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物理学专业

一、专业简介

本专业按物理学一级学科培养具有“科学基础、人文素养、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坚持“尚德务

实、求真拓新”的办学理念和“强化基础、突出实践、重在素质、面向创新”的本科人才培养方针。依托学院已有优势

课程构造和优化专业课程,强调基础科学理论和实践能力。注重研究性教学,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为学生制定个性

化的符合其兴趣和特长的专业课程选修方案。重在培养学生扎实的物理理论功底、较强的实验实践能力,突出创

新潜质和综合素质。

本方案基于完全学分制的培养模式,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程后,结合发展规划和学习兴趣制定个性化的专业课

程选修计划。方案特点概述如下:

1)坚持国际接轨。本培养方案涉及的课程门数、学时以及课程设置原则等都是在充分调研、对比国内外大学

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并结合我校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其中,1~2年级以数理和专业基础课程为主(15门主干课

程),旨在重点培养学生具备本专业公认的基础理论知识、实验能力和物理思维,为后续学习奠定坚实基础。3~4
年级以专业选修课程学习为主。允许学生根据职业生涯规划和个性需求选择套餐课程或自主选修课程。

2)设置自由课程。考虑到本专业的基础学科特色、学术发展领域和宽就业面,鼓励学生自主规划发展方向,

本专业设置了自由 类 课 程。学 生 在 大 学 四 年 期 间,可 自 由 选 择 至 少7学 分 的 个 性 化 课 程(同 一 课 程 不 得 重 复

选修)。

3)体现理工融合。既重视物理类专业的主体教育,也重视相关应用技术的拓展,使学生可以在理科、工科和

理工融合领域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4)重视实验实践。通过普通物理实验、近代物理实验、专业物理实验以及后续的自主创新实验、本研一体化

实验着力培养学生的物理实验、实践能力。同必修的工程基础类课程、社会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结合,总体保证

实验实践能力培养4年不断线。

5)提升人文素养。通过选修多门次覆盖哲学、历史、艺术、法律等方面的小班化人文通识课,促进学生进一步

塑造其健全人格、提升思辨力与想象力,增强公民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6)鼓励国际交流。除了英语课程学习外,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外学者讲授的暑期公开课、国外优质 MOOC
课程等,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国内外交换学生计划及国外大学毕业设计等各类国际交流活动。

7)本研一体化统筹设计。允许大四学生在已经获得前三年全部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学分的基础上,依照自

己的兴趣和今后的发展选择专业核心课程后续的研究生课程,所选研究生课程学分计入自由课程学分。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一) 培养目标
结合我校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培养具有扎实的物理理论功底、较强的实验实践能力、综合素质优异的创新型

人才。通过本科阶段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系统的物理理论基础、较强的

实验技能以及丰富的专业知识,为从事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无线电物理、材料物理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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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材料加工与制备、新能源、电信等企事业单位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培养要求
思想品德方面

1)良好的法律意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2)热爱科学事业、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3)具有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修养,能正确评价自我与他人。
身体素质方面

4)了解体育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

5)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6)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专业知识方面

7)掌握坚实的数学基础知识和系统扎实的物理学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思想、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

8)掌握从事理论工作、实验工作、技术工作所必须的技术基础,包括电子技术、测量分析技术和机械工程设计

等;

9)具备一定专业方向的专门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受到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的初步训练;

10)了解物理学的新发展、近代物理在高新技术和生产中的应用以及与物理学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和新技术

的发展。
综合能力方面

11)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与交流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12)具有良好的专业外语阅读、交流与写作能力,初步具有国际化视野;

13)具有基础扎实、后劲足、适应性强的特点和自学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14)具有在物理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应用研究、教学、新技术开发和管理方面工作的能力。
(三)本专业培养学生核心能力

A.坚实的数学基础;

B.掌握应用物理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C.从事应用物理专业研究及相关领域工作的扎实基础;

D.过硬的应用物理专业相关的实验技能;

E.基本的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能力;

F.良好的身体及心理素质、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G.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

H.了解物理专业的前沿知识、发展动态,具有创新意识。
主要课程与核心能力规划关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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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应用物理学专业主要课程与核心能力规划关系图

核心能力 强化基础 突出实践 重在素质 面向创新

A
坚实的

数学

基础

B
应用物理

专业的

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

C
应用物

理专业

研究、相
关领域

工作的

扎实基础

D
过的

应用物理

专业相关

的实验

技能

E
基本的

工程

基础

知识和

能力

F
良好的思

想道德、

社会公德

和职业

道德

能力

G
良好的

语言

交流

能力

H
物理专业的

前沿知识、

发展动态,

具有创新

意识

数学类课程

数学物理方法
√

五大基础课程 √

四大力学

固体物理

物理学前沿专题

√ √ √

计算物理基础 √ √ √ √

机械工程训练及

其它工程类课程

三大实验课

生产实习

√ √ √ √

毕业设计 √ √ √

思想政治理论

形势与政策等

博雅课程

√

大学英语类

专业英语
√ √ √

三、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基本要求

本专业基于完全学分制培养模式,基本学制4年,最长不超过6年。学生至少获得145学分才可授予理学学

士学位。本专业指导性最低学分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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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应用物理学专业指导性最低学分框架表

课程模块 序列 课程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Ⅰ基础课程

A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8

B 工程



续表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年级 开课学期 学习要求

通识

课程

思政类

军理类

体育类

核心

通识类

一般

通识类

博雅类

B2D281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基础 2 32 一 秋季

B2D281020 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 2 32 一 春季

B2D282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概论 3 48 二 秋季

B2D282020 思想政治理论课—原理 3 48 二 春季

B2D511010 军事理论 2 32 一 开学前

B2D511020 军事训练 0 112 一 开学前

详见体育类课程培养方案 4
B2F050110 航空航天概论A 2 32 一 秋季

经典研读、人文素养、社会科学、

科技文 明(含 新 生 研 讨 课、专 业

研讨课)4大 类 核 心 通 识 类 课 程

每类课程至少选1门

8

具体课程见一般通识类课程清单 2

详见博雅类课程培养方案 4

必选

必选

必选

任选

选2学分

暑期学校

全英文课程

专业

课程

核心

专业类

B3I191110 力学(中、英) 3
48+16
(演示
实验)

一 秋季

B3I192120 理论力学 3 48 二 春季

必选

(力学类)

B3I191210 热学 2 32 一 春季

B3I192220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3 48 二 春季

必选

(热学类)

B3I192310 电磁学(中、英) 4 64 二 秋季

B3I192320 光学 3 48 二 秋季

B3I193330 电动力学 3 48 三 秋季

必选

(光电类)

B3I192410 原子物理学 3 48 二 春季

B3I193420 量子力学 4 64 三 秋季

B3I193430 固体物理(1) 3 48 三 春季

必选

(近物类)

B3I192510
数学物理方法/计 算

物理基础I
6 96 二 秋季

必选

(数理类)

B3I195610 普通物理实验(1)

B3I195620 普通物理实验(2)

B3I193630 近代物理实验(1)

B3I193640 近代物理实验(2)

B3I194650 专业物理实验

4 128
一、二

(积分制)
春秋

2 64 三 秋季

2 64 三 春季

2 64 四 秋季

必选

(实验类)

生产实习 3 120 三 秋季

毕业设计 8 576 四 春季

必选

(实践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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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年级 开课学期 学习要求

专业

课程

一般

专业类①

公共课程

B3J193710 专业英语 2 32 三 秋季 建议选

B3J193720 物理学前沿专题 2 32 三 秋季 建议选

凝聚态物理方向

B3J193730 凝聚态物理导论 2 32 三 春季

B3J194710 材料物理 2 32 四 秋季

B3J194720 固体物理(2) 2 32 四 秋季

B3J193740 半导体物理导论 2 32 三 秋季

B3J193750 固体微结构及衍射物理学 2 32 三 春季

B3J194730 纳米物理学 2 32 四 秋季

G3J195710 高等量子力学 3 48 研 秋季

理论物理方向

B3J194720 固体物理(2) 2 32 四 秋季

B3J193760 数学物理方法(2) 3 48 三 秋季

B3J194840 软物质物理(中、英) 2 32 四 秋季 平行课

G3J195710 高等量子力学 3 48 研 秋季

G3J195720 高等统计物理 3 48 研 春季

G3J195730 群论及其应用 3 48 研 秋季

无线电物理方向②

B3J193810 信号与系统 2 32 三 秋季

B3J193820 传感技术与测试技术 2 32 三 春季

B3J19383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 32 三 秋季

B3J193840 数字信号处理 2 32 三 春季

G3J195810 智能仪器 2 32 研 春季

光电信息方向

B3J193850 现代光学导论 2 32 三 春季

B3J193860 光电子学 2 32 三 春季

B3J193870 激光原理与激光测量 2 32 三 秋季

B3J193880 信息光学 2 32 三 秋季

G3J195820 非线性光学 2 32 研 秋季

自由

类课程③
≥7

注释:

①专业选修课程总量要求不少于14学分;体现本硕一体化,学生可以选修研究生课程。建议本部分课程主要在三、四

年级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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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无线电物理方向可以选择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开设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课程作为一般专业类课程

③为体现本科教育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鼓励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知识的同时,依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方向,在全校范

围内至少选择7学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但学校开设的通识类、博雅类课程除外,且同一课程不得重复选修。考虑到本专业

基础课程、核心课程的学时及难度,建议学生在大三或大四选修此类课程。

五、主要课程进程规划构架图

应用物理专业必选课程学期分布

大类 基础课程 通识课程 专业课程













子类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工程基础类 语言类
思政、军理、体育、核心通识、

一般通识、博雅
核心专业类













第一

学期

工科数学分析(1) 高级英语听说写 思想政治理论课———基础 力学(中、英)










批判阅读与写作 体育(1)










英语听说写 航空航天概论 A










学业英语阅读与写作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1)

















第二

学期

工科数学分析(2) 高级英语读说写 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 热学










工科高等代数 理解与辩论 军事理论










英语读说写 体育(2)










批判阅读与写作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2)

















第三

学期

大学计算机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课———概论 电磁学(中、英)










体育(3)光学 数学物理方法 /计算物理基础I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3)
















第四

学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原理 理论力学










体育(4)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原子物理学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4)
















第五

学期

体育(5)电动力学 量子力学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5) 近代物理实验(1)










生产实习
















第六

学期

体育(6)固体物理(1) 近代物理实验(2)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6)













第七

学期

体育(7)专业物理实验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7)














第八

学期

体育(8)毕业设计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8)














六、专业准入准出办法一览表

为使学生能结合自身特点和兴趣更好的选择专业,本专业在大一春季学期结束时接受转入转出申请。
对于外专业申请转入者,首先需要获得准入课程的全部学分。物理学院将对所有达到要求的申请者进行综合

面试,从中选择适合进入本专业学习的候选者,同时结合候选者其他相关专业课程学习情况,决定其同级转专业还

是降级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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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达到所有的准出标准后,则将获得应用物理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表7 准入准出要求

准入办法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尊重学生志愿,结合本专业办学条件及专业准入标准。

准入细则

1.成立专业准入工作领导小组。

2.学生填报专业准入申请表。

3.外院系学生提出申请转入本学院原则上在第2学期末,特殊情况可放宽到第4学期末,具体由

准入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

4.审核申请转入学生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对通过者组织专家面试。

5.确定专业准入学生名单,并将该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学校教务处审核。

6.面向全校公示专业准入学生名单。

准入时间 外院系学生申请应用物理专业准入时间在第2学期末,特殊情况可放宽到第4学期末。

准入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其他替代课程

1 工科数学分析(1) 1 1 5
一元微积分或其它

难度不低于本课程

2 工科数学分析(2) 1 2 5
多元微积分或其它

难度不低于本课程

准入标准 获得准入课程1、2的相应学分

准出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说明

1 力学(中、英) 1 1 3 平行课

2 热学 1 2 2

3
普通物理实验I
普通物理实验Ⅱ

1 1/2 1

1 2/2 2
4 积分制

4 电磁学(中、英) 2 1 4 平行课

5 光学 2 1 3

6 数学物理方法I 2 1 4

7 原子物理学 2 2 3

8 理论力学 2 2 3

9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2 2 3

10 近代物理实验
3 1

3 2
4 两个学期

11 电动力学 3 1 3

12 量子力学 3 1 4

13 固体物理I 3 2 3

14 计算物理基础 3 2 2

15 专业物理实验 4 1 2

16 毕业设计 4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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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准出标准

1.完成基础课程最低学分要求;

2.完成通识课程最低学分要求;

3.完成专业课程;

4.完成自由课程最低学分要求;

5.有跨学科的2学分;

6.有暑期学校2学分;

7.总学分不低于145。

七、毕业生未来发展图

除了升学深造外,应用物理专业毕业生具有广泛的就业及发展空间。
本培养方案仅给出部分可能的发展规划,具体内容参见下表:

表8 毕业生未来主要发展

主分类 次分类 描述

就业

升学

教育行业

企业

自主创业

国内外大学、

研究机构攻读研究生

教师以及相关教育管理人员

电力、金融、销售、软件开发、应用物理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开发、研究人员

理论物理方向:凝聚态理论、计算物理等

凝聚态物理方向:磁学、材料物理、半导体器件物理等

无线电物理方向:光电探测、信息通讯等

光电信息方向:激光成像技术、电子器件、新一代通讯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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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理专业

一、专业简介

核物理专业属于基础性学科,课程体系强调数理基础和核物理专业知识。通过本专业的培养,要求毕业生掌

握核物理专业的基本科学知识,并受到相关专业实验的训练,从而具有良好的数理基础和核物理专业的基本理论

知识,具有较深入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实验技能,能够适应核物理学科、物理学及其交叉学科发展的基本需要。
本专业培养特点如下:

1)强化基础:由于本专业需要扎实的数学、物理理论基础,因此特别强调相关基础物理理论课程的学习。

2)重视实践:由于本专业实践性强,因此注重实践能力培养,重视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科技活动等教学环节

的配置。

3)体现特色:本专业为“国防”紧缺专业,主要为科研院所、核工业

注口
要业 ಆ

科 院

院

业

业

缺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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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培养要求与课程规划关系表

核心能力 强化基础 突出实践 重在素质 面向创新

主要课程 获取知识 应用知识 思想道德 身心素质 人文修养 创新能力

通识类 √ √ √ √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 √

工程基础类 √ √

语言类 √ √ √

力学类 √ √

热学类 √ √

光电类 √ √

近代物理类 √ √ √

专业选修课 √ √

实践类 √ √

三、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基本要求

本专业基于完全学分制培养模式,基本学制4年,最长不超过6年。学生至少获得145学分才可授予理学学

士学位。本专业指导性最低学分框架如下。

表2 核物理专业指导性最低学分框架表

课程模块 序列 课程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Ⅰ基础课程

A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18

B 工程基础类 8

C 语言类 8

Ⅱ通识课程

D

E

F

G

H

思政类 10

军理类 2

体育类 4

核心通识类 10

一般通识类 2

博雅类 4

Ⅲ专业课程
I 核心专业类 58

J 一般专业类 14

自由课程 7

总学分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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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年级 开课学期 学习要求

基

础

课

程

数学

与自

然科

学类

B1A09101A 工科数学分析(1) 5 64+32 一 秋季

B1A09102A 工科数学分析(2) 5 64+32 一 春季

B1A09103A 工科高等代数 5 96 一 春季

B1A09204A 概率统计A 3 48 二 春秋

必选

工程

基础类

B1B322020 机械工程技术训练B 2 80 二 春秋

B1B061010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44 二 秋季
必选

语言类

B1C12101A 高级英语听说写 2 32 一 秋季

B1C12102A 批判阅读与写作 2 32 一 秋季

B1C12101B 英语听说写 2 32 一 秋季

B1C12102B 学业英语阅读与写作 2 32 一 秋季

B1C12103A 高级英语读说写 2 32 一 春季

B1C12104A 理解与辩论 2 32 一 春季

B1C12103B 英语读说写 2 32 一 春季

B1C12104B 批判阅读与写作 2 32 一 春季

A级

B级

A级

B级

通识

课程

思政类

军理类

体育类

核心

通识类

一般

通识类

博雅类

B2D281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基础 2 32 一 秋季

B2D281020 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 2 32 一 春季

B2D282010 思想政治理论课—概论 3 48 二 秋季

B2D282020 思想政治理论课—原理 3 48 二 春季

B2D511010 军事理论 2 32 一 开学前

B2D511020 军事训练 0 112 一 开学前

详见体育类课程培养方案 4

B2F050110 航空航天概论A 2 32 一 秋季

经典研读、人文素养、社会科学、

科技文 明(含 新 生 研 讨 课、专 业

研讨课)4大 类 核 心 通 识 类 课 程

每类课程至少选1门

8

具体课程见一般通识类课程清单 2

详见博雅类课程培养方案 4

必选

必选

必选

任选

选2学分

暑期学校

全英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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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年级 开课学期 学习要求

专业

课程

核心

专业类

B3I191110 力学(中、英) 3
48+16
(演示实验)

一 秋季

B3I192120 理论力学 3 48 二 春季

必选

(力学类)

B3I191210 热学 2 32 一 春季

B3I192220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3 48 二 春季

必选

(热学类)

B3I192310 电磁学(中、英) 4 64 二 秋季

B3I192320 光学 3 48 二 秋季

B3I193330 电动力学 3 48 三 秋季

必选

(光电类)

B3I192410 原子物理学 3 48 二 春季

B3I193420 量子力学 4 64 三 秋季

B3I193430 原子核物理 3 48 三 春季

必选

(近物类)

B3I192510 数学物理方法(1) 6 64 二 秋季
必选

(数理类)

B3I195610 普通物理实验(1)

B3I195620 普通物理实验(2)

B3I193630 近代物理实验(1)

B3I193640 近代物理实验(2)

B3I194650 专业物理实验(核物理)

4 128
一、二

(积分制)
春秋

2 64 三 秋季

2 64 三 春季

2 64 四 秋季

必选

(实验类)

生产实习 3 120 三 秋季

毕业设计 8 576 四 春季

必选

(实践类)

一般

专业类①

B3J193910 核科学概论 2 32 三 秋季

B3J194910 辐射剂量与防护 2 32 四 秋季

B3J194920 核反应堆基础与原理 2 32 四 秋季

B3J193920 核技术基础 2 32 三 秋季

B3J193930
粒子 物 理 与 核 物 理 前 沿 专 题

(中、英)
2 32 三 春季

B3J194930 蒙特卡罗基础及应用 2 32 四 秋季

B3I192510 计算物理基础 2 32 三 春季

B3J193760 数学物理方法II 3 48 三 秋季

B3J193710 专业英语 2 32 三 秋季

B3J19383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 32 三 秋季

G3J195710 高等量子力学 3 48 一研 秋季

G3J195910 量子场论 2 32 一研 秋季

G3J195920 高等核物理实验 2 32 一研 秋季

G3J195930 核技术及应用 2 32 一研 春季

G3J195940 核结构与核反应物理 2 32 一研 春季

任选

≥8
学分

②任选

≥6
学分

自由

类课程③
≥7

①一般专业类课程总量要求不能少于14学分。体现本硕一体化,学生可以选修研究生课程。建议本部分课程在三、四年级

选修。

②也可以选择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开设的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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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为体现本科教育教学中学生的自主性,鼓励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知识的同时,依据个人兴趣和未来发展方向,在全校范围内

至少选择7学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但学校开设的通识类、博雅类课程除外,且同一课程不得重复选修。考虑到本专业基础

课程、核心课程的学时及难度,建议学生在大三或大四选修此类课程。

五、主要课程进程规划构架图

核物理专业必选课程学期分布

大类 基础课程 通识课程 专业课程













子类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工程基础类 语言类
思政、军理、体育、核心通识、

一般通识、博雅
核心专业类













第一

学期

工科数学分析(1) 高级英语听说写 思想政治理论课———基础 力学(中、英)










批判阅读与写作 体育(1)










英语听说写 航空航天概论A










学业英语阅读与写作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1)

















第二

学期

工科数学分析(2) 高级英语读说写 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 热学










工科高等代数 理解与辩论 军事理论










英语读说写 体育(2)










批判阅读与写作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2)

















第三

学期

大学计算机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课———概论 电磁学(中、英)










体育(3)光学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3) 数学物理方法(1)
















第四

学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原理 理论力学










体育(4)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4) 原子物理学
















第五

学期

体育(5)电动力学










博雅课程(文化素质拓展)(5) 量子力学










近代物理实验(1)










生产实习













第

̌栀
学期

体育(2)








其是同级转专业还是降级转专业。
当学生达到所有的准出标准后,则将获得核物理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表7 准入准出要求

准入办法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尊重学生志愿,结合本专业办学条件及专业准入标准。

准入细则

1.成立专业准入工作领导小组。
2.学生填报专业准入申请表。
3.外院系学生提出申请转入本学院原则上在第2学期末,特殊情况可放宽到第4学期末,具体由

准入工作领导小组讨论确定。
4.审核申请转入学生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对通过者组织专家面试。
5.确定专业准入学生名单,并将该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学校教务处审核。
6.面向全校公示专业准入学生名单。

准入时间 外院系学生申请应用物理专业准入时间在第2学期末,特殊情况可放宽到第4学期末。

准入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其他替代课程

1 工科数学分析(1) 1 1 5
一元微积分或其它
难度不低于本课程

2 工科数学分析(2) 1 2 5
多元微积分或其它
难度不低于本课程

准入标准 获得准入课程1、2的相应学分

准出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分 说明

1 力学(中、英) 1 1 3 平行课

2 热学 1 2 2

3
普通物理实验I
普通物理实验Ⅱ

1 1/2 1
1 2/2 2

4 积分制

4 电磁学(中、英) 2 1 4 平行课

5 光学 2 1 3
6 数学物理方法I 2 1 4
7 原子物理学 2 2 3
8 理论力学 2 2 3
9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2 2 3
10 近代物理实验 3 1/3 2 4 两个学期

11 电动力学 3 1 3
12 量子力学 3 1 4
13 原子核物理 3 2 3
14 专业物理实验(核物理) 3 1/3 2 4 两个学期

15 毕业设计 4 2 8

准出标准

1.完成基础课程最低学分要求;
2.完成通识课程最低学分要求;
3.完成专业课程;
4.完成自由课程最低学分要求;
5.有跨学科的2学分;
6.有暑期学校2学分;
7.总学分不低于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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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生未来发展

本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就业面广泛,可到科研部门、高等学校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可到企事业单位从事应

用研究、科技开发、管理工作;也可继续攻读物理学、核科学与技术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本培养方案仅给出部分

可能的发展规划,具体内容参见表8。

表8 毕业生未来发展表

主分类 次分类 描述

就业

升学

科学教育

企事业单位

自主创业

国内或国外深造

科学教育相关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教学以及管理工作

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研发者、工程师、管理、销售人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原子核结构和反应、粒子物理等

理论物理
核物理 理 论、高 能 物 理 理 论、凝 聚

态物理理论等

核科学与技术 核工程、核技术等

交叉学科 与化学、生物、工程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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