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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经济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全

面发展，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强烈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拥有扎实的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娴熟的实验操作技能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工程实

践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具有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方法，能在

物理学和电子、材料、通信、光学工程等相关交叉学科领域从事教学科研、产品

开发、技术创新或生产管理等工作的理工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培养学生毕业 5 年左右在社会和专业领域应达到的具体目标包括：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爱国敬业、团结协

作和诚实守信的品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科学思想，熟

悉国家方针、政策和法规，熟悉高校和企业政策和规定，能够严于律己、遵纪守

法。 

（2）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娴熟的实验技能，具有宽阔的专业视野，具备

应用物理学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的初步能力。 

（3）掌握应用物理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以及相关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了解电子、材料、通信、光学工程等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技

术，了解新能源、量子信息处理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PLUS

等知识，具有相关的研究、设计和管理的能力。 

（4）掌握计算机技术基本知识，具有运用计算机技术处理解决物理问题和

相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5）有在团队中分工协作、交流沟通的能力；具有独立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

能力；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在多学科和跨文化环境下开展工作。 

二、毕业要求 

为了达到上述培养目标，本专业学生需要达到以下毕业要求： 

1. 基础知识： （1）掌握数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具有较高的数学修

养； 



（2）具有扎实的物理学理论基础，具有科学的思想。 

2. 实验技能： 掌握物理实验基本方法和技能，具备运用物理学知识和技能

进行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的初步能力。 

3. 问题分析：能够利用应用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分析相关领域的问题，以

获得有效结论。 

4. 研究设计：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应用物理学相关领域内

的复杂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5. 物理与社会：了解应用物理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

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其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

响。 

6、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专业实践中理

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7. 沟通交流：能够阅读科学文献，理解学术观点，能够表述学术观点和撰

写科研成果。 

8. 使用工具：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工具对应用物理学及相关领域内的复

杂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 

9. 项目管理：具有工程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素养，满足工程应用中的

管理和交流的需要。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组织协调、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

队合作的能力。 

10. 身心健康：具有一定的体育运动和军事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

基本技能，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生活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

质健康和军事训练标准；心理健康，能够处事乐观，态度积极，勇于承担责任，

不挑剔所要做的事。 

11. 创新意识：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物理学知识、

信息、技能和方法，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表 1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1、基础知识  ● ●   

2、实验技能  ●    



3、问题分析  ● ● ●  

4、研究设计  ●  ●  

5、物理与社会  ● ● ●  

6、职业规范 ●     

7、学术交流     ● 

8、使用现代工具    ●  

9、项目管理 ●    ● 

10、身心健康 ●     

11、创新  ●  ●  

12、终身学习     ● 

 

三、主干学科与交叉学科 

主干学科：物理学 

交叉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四、核心课程 

数学物理方法、电磁学、光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

固体物理、电子电路基础、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

课程。 

 

五、方向及特色 

专业方向：信息物理 

专业特色：与信息技术渗透交叉、理工结合的专业特色 

 

六、毕业学分及比例要求 

                   学分及比例 

    课程模块 
学分 

其中 

实验实践学分 

其中 

选修学分 

通识教育类 

公共基础课程 32.5 0.5 13 

自然科学基础课程 25 5.375  

综合素质课程 12  8 

小计及百分比 69.5/39.7% 5.875/3.35% 21/12.0% 

专业教育类 

专业基础课程 50.5 7.75 8 

专业课程 11 0.375 4 

跨专业大类课程 6  6 

小计及百分比 67.5/38.5% 8.125/4.65% 16/9.14% 

实践教育类 28 28  

创新拓展类 10 10 10 

总学分/比例 175/100% 52/29.7% 49/28.0% 

 

 



 

      七、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 
序号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1 形势与政策      ☆       

2 军事理论           ☆   

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7 大学英语       ☆      

8 体育          ☆   

9 大学生心理健康      ☆    ☆   

10 
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

指导 
     ☆       

11 高等数学 ☆            

12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            

13 
制图基础及计算机绘

图 
☆ ☆           

14 现代管理科学基础         ☆    

15 力学与热学  ☆    ☆        

16 电磁学 ☆    ☆        

17 原子物理学（双语）  ☆    ☆       ☆ 

18 光学  ☆    ☆        

19 电子电路基础    ☆         

20 电工电子基础实验   ☆  ☆         

21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  ☆         

22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   
 ☆ ☆          

23 Java 语言程序设计   ☆    ☆      

24 计算机网络概论   ☆     ☆     

25 数学物理方法 ☆    ☆        

2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27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    ☆        

28 电动力学  ☆    ☆        

29 量子力学  ☆    ☆        

30 固体物理 ☆    ☆        

31 信号与系统    ☆ ☆         

32 通信原理    ☆         



序号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33 专业英语       ☆     ☆ 

34 普通物理实验  ☆           

35 近代物理实验                                 ☆   ☆        

36 光电子学（双语）     ☆  ☆     ☆ 

37 量子信息技术导论   ☆ ☆ ☆        

38 微波技术与天线      ☆ ☆        

39 射频通信电路设计    ☆ ☆        

40 凝聚态物理前沿 ☆  ☆  ☆        

41 纳米科学与技术 ☆    ☆        

42 数字信号处理 B    ☆ ☆        

43 可编程逻辑器件    ☆ ☆        

44 光纤传输技术       ☆ ☆        

45 光纤网络技术    ☆ ☆        

46 薄膜物理与技术    ☆ ☆        

47 激光原理    ☆ ☆        

48 军训          ☆   

49 程序设计(上机)  ☆ ☆ ☆   ☆    ☆  

50 数学实验 ☆ ☆ ☆    ☆ ☆     

51 计算物理实践 ☆ ☆ ☆    ☆ ☆     

52 电子电路课程设计  ☆  ☆   ☆ ☆   ☆  

53 光电综合设计  ☆  ☆   ☆ ☆   ☆  

54 金工实习  ☆           

55 电装实习  ☆  ☆   ☆      

56 认识实习  ☆     ☆ ☆   ☆  

57 专业实习  ☆ ☆    ☆ ☆   ☆  

58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八、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 



 

 

九、专业教学进程计划 

1.应用物理学专业课程设置安排表 

2.应用物理学专业实践教育教学环节安排表 

3.应用物理学专业各模块选修课程一览表 

  

十、辅修本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各学期学分分配 

3 4 5 6 7 

B0603041S 原子物理学（双语） 2 32  2    

B0603032S 数学物理方法 3.5 56  3.5    

B0603061S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3 48   3   

B0603071S 电动力学                 3.5 56   3.5   

B0603081S 量子力学                          4 64    4  



B0603092S 固体物理                                    3.5 56    3.5  

B0603142C 量子信息技术 2 32     2 

B0607091C 凝聚态物理前沿 2 3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