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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寄语 

 “祈通中西、力求精进”，定位了通大人的理想和追求，而数学使人精细，物理

使人深刻，南通大学理学院将培养你成为能判天地之美、能析万物之理的人才。这里

有敬业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风学风，有设施齐全的物理数学实

验室，还有和谐美丽的校园环境。 

我们坚信，通过四年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训练，你们定能高品质为学、高品行做事、

高品位做人，造就“可堪大用，能担重任”之本领，成为让国家放心、社会放心、人

民放心的新时代的优秀大学生。 

南通大学理学院热忱欢迎你们的加盟！ 

                                         理学院党委书记：张  华 

                                             院长：陈玉娟 

 

 

 

 

 

 

 

 

 

 

 

 

 

 

 

 

 

 



一、专业简介 

物理学（师范）专业于 1977 年开始专科招生，1997 年挂靠南京师范大学开始本科招生，1999

年以南通师范学院名义招收本科生，2010 年成功申请江苏省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 年被列为江苏省

特色专业，2012年被列为江苏省“十二五”重点专业类核心专业开展建设，2016 年顺利结项。 

本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18 人，兼职教师 6 人，在校本科生为 195 人。现有 1 个省级物理实验教学

中心，1个省级教师教育实践教育中心，12个实习基地，专职教师近 5年获得 9个国家级科研课题和

1 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课题，1 个省级教学成果奖，2 个省级教改课题，发表科研与教学研究论文

近 50 篇，其中谭志中教授所发表的科研论文获得 2018 英国物理学会高被引中国作者奖和中国物理学

会 2018 年度最有影响论文奖。 

本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既注重“师范性”也注重“学术性”，在“师范性”方面，本专业采用多

种形式训练和培养学生教师职业基本技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本专业学生在近七届江苏省师范

生基本功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4名，获奖比例和等级名列全省同类专业前 3。

在“学术性”方面，本专业注重学生基础理论、基本思想和方法的教育，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培养，获得 10 多项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许多同学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近年来

本专业学生报考和录取研究生的人数和比例逐年增加，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高校，例如英国伦敦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大、中国矿大、苏州大学、南师大等。 

 

 

 

 

 

 

 

 

 

 

 

 

 

 

 

 

 



二、学业导航 

1. 专业介绍 

物理学（师范）专业所培养的人才主要在基础教育和其他教育机构等单位从事物理教学及相关 

工作。为了成为人民教师的一员，你要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师德情

操，自觉的教育情怀，拥有正确的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职业观；你要具备较高的物理学科素养，

掌握物理学科的基本观念、理论、方法，具备较强的实验和科学思维能力，了解与物理学密切相关的

交叉学科相关知识；你要具备良好的育人观念和沟通能力，能从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视角与中学生

沟通，能开展综合育人主题活动、班级指导活动，具有团队合作的精神与体验；你要具备扎实的物理

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学实践能力，能基于物理课程标准、教材和学生的实际开展有效的教学设计、良好

的教学实施、合理的教学评价，拥有教育教学反思能力，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的意识。 

物理学（师范）专业具有双专业的特征，“学高为师”是物理学的基本要求，因此你要认真学习

物理学。物理学是人类在探索自然现象及其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以实验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宇

宙中物质和运动的基本形式、性质和规律，探索物质（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各种物质及运

动形态的内部结构和性质等，并根据认识到的规律发明新技术、制造新产品。 

物理学（师范）专业的另一个特征是“行为世范”，因此你要学习并践行教育。教育是人的一种

特殊的生命历程，是专门培养人、塑造人的社会活动，具有多学科基础上的综合交叉、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基本特征，是你成为物理教师的关键。 

2. 课程介绍 

物理学（师范）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法、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 

原子物理学、普通物理实验、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固体物理学、计

算物理、学校教育发展（教育学基础）、中学生发展与学习（心理学基础）、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与教材

研究、中学物理教学设计。其中，高等数学、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学校教育发

展（教育学基础）、中学生发展与学习（心理学基础）、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中学物理教学

设计课程是学位课程，绩点必须达到 2.0才能拿到理学学士学位。 

在这些课程中，高等数学是数学物理方法的基础，这两门数学课程又是学好其他物理课程的关键。

在物理课程体系中，有五大基础物理学（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和四大力学（理

论力学、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基础物理学是成为中学物理教师的必备学科“武

器”，特别是其中的力学和电磁学，同时基础物理学也是考研的课程之一。四大力学中，理论力学是

力学的升级版，电动力学是电磁学的升级版，热力学与统计物理是热学的升级版，量子力学是考研的

课程之一。连续三学期的普通物理实验是训练你实验技能的绝佳课程，从中你能够经历发现问题、设

计实验、收集数据、分析论证等思维活动，提升对物理实验的认知。 

在这些课程中，学校教育发展（教育学基础）和中学生发展与学习（心理学基础）是师范教育的

基础性课程，是中学物理教师资格证理论考试（综合素质、教育知识与能力、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



中前两门的核心和关键。中学物理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和中学物理教学设计是物理教师培养的核心课

程，也是物理学科知识与能力考试必考内容，你浸染其中，不仅要学习物理教学基本理论，更为重要

的是你要会解读课程标准，会分析教材，会上一节典型的物理概念课、规律课，会对这些典型的物理

课进行说课。 

教师资格证的面试是综合实力的体现，既有结构化面试，又有 10 分钟的模拟讲课，既考察了你

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又能够体现你的物理教学水准和字画。你有没有嫌弃自己的字丑？有没有嫌

弃自己的表达能力水？板书、板画和语言表达是物理教师的基本功之一，功夫在诗外，平时一定要用

心练习，持之以恒；到了大三，你的物理水平很有可能不如大一的你，所以你需要在平时做一做中、

高考模拟卷，需要高考真题出来时做一做高考物理卷，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持高中的那点底子。 

图书馆是你的精神家园，那里有丰沛的课程资源和文化资源，助力你的人格完善、专业学习和良

好的人际关系，千万别仅仅借习题解和小说，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只有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才

行。 

3. 教学计划 

在大学四年中，我们为你准备了丰富的课程，首先你得经历 1-7学期的劳动教育，每学期至少 1 

小时。第一学期，你对大学充满了好奇。你需要军训 2 周，我们安排的学分数较少。该学期是你从一

名高中生到一名大学生的重要转折过渡期，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打好基础的时期，本学期对整个大

学期间的学习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该学期应主抓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平时要

练字、普通话和演讲，同时你得准备普通话等级考试，必须通过至少二级乙等。 

第一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通识教育平台必修

课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大学英语（一） 3 48 48   √ 

体育（一） 1 32   32 √ 

军事训练 2 2     

综合素质培养课程

平台必修课 

大学生心理素

质教育 
0.75 16 8  8  

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必修课 

高等数学 A（一） 6 96 96   √ 

力学 4 72 72   √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物理教师专业

发展入门 
1 18 15  3  



第二学期，你适应了大学生活，逐渐进入大学的紧张学习期间，该学期的课程主要以公共基础课

为主，并进行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同时你需要自主选择跨专业公共选修课程 2门。本学期应注重理

论课的学习，一定要加强实验技能的训练和教师基本职业技能的训练，同时你得准备大学英语四级。 

第二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通识教育平台必修

课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2 32 32    

大学英语（二） 3 56 48  8 √ 

体育（二） 1 36   36 √ 

通识教育平台选修

课 

“公共选修课

程目录”课程 1 
2 32     

“公共选修课

程目录”课程 2 
2 32     

综合素质培养课程

平台必修课 

大学生心理素

质教育 
0.75 16 8  8  

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必修课 

高级语言程序

设计 C 
3.5 72 40 32  √ 

高等数学 A（二） 5 80 80   √ 

线性代数 B 2 32 32    

热学 3 54 54   √ 

普通物理实验

（一） 
1 45 3 42   

第三学期学分较多，主要安排了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和计算机类课程。该学期应特别注重学生计

算机类课程的学习，期望你能通过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你还需要自主选择跨专业公共选修课程 1

门。 

第三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通识教育平台必修

课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3 48 32  16  

大学英语（三） 3 56 48  8 √ 

体育（三） 1 36   36 √ 



通识教育平台选修

课 

“公共选修课

程目录”课程 3 
2 32     

综合素质培养课程

平台必修课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创新创业

教育（一） 

1.5 32 16  16  

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必修课 

电磁学 4 72 72   √ 

光学 3 54 54   √ 

普通物理实验

（二） 
1 42  42   

数学物理方法 4 72 72   √ 

计算机语言和

算法实践 
1 1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中学生发展与

学习（心理学基

础） 

2 36 32 4  √ 

第四学期学分较多，主要安排了学科、专业基础课程和教师教育类课程，都特别重要，是学习后

继课程的基础。该学期应特别注重教师基本功的训练。你需要好好准备教师资格证的理论考试尽可能

一次性通过。 

第四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通识教育平台必修

课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4 64 48  16 √ 

大学英语（四） 3 48 48   √ 

体育（四） 1 36   36 √ 

思想政治理论

课实践 
2 3     

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必修课 

普通物理实验

（三） 
1 42  42   

原子物理学 3 54 54   √ 

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学科基础选修 3 54 54    



选修课 课程 1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学校教育发展

（教育学基础） 
2 36 31  5 √ 

现代教育技术

应用 
1.5 36 18  18 √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选修课 

教师教育选修

课程 1 
1 18 18    

教师教育选修

课程 2 
2 36 36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理论力学 4 72 72   √ 

第五学期主要安排了学科专业课程和教师教育类课程。该学期应特别注重物理教育类课程的学习

和实践性训练，期望你打好教育、教学的基础，为后继的教育实习和教师资格证的面试奠定基础。 

第五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通识教育平台必修

课 
军事理论 2 36 36   √ 

综合素质培养课程

平台选修课 

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实践 1 
1      

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选修课 

学科基础选修

课程 2 
0.5 18  18   

学科基础选修

课程 3 
3 54 54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中学物理课程

标准与教材研

究 

2 54 27  27 √ 

教育见习（一） 2 2     

教师职业基本

技能考核 
0.5 4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选修课 

教师教育选修

课程 3 
1 18 18    

教师教育选修 1 18 18    



课程 4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热力学与统计

物理 
3 48 48   √ 

电动力学 4 72 72   √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 1 3 54 54    

第六学期注重实践类环节的学习，你应该着力培养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力。在专业选修课程方面，

学院相关教师应指导学生选择未来职业取向的选修课程，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同时准备考研。 

第六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综合素质培养课程

平台必修课 

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创新创业

教育（二） 

1 18 12  6  

综合素质培养课程

平台选修课 

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实践 2 
1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教师职业道德

与教育政策法

规 

1 18 15  3  

中学物理教学

设计 
3 72 36  36 √ 

教育见习（二） 2 2     

物理教育研究

方法 
1 18 15  3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量子力学 4 72 72   √ 

计算物理 3 48 36  12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 2 3 54 54    

专业教育选修 3 0.75 27  27   

专业教育选修 4 1 36  36   

第七学期重中之重的是教育实习和相关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毕业设计（论文）的前期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你应该选择物理教育类主题作为毕业设计（论文）的课题，同时准备考编。 

第七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教育实习（一） 10 10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固体物理 3 48 48    

近代物理实验 1 48  48   

毕业设计（论

文）（一） 
4 6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选修课 
专业教育选修 5 0.75 27  27   

第八学期重中之重的是毕业设计（论文）和教育实习工作，同时考编，期待你学有所成，不负青

春。 

第八学期开课计划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实践 考试 

教师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教育实习（二） 4 4   

 
 

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必修课 

毕业设计（论

文）（二） 
8 12         

4. 学业规划 

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的是从事基础物理教育的人民教师，因此你要在师德规范、教育情怀、

学科素养、教学能力、班级指导、综合育人、学会反思、沟通合作等八个方面夯实内力，努力成为中

学物理教师。本专业基本学制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8年。你需要修满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 175

学分，其中通识课程平台 42学分、综合素质课程平台 6学分、学科基础课程平台 48学分、教师教育

课程平台 37学分、专业课程平台 42学分，方可申请毕业。符合学位授予要求者，经申请可授予理学

士学位。 

要成为人民教师，首先你需要向名师学习，学习他们的师德涵养，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其次，

你要拥有扎实的物理学科基础，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更要将大学物

理与中学物理融会贯通，能从基础物理和理论物理的高度审视中学物理；第三，你要拥有丰富的教育

教学类知识和教学实践能力，在学习教师教育类课程时，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提升自身的教

学实践能力；第四，你要通过教师资格证理论考试和面试，获取教师资格证书，这是成为人民教师的

必备；第五，当下基础教育对物理师资的要求趋向于教育硕士，因此你可以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5. 毕业去向 

本专业的去向是在基础教育和其他教育机构等单位从事物理教学及相关工作的人民教师，或通过

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后成为人民教师，或通过攻读硕士学位后从事与物理学密切相关的工作。 



近三年本专业毕业率、学位授予率、四六级通过率 

毕业年级 毕业率 学位授予率 四级通过率 六级通过率 

2017届（2013级） 97.05% 94.11% 70.58% 35.06% 

2018届（2014级） 96% 96% 80.23% 34.12% 

2019届（2015级） 100% 100% 84.53% 33.37% 

 

本专业近三年考研情况 

姓名 录取院校 专业 

2019届本科毕业生 

王一骁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伦敦大学学院 
education(science） 

余清怡 南京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孔泽霖 苏州大学 物理学 

罗小廉 南通大学  物理学 

李瞳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黄依欣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黄雅倩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张诗俊 南通大学  物理学 

巩玉鸿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耿晨铎 南通大学  物理学 

林凤娇 天津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 

2018届本科毕业生 

程丙智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沈青青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郭茂玉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曹金晶 新疆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2017届本科毕业生 

王鑫 南通大学 物理 

朱利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丁一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钱月明 南通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杨雅歆 中央民族大学 物理 

祁万钰 同济大学 凝聚态物理 

邱盼 扬州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黄小忠 郑州大学 物理 

林倩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教学（物理） 

罗照明 西南师范大学 物理 

崔灵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 
 

 

 

 

 



三、教学资源 

1.师资力量 

学院现有教职工 15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28 人，有教授 22 人，副教授 68 人，高级实验师 8 人，

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职工的比例为 96%，学院聘请李大潜、杨乐为兼职教授，外聘数名院士和知

名专家为客座教授。学院通过互派高级访问学者，合作科研，资源共享等形式不断扩大学术研究交流

的领域以提高学科科研实力和办学水平。近五年来，在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十三五”

期间，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共发表 SCI和 EI论文 180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社

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 17项；获得国家重大项目子项目立项资助 1项，省部级项目 6项；获得多项省

市科研进步奖。 

学院现有本科专业六个：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统计学、物理学、应用物理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其中数学和物理学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2.实验室配置 

南通大学理学院实验中心在 2004 年南通大学成立之时由南通医学院、南通工学院、南通师范学

院的所属物理实验室及数学计算机房整合而成。组建后的实验中心涵盖物理和数学两大学科，使用面

积约 4000 平方米，设有大学物理实验室 18 间，各专业实验室 20 余间，拥有各类教学实验仪器设备

1800 余台套，仪器总价值约 800 万元。基本满足本科专业实验教学的要求，近年来实验开出率保持

在 100%，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占总实验课程的比例达到 80％以上。承担了理学院物理学（师范

类）、应用物理（微电子材料）和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三个专业的专业实验，南通大学理工科学生的大

学物理实验，以及医学类的大学物理实验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3.职能部门及分工 

党委书记：张 华，教授、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光信息传输技术。  

分工：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分管党建，组织，干部，人才，宣传，统战，纪检，监察，信访，保

密，工会等工作。 

办公室：16-517，电话：0513-55003302，邮箱：zh@ntu.edu.cn。 

院长：陈玉娟，教授、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偏微分方程。 

分工：主持行政全面工作；分管办公室，人事，财务，发展规划，学位和学科建设，校友会，捐

赠，信息化，综合治理等工作。 

办公室：16-513，电话：0513-55003305，邮箱：nttccyj@ntu.edu.cn。 

副书记、副院长（兼）：侯蔚，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分工：分管学生工作，学生党建，招生就业，共青团，党校，国际交流，关工委，安全稳定等工

作。 

办公室：16-515，电话：0513-55003305，邮箱：hou.w@ntu.edu.cn。 

副院长：仲崇贵，教授、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多铁性材料及物理。 

mailto:zh@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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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分管科学研究，科技产业，服务地方，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图书资料等工作。 

办公室：16-511，电话：0513-55003320，邮箱：chgzhong@ntu.edu.cn。 

副院长：王林峰，教授、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几何分析。 

分工：分管本科教学（包括杏林学院教学），实验室，档案等工作。 

办公室：16-511，电话：0513-55003320，邮箱：wlf11178@ntu.edu.cn。 

行政办公室： 

综合办公室（1）：16-525，电话：0513-55003300。 

综合办公室（2）：16-523，电话：0513-55003306。 

教务办公室（1）：16-527，电话：0513-55003308。 

教务办公室（2）：16-529，电话：0513-55003309。 

学工办公室：16-121，电话：0513-55003310。 

团委办公室：16-123，电话：0513-55003311。 

4.网络学习资源 

主要介绍与学生学业相关的各种网站和链接，包括必有内容和自选内容。 

图书馆网站、学校网站、教务处网站、学院网站为必有内容；自选内容包括与该专业相关的校内

外精品课程（国家级、省级、校级等）网站、网络课程网站以及其他各种教学资源网站。 

此部分由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自行编制内容。 

南通大学：http://www.ntu.edu.cn/ 

南通大学图书馆：http://lib.ntu.edu.cn/ 

南通大学教务处：http://jwgl.ntu.edu.cn/ 

南通大学理学院：http://sos.ntu.edu.cn/ 

中国大学 MOOC（慕课）：https://www.icourse163.org/ 

 

 

起草人：  王全、孙小祥、何佳（学业导航） 

杨锋、李红兵（教学资源） 

审核人：  成鸣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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