

毕业学生从事教育行业工作比例超过 75%。学生考研升学率逐年增加，



近两年保持在 10%以上，近四年物理学专业学生就业升学情况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近四年物理学专业学生就业升学情况统计表

年份
毕业生

人数

境内升学

人数

（率）

就业人数 就业率
教育行业就

业人数

教育行业就

业比例

2020 年 51
4+1

（9.8%）
51 100% 44 86.3%

2019 年 85

10

（11.8%

）

85 100% 64 75.3%

2018 年 91 3 91 100% 75 80%

2017 年 86 3 86 100% 77 87.5%

（二）强化“金课”建设与提供优质教学资源相融合

在省级校级《光学》《大学物理》《电磁学》精品课程的基础上，

按照“线下一流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标准要求，开展

金课建设与培育。《大学物理》《电磁学》《电动力学》《力学》等课

程获得校优质课程。《中学物理教学论》《电工学及实验》《热学》等

为校级主干课程。专业以精品课、优质课、主干课程为主体构建课程

群，出版《光学》《力学》《普通物理实验》《模拟电路实验》《数字

电路实验》等系列教材，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优质教学资源，为金课建

设奠定了基础。同时，按照“虚拟仿真实验一流课程” 标准要求，建

设大学物理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大学物理（力、热、电、光及近代物

理）实验 55个项目，采取虚实结合模式开展。同时，开展课堂教学方

式改革，引入雨课堂、翻转课堂等，将课程学习由课内延伸到课外，充

分突显学生为中心的特点。

《大学物理》《光学》《电磁学》等精品课程平台资源，课程音像

资料，为学生提供网络在线学习、检测，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

线上教学提供极大帮助。出版的《光学》《力学》《普通物理实验》

《模拟电路实验》《数字电路实验》等教材在近 6 届学生中使用，产生



了良好效果。 大学物理虚拟仿真实验中心，每年为全校理工学生近

2000 人开放，尤其在新冠肺炎期间为了大学物理实验教学顺利完成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三）强化专业实践模式构建与能力培养相融合

以学生能力培养为目标，统筹安排实习、实验实训、专业竞赛、教

师教学能力训练和创新创业能力训练，建立“四化一体”的实践创新及

教师职业能力培养模式和“六项一目”第二课堂体系。强化第二课堂对

第一课堂的互补延伸，突出学生专业实践能力、教师教育能力、创新实

践能力培养的系统性。

“四化一体”即为“实验教学模块化、实践教学案例化、教师职

业能力训练系统化、实践创新项目化”。“六项一目”即为指社会实践

与团学活动项目、实验室开放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专业学

科竞赛项目、教师职业资格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目。以培养学生教师

教育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为目的。

创新实践及教师职业能力实践体系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创新实践及教师职业能力实践体系

其中，模块化组织实验教学，主要强调实验原理、实验设计、实

验仪器设备使用、实验系统搭建、测试、数据分析及应用拓展。突出强

化学生开展实验及创新能力培养。在实验教学组织中，依托虚拟仿真实

验平台和实体实验室，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组织教学。线上利用大学物



理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同学开展实验原理、实验操作视频、设备使用及

仿真实验研究等内容。线下在实体实验室中，主要开展实验系统搭建、

系统测试及拓展研究等。

（四）强化专业学科带头人培养与支撑专业发展相融合

2001 年，学校升本，物理学本科专业开始招生，当时，全系仅有

10余人，教师中仅有硕士 1人，实验条件仅有物理实验教学实验室。教

师开展学科研究基础条件不具备，学科基础较弱。

但是，作为一个本科专业，没有相应学科发展作为支撑，专业办

学根基不实，办学质量和水平难于提升。如何在专业办学的基础上，促

进学科发展，支撑人才培养。物理学专业在学校学院支持，结合物理学

专业实际情况，围绕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以专业学科带头人培养为抓

手，通过凝练学科方向、开展项目研究、建设研究平台、开展人才培养

等，形成地方高校专业带学科，厚植专业基础的新机制，其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专业带学科厚植专业基础机制图



专业学科带头人培养，立足教师的在职进修、学历提升培养和引

进高层人才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中重视教师的物理学专业背景，既强调

物理学学科研究能力培养，也强调培养人的物理学专业教学能力。

表 2 学科方向带头人信息表

姓名 学

位

毕业学校及

专业

从事学科

方向

所获人才称号 培养方

式

司民真 博

士

哈工大光学

工程

分子光谱 省中青年学术带

头人

在职培

养

何永泰 博

士

北理工光学

工程

能源物理 省中青年学术带

头人

在职培

养

陈彦辉 博

士

云台天体物

理

计算物理 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

引进

以国家级、省级专业学科平台为基础，学院按照公共基础实验

室、专业实验室和工程实训及创新实验室及校外实践基地分层次建设物

理学实验实践教学平台的思路，采用虚拟仿真与实体实验室相结合的原

则，目前，专业校内有实验实训室 16个，固定资产价值 1100 多万元，

其中公共基础实验室 4 个、专业实验室 7个、中学物理研究实验实训室

1 个、工程实训创新实验室 1 个、科技创新实验室 2个，虚拟仿真实验

室 1个，另外，建立了 4个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外实践平台满足专业实

践教学要求。

依托学科平台，本科生参与教师科研、指导学生申请大创项目、

校大学生科研和实验室开放，近 5年参与学生人数达到 500 人次，学生

发表论文近 80篇、承担各类项目 10余项，有力支撑了和促进了专业人

次培养。

二、成果主要创新点

（一）构建了强化学科基础，专业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突出学生

三种能力培养的“四大平台、八种模块”课程体系。明确以中学物理教



育培养合格师资为主体，兼顾卓越人才培养，为硕士点高校输送优质生

源的办学定位。

（二）强化“金课”建设与改革，提供优质教学资源，以《大学物

理》、《光学》云南省省级精品课程和大学物理虚拟仿真中心为基础，

通过网络课程平台建设，采用雨课堂、翻转课堂等，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大学物理实验采用“虚实结合”模式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发挥重要作用，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的需求。出版《光学》《力学》

《普通物理实验》《模拟电路实验》《数字电路实验》等系列教材，为

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优质教学资源。

（三）形成了地方高校专业办学与学科建设的新机制。以物理学专业

办学为基础，以培养专业学科带头人为抓手，凝练学科方向，开展项目

研究，建设国家、省、校级专业学科平台，通过培养研究生，吸收本科

生参与教师科研、实验室开放等等，实现学科研究反哺专业人才培养。

（四）建立了“四化一体”的实践创新及职业能力培养模式和“六项

一目”第二课堂体系。通过改革实验实践课程教学模式，实现“实验教

学模块化、实践教学案例化、教师职业能力训练系统化、实践创新项目

化”；强化第二课堂育人的系统性，构建“社会实践与团学活动项目、

实验室开放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专业学科竞赛项目、教师

职业能力训练项目、科研训练项目”，突出课外第二课堂对课内第一课

堂的创新实践教学互补延伸。

三、成果的推广应用成效

（一）物理学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作用

突出。学生专业及教师教育综合能力不断提高，近年来，毕业生从事教

育行业工作比例超过 75%，考研上线率达到 10%。2020 届毕业毕业生 51

人，44 人从事教育行业工作，占比达到 86.39%。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学

近 50%物理教师为学院物理学专业毕业生，部分毕业生成为学校领导及

业务骨干。



（二）“金课”建设成果对人才培养作用突出。《大学物理》《光

学》《电磁学》等精品课程平台资源，课程音像资料，为学生提供网络

在线学习、检测，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线上教学提供极大帮

助。出版的《光学》《力学》《普通物理实验》《模拟电路实验》《数

字电路实验》等教材在近 6 届学生中使用，产生了良好效果。

（三）国家级、省级、校级专业学科平台，育人作用突出。云南省

高校分子光谱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教学示范中心、大学物理虚拟仿真实

验创新实践中心、材料物理与能源应用技术创新团队、晶硅切割与太阳

电池组件加工工程实验中心等，每年为学生开放超过 10000 人时数，团

队吸收本科生开展科研及创新实践近 100 人/年，培养研究生 9人，教

师主持国家及省级项目近 20项。大学物理虚拟仿真实验中心能完成 55

个实验项目，每年为全校理工学生近 2000 人开放，尤其在新冠肺炎期

间为了大学物理实验教学顺利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专业建设成效明显，办学社会声誉突出。2012 年来，学生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 80余篇，获国家授权专利 4 项，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物

理教学技能大赛等获奖 60 余项。教师队伍中有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

带头人 2 人，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人，彝乡科技领军人才 1

人，1 名教师获得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2名教师参加云南省高

校教师讲课比赛获一等奖 2 项，西南地区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 1 项。

2018 年，物理学科列为云南省硕士点建设学科，2019 年云南省专业综

合平价中，物理学专业在云南省高校 13个专业办学点中，排第 4 位，

2020 年物理学专业入选国家“双万计划”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另外，该成果在同类兄弟院校曲靖师范学院、玉溪师范学院、红河

学院等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得到借鉴和推广，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推

广价值。同时，楚雄一中、楚雄紫溪中学、楚雄州民族中学和师院附中

等毕业生用人单位，对近年毕业生的教育教学能力给予了高度认可。

同时，专业办也学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2020 年 11 月

23 日，楚雄州委杨斌书记等领导专程到物理学专业所在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考察指导工作，看望专业学科带头人，并参观学院实验室，对学院

专业办学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