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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乡村教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70201    校内专业代码：1708    学位授予门类：理学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中学物理教育发展需求，立足苏北、面向全省、辐射全国，培养具备良

好的思想品质，高尚的师德风貌，深厚的教育情怀，扎实的物理专业基础知识，良好的

师范技能，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较好的创新意识，较强的教学能力、管理和育人能力，

能够在在乡村中学从事物理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毕业 5 年后达到以下目标： 

1. 师德风貌高尚、教育情怀深厚。拥护党的领导，能够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

立德树人为己任。全面理解教师职业内涵，热爱教师职业与教育事业，展现教育情怀，

彰显师德品质，模范践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学科基础扎实、教学能力较突出。具有深厚综合知识素养，扎实的物理学科知识

和实验技能。深刻把握物理课程标准，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综合运用

教育理论、信息技术和各类教学辅助手段实施教学活动。了解学科发展的前沿和趋势，有

一定的物理学及相关学科研究能力。 

3. 综合管理和育人能力较出色。落实“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理念，

掌握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学习特点，能够熟练运用德育教育原理与方法，能进行德育和心

理健康教育等教育活动的组织与指导。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能

够胜任班主任及更高层次的学生管理工作。 

4. 自我发展能力过硬。结合职业特点，深刻把握学习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及对个人成

长完善的价值，做到知世界，明自我，具有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

自主研究、协同创新能力。在团队协作中具备引领意识、责任意识、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 

二、毕业要求 

学生在毕业时应达到以下具体要求： 

1.师德规范：能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思想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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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守中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

育政策法规，依法执教。以立德树人为己任，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1.1 能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思想认同、政治认

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1.2 了解基本的法律基础知识，掌握教育政策法规，依法执教。 

1.3 具有职业理想和敬业精神。能够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

心的合格的人民教师。 

2.教育情怀：具有明确的从教意愿，对教师职业和工作有正确的理解，具有积极向

上的情感、端正奋发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对投身教育教学工作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具有良好的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学生观、职业观，对学生富有爱

心、责任心，以身立教，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2.1 加强自身修养，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探究精神，具有积极向上的情感、端正奋

发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 

2.2 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具有坚定的从教信念、职业理想、敬业精神，认同素质教

育理念，能够形成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对与学校教育相关的现象能开展专业思考与判断，

对投身教育教学工作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2.3 熟悉中学生身心特点与成长规律，对学生富有爱心、责任心，以身立教，做学

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 

3.学科素养：系统扎实掌握物理学科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综合理解

物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基本思想、方法及其独特性。了解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学

会构建知识网络，注重物理学与社会实践的联系与拓展，具有一定的学科交叉融合的能

力。对学习科学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3.1 系统掌握物理学科基本知识、基本思想、基本理论。 

3.2 扎实掌握物理实验方法与技能。 

3.3 具有物理学科前沿研究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解物理学科的思维方法与逻辑特征。 

3.4 明确物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理解物理学科对现代科技发展、工程实践、

社会生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科交叉融合的能力。 

4.教学能力：能准确把握物理学科课程标准内涵和要点，熟悉相关教材和教学辅助

资源，具备扎实的“三字一话”、现代教育技术及学科专业等实践技能。了解中学生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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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学科认知特点，能够运用学科教学知识和信息技术，有效组织开展教学设计、实

施，并对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情况进行合理评价，持续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具备一定教学

研究能力。 

4.1 能够准确把握物理课程标准内涵和要点，熟悉相关教材和教学辅助资源，教学

基本功达到学校规定标准。 

4.2 具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与工具开展课堂教学的能力。 

4.3 能够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科认知特点，掌握学科教学的理论、方法，独立

设计和实施中学物理教学过程。 

4.4 掌握物理课程的基本理论、原理、方法，具备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具

备一定教学研究能力。 

5.班级指导：树立德育为先理念，了解中学生身心特点，能依据中学德育的基本原

理与方法开展德育工作。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可以通过有效的

沟通等具体措施解决班级管理和教育活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班主任工作实践中，基于

教育学、心理学原理与方法，具备参与德育和心理健康等教育活动的应有能力。 

5.1 了解中学生品德和行为习惯形成的过程，了解中学生交往的特点，理解同伴交

往对中学生发展的影响。 

5.2 具有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学会处理中学生特别是青春期常见的心

理和行为问题。 

5.3 掌握班级组织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学会引导中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和

形成集体观念。 

6．综合育人：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人格塑造、行为习惯养成过程和规律，初步

掌握综合育人的途径和方法。理解物理学的综合育人价值，能将物理学知识、能力培养

和品德发展相结合，积极组织参与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融于主题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

之中，具有“全程育人”和“立体育人”的意识，具备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的能力。 

6.1 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人格塑造、行为习惯养成过程和规律，初步掌握观察、

谈话、倾听、作品分析等途径和方法，理解中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 

6.2 了解学校文化与育人内涵，能将物理学知识、能力培养和品德发展相结合，积

极组织参与主题教育和社团活动，开展育人工作。 

7.学会反思：知世界，明自我，养成终身学习习惯，具有专业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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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7.1 了解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与途径，了解教师专

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熟悉教师专业发展规划的一般方法。 

7.2 了解物理学前沿知识领域及其发展动态。掌握开展学科专业研究的基本方法，

具备基本的学科研究能力。 

7.3 能在日常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积累所学所思所想，初步具备形成问题意识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8.沟通合作：理解学习共同体的特点与价值，具有团队协作精神，系统掌握团队协

作的知识与技能，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互助活动和合作学习。具有良好的交流沟通

技能、和谐的教育人际关系和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8.1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特点与价值，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积极开展协作与交流。能

积极投入小组合作学习和团队工作及研究活动。 

8.2 具备与学校领导、同事、家长、学生交流沟通的知识与技能，解决教育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 

三、学制与学位 

基本学制 4 年，学生在校学习年限(含休学)为 3-8 年；毕业达到学位授予条件，可

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四、主干学科和核心课程 

(一)主干学科： 

物理学、教育学 

(二)核心课程： 

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中学物理学科教

学论、中学教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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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体系结构及学分比例 

(一)各类课程学时数和学分数统计 

课程类别 学分数 学分比例 学时数 学时比例 

通识通修平台 

必修 41 23.91% 624 24.74% 

指定选修 4 2.33% 64 2.54% 

任意选修 6 3.50% 96 3.81% 

学科专业 

基础平台 

必修 42.5 24.78% 754 29.90% 

选修 5 2.92% 80 3.17% 

专业模块 
必修 19 11.08% 352 13.96% 

选修 8 4.66% 136 5.39% 

教师教育模块 
必修 22 12.83% 400 15.86% 

选修 1 0.58% 16 0.63% 

集中实践环节 必修 16 9.33% / / 

素质拓展计划 必修 7 4.08% / / 

合    计 171.5 100% 2522 100% 

(二)实践性课程统计 

类    别 学分 学分比例 学时 周数 

实验课时 20 11.66% 536 / 

专业技能训练 2 1.17% / 33 

专业见习、实习实训类 8 4.66% / 20 

毕业论文 6 3.50% / 16 

素质拓展计划 7 4.08% / / 

合    计 43 占总学分比例 25.07%  

(三)各学期考试课程统计 

学   期 1 2 3 4 5 6 7 8 

考试课程(门) 3 6 6 7 3 3 0 0 

(四)各学期周学时数统计 

学  期 1 2 3 4 5 6 7 8 

周学时 26 29 22 27 30 3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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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及学时分配表 

(一)通识通修平台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授课 实践 实验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公共 

基础 

课程 

必修 

303B0025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32 16  C 2         

303B01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48   S    3      

303B00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48   S   3       

303B001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80 64 16  S      4    

303B0023 周恩来精神概论 1 16 16   C  1       在线课程 

303B002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研究 

1 16 16   C    1     在线课程 

303B0021 形势与政策 2 64* 32* 32*  C * * * * * * * *  

302B6086 大学英语(1) 3 48 32 16  S 2+1        

选修《大学日语》的

要求详见“大学外语

课程实施方案” 

302B6087 大学英语(2) 3 48 32 16  S  2+1       

302B6088 大学英语(3) 2 32 32   S   2      

302B6089 大学英语(4) 2 32 32   S    2     

321BP1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2 48 16 16+16*  S 2        
实践中 16*由学生通

过慕课自修 

323B9100 大学体育(1) 1 32 32 4*  C 2         

323B9200 大学体育(2) 1 32 32 4*  C  2        

323B9300 大学体育(3) 1 32 32 4*  C   2       

323B9400 大学体育(4) 1 32 32 4*  C    2      

249B0001 大学生创业基础 1 16* 8* 8*  C   *       

249B0002 大学生就业指导 1 16* 8* 8*  C      *    

220B0020 劳动教育 1 32 32   C   1       

215B0011 心理健康教育 2 36* 32* 4*  C *        
16 授课+16 网络+4

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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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授课 实践 实验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215B0002 军事理论 2 32* 16* 16*  C *         

应修小计 39 624 544 80   10 5 8 7  4    

通识 

指定 

选修 

301B3051 中国文化概论 2 32 32   C 2         

318BHX58 环境科学概论 2 32 32   C      2    

应修小计 4 64 64    2     2    

通识 

任意 

选修 

 人文素质类 2 32    C         

1 学期至 6 学期任选
3 门 

 

 科学素养类 2 32    C         

 艺术审美类 2 32    C         

 创新创业类 2 32    C         

应修小计 6 96             



 

26 

(二)学科专业基础平台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授课 实践 实验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学科 

必修 

317B1021 物理学专业导论 0.5 8 8   C 2         

227B0001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 16 16   C      2    

321BP103 Python 程序设计 3 64 32 32  S  2+2        

316B6501 大学数学 A(1) 4 64 64   S 4         

316B6502 大学数学 A(2) 6 96 96   S  6        

316B6101 线性代数 3 48 48   S 4         

317B1098 力学 4 64 64   S  4        

317B1116 热学 3 48 48   S  4        

317B1138 电磁学 4 64 64   S   4       

317B1198 数学物理方法 4 64 64   S   4       

317B1156 光学 3 48 48   S    4      

317B1202 普通物理实验(1) 1 26 6  20 C 2         

317B1212 普通物理实验(2) 1 32 0  32 C  2        

317B1222 普通物理实验(3) 1 32 0  32 C   2       

317B1232 普通物理实验(4) 1 32 0  32 C    2      

317B1176 原子物理学 3 48 48   S    4      

应修小计 42.5 754 606 32 108  12 20 14 10  2    

学科 

选修 

317B2046 电工学基础 3 48 48   C     4    限选 

316B640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48 48   C   4      

选修 

不少 

于 2 

学分 

317B2294 C 语言程序设计 2 36 28  8 C      2   

319B0002 生物学基础 3 48 48   C      4   

316B6301 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2 32 32   C     2    

317B2024 Matlab 及应用 2 38 26  12 C     2    

317B2204 信号处理技术基础 2 32 32   C     2    

317B2244 信息论基础 2 32 32   C      2   

应修小计 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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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模块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备注 
授课 实践 实验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专业 

必修 

317B3056 理论力学 3 48 48   S    4      

317B3016 电动力学 3 48 48   S      4    

317B3096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3 48 48   S     4     

317B3076 量子力学 3 48 48   S     4     

317B3596 固体物理学 3 48 48   S      4    

317B3024 近代物理实验 2 64   64 C      4    

317B3064 计算物理基础 2 48 16  32 C      2    

应修小计 19 352 256  96      8 14    

专业 

选修 

317B4144 物理学史 2 32 32   C      2   
限选 

317B4188 电子技术基础 4 72 56  16 C     4    

317B4784 中学物理教学案例分析 2 32 32   C      2   

选修 

不少 

于 2 

学分 

317B4844 物理教学策略与教学设计 2 32 32   C      2   

317B8024 中学物理解题方法 2 32 32   C      2   

317B4084 普通物理专题研究 2 32 32   C      2   

317B4804 近代物理专题分析 2 32 32   C      2   

317B4164 物理与艺术 2 32 32   C      2   

317B4124 人文物理 2 32 32   C      2   

317B4714 信息光学 2 32 32   C      2   

317B4824 半导体物理学 2 32 32   C      2   

应修小计 8 136 136  1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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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教育模块课程 

课程 
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环节学时分配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数 

备注 
授课 实践 实验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必
修 

307B6101 书法基础 1.5 32 16 16  C 2         

307B7107 教师口语 1.5 32 16 16+16*  C  2       
16*通过在线
课程自修 

307B6104 中学心理学基础 2 32 32   S  2        

307B9005 教育心理学 2 32 32   S   2       

307B6003 现代教育技术 3 64 32 32  S    2+2      

307B6006 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规 1 16 16   C    2      

307B6005 中学教育基础 2 32 32   S   2       

307B6107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 16   C     2     

307B6016 中学德育与班级管理 1 16 16   C    2      

317B8058 中学物理学科教学论 4 80 48 32  S     3+2     

317B8034 中学物理学科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 2 32 32   S    2      

307B6021 中学教育科研实务 1 16 16   C     2     

应修小计 22 400 320 96   2 4 4 10 9     

选
修 

307B6017 教师职业发展规划 1 16 16   C      2   
选修 1 门 

307B6010 名师成长案例研究 1 16 16   C      2   

应修小计 1 16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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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中实践环节 

课程类型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周数) 

形式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数 

备注 集

中 

分

散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实践

能力

模块 

必

修 

307B7001 教师通用职业技能 0.5 16 √  C      *    

307B7002 学科教学技能 0.5 16 √  C      *    

307B7021 教育见习（1） 0.5 1  √ C   *       

307B7022 教育见习（2） 0.5 1  √ C     *     

307B7012 教育实习 6 24 √  C       * * 
第 7 学期 16 周，第

8 学期 8 周 

307B7010 教育研习 1 2 √  C       *   

317B5101 
电子工艺与装配技能

训练 
1 1 √  C      *    

227B0020 毕业论文（设计） 6 16 √  C        *  

应修小计 16              

 

(六)素质拓展计划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学时) 

形式 
考核 

类型 

各学期周数分配 

备注 
集中 分散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必
修 

215B0004 军事技能 2 2   C 2         

220B0021 社会实践与劳动 1.5    C * * * * * * *   

220B0012 社团活动 0.5    C * * * * * * *   

227B0002 文化素质讲座 0.5    C * * * * * * *   

227B0004  基础必读书 0.5    C * * * * * *    

227B0013  创新创业实践 2    C  * * * * * * * 32 学时*2=64 学时 

应修小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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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有关说明 

1．学生在校期间可通过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等方式获得创新创业学分并可置

换专业选修课程学分，具体参见学校相关文件规定。 

2.文化素质讲座四年要完成 15 次，不少于 3 次师德、教师职业规划与发展等教师

教育类讲座，不少于 5 次审美教育类讲座，学校层面讲座由教师教育学院统筹开设。 

3.大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实施分层教学。一年级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者

可进入大学英语进阶课程学习，未通过者继续学习大学英语基础课程。具体参照大学

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对应的改革方案执行。 

4.教师教育模块课程、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具体参照“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

育课程改革与实施方案”执行。 

5.教师通用职业技能与学科教学技能包含多个环节，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本表列

出考核及成绩录入时间，各环节具体安排见附表 1。 

6.技能训练、教育实习、教育研习、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实践环节各学院根据需

要安排基础教育兼职教师独立或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具体安排见附表 2。 

7.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主要依据《淮阴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

法（试行）》（淮师办〔2018〕47 号）文件执行。学生在校期间可通过参加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创新实验和科研训练、创业项目与创业实践、学科技能及创业竞赛、发

表研究论文、申请专利等方式获得创新创业学分。 

8.考核类型中，C 为考核，S 为考试。 

9.通识通修平台中，学时后加“*”标注的，不计入总学时。 

附表 1.实践活动实施计划 

2.合作培养计划 

3.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图 

4.毕业要求指标点与课程（活动）关系表 

5.基础必读书书目 

制订人：朱立砚  翟章印 

审核人：陈贵宾  马鹏程 

2022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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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劳动与实践活动实施计划 

劳动实践/技能训练

项目名称 

学

分 

周

数 

开设学期 

备注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教师

通用

职业

技能 

教师口语技

能训练 
0.5 

  * * * * *   
学院安排训练，教务部、教师教

育学院组织考核，通过考核获得

相应证书。其他学期学生应加强

日常训练。 

书法技能 

训练 
 * * * * *    

学科

教学

技能 

现代教育技

术技能训练 

1.0 

   * * * *   

配合现代教育技术课程学习，加

强日常训练，教务部、教师教育

学院组织考核，通过考核获得相

应证书。 

物理学教学

技能训练 
     * *   

含在物理学教学论课程中进行训

练，安排中小学优秀教师讲座 1-2

次，结合见习情况，由教师教育

学院学科教学论教师考核。 

演示物理 

实验 
    * * C   

加强日常训练，第 6 学期考核。 
中学物理教

学法实验 
    * * C   

学科

教学

综合

实践 

教育见习 1    *  *    
教师教育学院安排，每学期不少

于 1 周。 

教育研习 1 2       *  

学院组织安排，教师教育学院学

科教学论老师和实践导师参与，

为期 2 周。 

教育实习 6 24       *  教务部、教师教育学院组织安排。 

电子工艺与装配 

技能 
1 1      *    

社会实践与劳动 1.5  * * * * * * C  

社会实践活动中至少包含 1 次围

绕乡村教育调查、基础教育志愿

者活动、支教等教师教育相关活

动。调查内容自拟，共计 4 份，

获得 1 学分；第 2、4、6、7 学期

最后两周的其中一周参加学校或

学院安排的劳动活动，其中劳动

周内容包括实验室卫生清洁、实

验装置的保养与修理、校园清洁、

勤工俭学、其他公益劳动等，获

得 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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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合作培养计划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开设学期 合作方式 

中学物理学科教学论 理论课 5 部分内容由中学兼职教师讲授 

中学物理学科课程标准与教

材分析 

理论课 4 部分内容由中学兼职教师讲授 

教育见习 实践课 3、5 观摩中学兼职教师授课并接受指导 

教育研习 实践课 7 部分选题由中学兼职教师独立或合作指导 

教育实习 实践课 7 中学兼职教师指导 

毕业论文 实践课 8 部分选题由中学兼职教师独立或合作指导 

 

 

附表 3：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图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图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1．师德规范     

2．教育情怀     

3．学科素养     

4．教学能力     

5．班级指导     

6．综合育人     

7．学会反思     

8．沟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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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毕业要求指标点与课程（活动）关系表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与活动         

践行师德 学会教学 学会育人 学会发展 

要求 1 

师德规范 

要求 2 

教育情怀 

要求 3 

学科素养 

要求 4 

教学能力 

要求 5 

班级指导 

要求 6 

综合育人 

要求 7 

学会反思 

要求 8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7.3 8.1 8.2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H         M   M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M                 M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M                  M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研究 

H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周恩来精神概论                         

形势与政策 M    M                    

大学英语          M          M      

计算机应用基础            M        M      

大学体育                 M       H  

大学生创业基础                  M     M  

大学生就业指导    M                     

劳动教育                 M      M  

心理健康教育  M    M          H         

军事理论  M    H                   

中国文化概论                  L     L  

环境科学概论                   L   L   

物理学专业导论          H    L        M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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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与活动         

践行师德 学会教学 学会育人 学会发展 

要求 1 

师德规范 

要求 2 

教育情怀 

要求 3 

学科素养 

要求 4 

教学能力 

要求 5 

班级指导 

要求 6 

综合育人 

要求 7 

学会反思 

要求 8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7.3 8.1 8.2 

Python 程序设计            M        L     

大学数学          H          L     

线性代数          H          L     

力学       H       M           

热学       H            M      

电磁学       H       M           

光学       H       M           

原子物理学       H  L          M      

电工学基础         L L               

理论力学         H            M    

量子力学         H            M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H            M    

电动力学         H            M    

固体物理         H            M    

电子技术基础          M           L    

数学物理方法       M              L    

计算物理基础       M              L    

普通物理实验        H      M           

近代物理实验        H      M           

物理学史         L           L     

书法基础           M              

现代教育技术            H             

中学心理学基础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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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与活动         

践行师德 学会教学 学会育人 学会发展 

要求 1 

师德规范 

要求 2 

教育情怀 

要求 3 

学科素养 

要求 4 

教学能力 

要求 5 

班级指导 

要求 6 

综合育人 

要求 7 

学会反思 

要求 8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7.3 8.1 8.2 

教育心理学             H   M  M       

教师口语           H             M 

教师职业道德与教育政策法规  H  M           M          

中学教育基础   M M        H      M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M  M       

中学德育与班级管理   M M             H        

中学物理学科教学论           H        M      

中学物理学科课程标准与教
材分析             H      M      

中学教育科研实务              H      M      

教师职业发展规划   L L                L    L 

名师成长案例研究   L L                L    L 

教师通用职业技能           H              

学科教学技能           H              

教育见习   M  M        M  M          

教育实习   M  M        H   H H      M  

教育研习           M         M     

电子工艺与装配技能训练        M               L  

毕业论文        M               M   

军事技能 M                      M  

社会实践与劳动                   M     H 

社团活动                   M     H 

文化素质讲座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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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与活动         

践行师德 学会教学 学会育人 学会发展 

要求 1 

师德规范 

要求 2 

教育情怀 

要求 3 

学科素养 

要求 4 

教学能力 

要求 5 

班级指导 

要求 6 

综合育人 

要求 7 

学会反思 

要求 8 

沟通合作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7.3 8.1 8.2 

基础必读书               M        M  

创新创业实践                      H  H 

说明：H、M、L 表示课程与活动对其支撑度的强、中、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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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基础必读书书目 

[1]阎金铎 郭玉英，中学物理教学概论（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 

[4]杨清源 王运淼 魏华, 中学物理教学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5]魏华 隗功民,中学物理教材分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6]王运淼 魏华 杨清源,中学物理课堂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7]彭梦华,中学物理实验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8]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教育部考试中心，2020 

[9]朱永新,我的教育理想,漓江出版社，2009 

[10]肖 川, 教育的情趣与艺术 岳麓书社,2008 

[11]张万祥,一句话改变人生：400 位优秀教师的智慧感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2]张万祥, 班主任专业成长的途径—40 位优秀班主任的案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3]陈大伟,创造幸福的教师生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14]弗·卡约里, 物理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5]哈拉尔德·弗里奇,改变世界的方程：牛顿、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 

[16]费恩曼等, 费恩曼物理学讲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其它： 

修养与励志 
《周恩来与故乡》、《我的伯父周恩来》、《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

《曾国藩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历史与军事 
《史记》、《资治通签》、《全球通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

泽东传》 

小说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围城》、《鲁

迅选集》、《活着》、《金庸作品集》、《大地》、《北上》、《傲慢与

偏见》、《百年孤独》、《悲惨的世界》、《老人与海》、《战争与和平》 

心理与审美 《给老师的一百条建议》、《文艺心理学》、《文化苦旅》、《人间词话》 

社会、法律与经济 《终身教育引论》、《全人教育论》、《知识产权法》、《欢乐经济学》 

自然科学 《世界科学技术史》、《信息简史》、《大自然如何工作》、《链接》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C8%CB%C3%F1%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