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领域简介

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领域 1999年设置，2000年开始招生，迄今已为

我国基础教育输送毕业教育硕士研究生 300余人。本专业学位领域现有校内外导

师 25人，其中教授 8人、中学特级教师 3人、副教授和中学高级教师 14人，常

设教育实践基地 2个。本专业学位领域主要研究基础教育物理课程与教学的实践

问题，借鉴国外中学物理教师教育成功经验，培养高素质的基础教育物理教师以

适应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二、培养目标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

生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领域培养掌握物理学科领域坚实

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和教育、教学工作能力，能够

从事基础教育物理课程教学和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素质的高层次应用

型专门人才。

三、基本要求

1.基本知识

通过本领域及相关课程的学习和教学技能及教学研究训练,具有宽厚的文化

基础与物理专业基础，具有较高的教育学和教学论的素养；掌握一门外国语，能

比较熟练地阅读本学科专业的外文资料；在物理教学方面视野开阔、现代意识强，

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熟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最新进展，了解学科

前沿和发展趋势。

2.基本素质

熟悉国家有关基础教育的方针与政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和教学

工作，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教师职业道德，具有独立从事中学物理教学及相关

领域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3.基本能力

(1) 了解中学教育、教学管理实际和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掌握中学物理教



学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中学物理教学和教育管理的能力。

(2) 熟悉本领域的国内外代表性期刊,并能够跟踪最新进展;对相关的领域有

基本的了解;掌握因特网使用、数据库检索、数据处理等现代信息处理技能;能够

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掌握基础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具有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和教育创新及撰写教学论文的能力。

(3) 身心健康，具备较强的自我协调和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能够与他

人良好地合作，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四、研究方向

序号 方向名称 简介（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导师 核心课程

1
中学物理课

程与教材

以课程论和教科书编写等相关理论为

基础，对国内外基础教育物理课程设

置和物理教科书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和研究，为我国基础教育物理课程改

革和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一些有益的借

鉴与启示。

钱长炎、

汪志荣、

王长江、

宁利新、

崔光磊、

许新胜

《物理课程与教材研

究》、《教育原理》、《课

程与教学论》、《教育研

究方法》、《中外物理教

育比较研究》

2

中学物理课

堂教学设计

与实施

主要以教学论和教育技术学等相关学

科的理论为基础，对中学物理课堂教

学的设计和实施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

的研究，探讨中学物理课堂教学设计

的各种模式及实施要求，着力解决中

学物理教学的实践问题，为我国基础

教育物理课程改革的实施摸索一些新

的途径和方法。

汪志荣、

王长江、

钱长炎、

宁利新、

崔光磊、

许新胜、

张先燚、

吕建平、

黄武英、

姚关心、

李宽国、

梁 军、

屈 军、

金 伟

《物理教学设计与实

施》、《教育原理》、《课

程与教学论》、《教育研

究方法》、《中外物理教

育比较研究》、《基础物

理专题研究》、《中学物

理实验教学案例研究》

3

中学物理实

验优化与设

计

以物理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等相关学科

为基础，对中学物理实验优化和设计

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中

学物理实验优化与设计的各种方案及

教学要求，着力解决中学物理实验教

学的各种问题，促进我国中学实验教

学改革不断深化。

冯 霞、

汪志荣、

许新胜、

黄武英、

姚关心、

李宽国、

金 伟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案

例研究》、《教育原理》、

《课程与教学论》、《教

育研究方法》、《中外物

理教育比较研究》

4
中外物理教

育比较

主要以比较教育学和相关学科理论为

基础，对国内外基础教育物理课程设

置和物理教学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分

程小健、

王长江、

汪志荣、

《中外物理教育比较研

究》、《教育原理》、《课

程与教学论》、《教育研



析和研究，进一步扩大我国基础教育

物理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视野。

钱长炎、

宁利新、

崔光磊、

许新胜、

吕建平

究方法》

5
中学物理课

堂教学评价

以教育测量与评价和相关学科理论为

基础，对中学物理课堂教学的效果从

质性和量化评价方法进行较为深入的

探讨，进一步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物理

教学评价方法优化。

王长江、

汪志荣、

钱长炎、

黄武英、

姚关心、

李宽国

《教育原理》、《课程与

教学论》、《教育研究方

法》、《中外物理教育比

较研究》

6

物理学史在

中学物理教

学中的应用

利用物理学史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为基础，分析我国基础教育

物理课程中有关物理学史等内容，探

索如何在中学物理教学中更加充分地

发挥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促进我国

基础教育物理课程教科书的编写和教

学改革不断深入。

钱长炎、

汪志荣、

王长江、

崔光磊、

许新胜、

吕建平、

姚关心

《课程与教学论》、《教

育研究方法》、《中外物

理教育比较研究》、《教

育原理》

五、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 3年。

课程学习在第 1-3 学期完成；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 1年，可结合课程学习和

学位论文工作进行，集中安排的实践教学活动须确保 1年以上，一般安排在第

3-4 学期；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 1年，应在第 3学期期末进行论文开题，第 4-5

学期进行论文的研究与撰写，第 6学期进行论文定稿、送审和论文答辩。逾期不

能修满学分或不能按时完成论文的，可增加学习年限，最长培养年限为 5年。

六、培养方式与方法

本领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由导师或导师组负责，对研究生课程学习、实

践教学和论文工作进行全面指导。实行全日制学习方式，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并

重。课程设置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课堂参与、小组研讨、案例教学、合

作学习和模拟教学等方式进行，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对研究生能力的培养，课程考

核采用书面考试或提交与课程相关的小论文的形式进行。实践教学主要在实践基

地实行分段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完成。



集体培养与导师负责相结合，在省、市级示范中学聘任有经验的高级教师担

任校外指导教师，采取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与校外实践导师共同指导研究生的课

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工作。在培养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和

研究生的主动性，以灵活的方法，着力培养研究生的教学能力和独立从事中学物

理教学研究的能力。

本领域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论文工作等方面都满足培养方案

规定的要求，按时提交学位论文，并通过审查和答辩后，才能申请授予教育硕士

学位。

七、课程设置及学分

课程教学安排在第 1学年。课程设置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分为学

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和补修课程。具体为：学

位基础课程 6门，共 12 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5门，共 10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不

少于 3门，不少于 6学分；实践教学 8学分；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

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入学后，须至少补修 3门教师教育课程；跨专业毕业生

入学后，须至少补修 2门学科专业基础课，补修课程须随相应师范专业本科生参

加考试，取得合格成绩，不计学分。

学位基础课程教学由学校研究生学院统一组织开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

课由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组织开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详见“学科教学（物理）

领域（代码 045105）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及培养环节（必修）设置

一览表”。

八、培养环节（必修）及学分

实践教学包括校内实训（包括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等）和校

外实践（含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两部分。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

少于 1年，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阶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在教育见习过程中，本科为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听课应不少于 4节，本科

为非师范类专业和跨专业学生听课不少于 6节。公开课听课次数不少于 2

次，参加市级或区级教研活动应不少于 1次。见习结束后撰写不少于 1500

字的见习心得。在校外实践结束后，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3000 字的教育实



践总结报告，经实践教学指导、考核小组考核通过后，方能取得相应学分。

实践教学指导、考核小组由所在学院与实践单位有关人员共同组成。

九、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要结合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对研究生政治思想表现、学术素质和学术

道德、知识掌握和课程学习、培养环节和基本能力进行全面考核和总结，做出综

合评定意见。

1. 中期考核应当成立考核组，考核组不少于 5人，考核小组一般由学位点

负责人、指导教师等组成，由学位点负责人任组长，学院研究生秘书或教师为考

核小组秘书。

2. 研究生应当向考核组提交中期考核材料。研究生着重对课程学习、实践

教学和论文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情况做出评

价。学院组织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会，研究生须制作 PPT对学位

论文进展情况进行汇报，考核小组听取汇报，检查考核材料，对学位论文中期检

查给予评定。考核小组对于学位论文中期检查评定不合格者，应提出具体修改要

求。相关总结纸质材料由学院保存归档。

3. 研究生中期考核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生入学以来课程学习、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等；

(2) 研究生必修环节考核（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研习等）；

(3)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研究计划和

研究内容等。

4. 中期考核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次。未通过中期考核者可在考核结果公

布 3个月后、1年内向所在学院申请重新考核，重新考核仅限一次，重新考核后

仍为“不合格”，应终止学业，作肄业处理。

5. 期中考核应在第 4学期结束前完成。

十、学位论文（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开题报告、论文形式和标准、论文检查、评阅与

答辩）

1.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

由包括导师在内的 3-5人组成考核小组，对硕士生的论文选题进行审核，着

重审核论文选题的意义、创新性和可行性。对有争议的选题应提出改进意见和建



议。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 3学期内完成。以论文选题为基础，学生在导师指导下

相对独立地开展文献综述，并开展初步实践，最终凝练出开题报告。报告须就选

题的科学依据、国内外发展动态、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案、研究工作的

挑战性和可行性等做出科学论证。开题报告经导师审阅后，参加考核小组组织的

公开答辩，获考核小组通过后方可付诸实施。

2.论文形式和标准

本领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联系基础教育实践，来源于中小学教

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如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校本课程

开发、教材分析和教学案例设计等。学位论文撰写应严格执行学位论文写作的规

范，满足学校和学位点的基本要求。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

立完成。学位论文应体现前沿性和创造性，应以作者的研究成果为主体，反映作

者已基本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以及在本学科上已掌握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学位论文应立意新颖、论据详实、作风扎实、行文流

畅、逻辑清晰、创新性强。

3.论文检查、评阅与答辩

申请人在答辩前 2个月提交论文，指导教师应参照《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在 1个月内审毕论文。学位论文应在学位点内进行预

答辩和检查，研究生在通过预答辩后进行论文送审，采取盲审形式进行。研究生

符合学位申请资格后，按要求提交学位申请材料，经校学位办审查同意后，由学

院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十一、培养流程（具体要求和时间安排）

序号 内容 相关要求 时间安排

1
入学报到（含入

学教育）

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报到、体检、注

册，参加开学典礼与入学教育。
以入学通知为准

2 确定导师 师生见面，师生互选 报到后 1个月内

3
制订个人培养计

划

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本学科硕士

生培养方案要求和因材施教原则制

定。

入学后 2个月内



4 课程学习

在进行论文选题和查阅文献的同

时，按个人培养实施计划完成课程

学习及考试。

入学后第 1学年为主

5
开题报告（含文

献阅读与综述）

完成文献阅读与综述，按培养方案

要求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与开题

报告，经导师审阅后，参加考核小

组组织的公开答辩，获考核小组通

过后方可付诸实施。

最迟于第 3学期结束前

6 中期考核

对硕士生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

择优汰劣。依据第九条中期考核实

施办法执行。

最迟于第 4学期结束前

7 培养环节 按照第八条执行。 申请论文答辩之前

8 论文评阅和答辩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论文答辩前 1个月

9 毕业及学位授予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授予

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10 其它 按有关规定实施 研究生培养全过程



学科教学（物理）领域（代码 045105）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课程及培养环节（必修）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总学时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基础课程

（12 学分）

外语 2 34 考试 1 外国语学院

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 2 34 考试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原理 2 34 考试 1 教育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2 34 考试 1 教育科学学院

教育研究方法 2 34 考试 1 教育科学学院

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4 考试 1 教育科学学院

专业必修课程

（10 学分）

物理课程与教材研究 2 34 考试 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物理教学设计与实施 2 34 考试 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案例研究 2 34 考试 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基础物理专题研究 2 34 考试 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中外物理教育比较研究 2 34 考试 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专业选修课程

（6学分）

中国物理教育发展史 2 34 考查 3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物理教育文献检索与论文选读 2 34 考查 3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物理教育研究方法 2 34 考查 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教育统计学及其在物理教育中的应用 2 34 考查 3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物理学科课堂管理研究 2 34 考查 3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中小学教学管理实务 2 34 考查 2 教育科学学院

实践教学

（8学分）

校内实训（包括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

学、课例分析等）
2

不少于 1

学年

考核 1-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校外实践

教育见习 1 考核 3-5 在实践基地完成

教育实习 4 考核 3-5 在实践基地完成

教育研习 1 考核 3-5 在实践基地完成

补修课程

教育学

不

计

学

分

随本科生

学习

（非师范

专业）

考核 1 教育科学学院

心理学 考核 1 教育科学学院

现代教育技术 考核 1 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物理 随本科生

学习（跨

专业）

考核 1-2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物理教学论 考核 1 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 3

论文写作与答辩 4-6



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物理课程与教材研究》

开课对象：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程 开课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英文名称：Research on Physic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

学时学分：34 学时，2学分 考核方式：考试

教学方式：讲授和研讨

适用学科：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课程简介主要内容：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目的和目标、任务

本课程是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使得学生对中外物理课程的发展、演化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掌

握课程研究的基础方法，更加深入地理解我国中学物理课程改革的目标，为

相关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学习课程论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最新动态，掌握物理

课程设计与编制的理论和方法。

（三）预修课程与相关知识

教育科学基本理论、心理学、比较教育学和课程论基础知识。

（四）教学内容安排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物理课程的基本原理，我国基础教育物理课程的

沿革及特点，物理课程设计与编制的理论和方法，国内外物理课程改革概况

及趋势等。具体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绪论 2

物理课程的基本原理 6

我国基础教育物理课程的沿革及特点 10

物理课程设计与编制的理论和方法 10

国内外物理课程改革概况及趋势 4

总结和考核 2

（五）考核方式与评价方法

笔试、课程论文和课堂讨论等。



（六）教材与教学主要参考书目

1、郑军等：《物理课程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2、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1。

3、朱幕菊等：《走进新课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物理教学设计与实施》

开课对象：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程 开课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英文名称：Physics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学时学分：34 学时，2学分 考核方式：考试

教学方式：讲授和研讨

适用学科：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课程简介主要内容：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目的和目标、任务

本课程是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使得学生掌握物理教学研究的基础方法，为从事中学物理教学及

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学习教学论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了解国内外基础物理教学改革的最新动态，

掌握物理课堂教学设计及教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三）预修课程与相关知识

教育科学基本理论、心理学、比较教育学和教学论基础知识。

（四）教学内容安排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物理教学的基本原理，物理教学模式及策略研究，

物理学习心理学和学习策略研究，中学物理教学专题研究及案例分析等。具

体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绪论 2

物理教学的基本原理 6

物理教学模式及策略研究 8

物理学习心理学和学习策略研究 8

中学物理教学专题研究及案例分析 8

总结和考核 2

（五）考核方式与评价方法

笔试、课程论文和课堂讨论等。

（六）教材与教学主要参考书目

1、查有梁等：《物理教学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许国梁等:《中学物理教学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朱幕菊等：《走进新课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案例研究》

开课对象：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程 开课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英文名称：Case Study of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学时学分：34 学时，2学分 考核方式：考试

教学方式：讲授、研讨和实验

适用学科：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课程简介主要内容：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目的和目标、任务

本课程是专业学位学科教学（物理）方向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通过教学，

使学生明确物理实验教学涵义、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组织

和教学模式等问题，掌握物理实验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和物理实验教学方案

的设计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物理实验教学问题能力。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着力加强研究生物理实验技能的培养，通过物理实验案例分析，提升

学生物理实验设计和操作能力，培养学生从事中学物理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

工作能力，引导学生关注基础物理实验教学研究的发展。

课程的具体要求：

1.牢固掌握物理实验的理论基础知识，并能熟练运用。

2.理解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目的和任务，了解中学物理实验的内容和结构，

并依据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心理特征，进行实验教学设计。

3.通过优秀实验设计案例的分析学会实验设计，初步掌握一定的实验设计能

力，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选择用于课堂教学特别是物理实验教学研究

之中，并注意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重要位

置。

（三）预修课程与相关知识

物理教学论、普通（大学）物理实验等。

（四）教学内容安排

本课程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物理实验的误差理论及数据处理方法；中学物理

实验教学的现状分析及科学探究教学研究，中学物理教科书中的典型实验分

析及教学研究等。具体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绪论 2

物理实验的误差理论及数据处理方法 2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分析及科学探究教学研究 8

中学物理教科书中典型实验分析与教学研究 10



物理实验设计案例研究 10

总结和考核 2

（五）考核方式与评价方法

平时作业、课堂讨论、实验设计及实验报告等。

（六）教材与教学主要参考书目

1．张雄等：《物理实验设计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王建中：《中学物理教学设计与案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3．杨述武：《普通物理实验》，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基础物理专题研究》

开课对象：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程 开课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英文名称：Special Topics in Basic Physics

学时学分：34 学时，2学分 考核方式：考试

教学方式：讲授和研讨

适用学科：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课程简介主要内容：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目的和目标、任务

本课程是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以大学物

理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物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选择性地深入地研究物

理学中的若干基本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习和体会开展研究性

教学和探究性教学的有关规律和方法，为从事物理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打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以本科《大学物理学》等课程为基础，选择物理学中若干典型的基本问题，

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学习物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讨论物理学教学中的难

点问题，培养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和探究性教学的能力。具体要求：

1.了解基础物理课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的难点问题、目前的教材中在处理这

些难点问题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2.对基础物理课程中所存在的若干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学习物理

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3.学习和体会开展研究性教学和探究性教学的有关规律和方法；

4.了解基础物理研究性教学的发展形势，拓展学生视野。

（三）预修课程与相关知识

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等。

（四）教学内容安排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绪论；物理学专题研究典型范例和基础物理教学

研究的发展趋势等。具体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绪论 2

力学专题及教学研究典型范例 10

电学专题及教学研究典型范例 10

光学和原子物理专题及教学研究典型范例 8

基础物理教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2

总结和考核 2



（五）考核方式与评价方法

笔试、课程论文和课堂讨论等。

（六）教材与教学主要参考书目

1．黄时中：《大学物理学》，第二版，合肥：中国科大出版社，2010。

2．许国梁等:《中学物理教学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中外物理教育比较研究》

开课对象：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课程 开课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英文名称：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hysics Education

学时学分：34 学时，2学分 考核方式：考试

教学方式：讲授和研讨

适用学科：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课程简介主要内容：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目的和目标、任务

本课程是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着重介绍

国外中学物理课程和教育教学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势，其中以美国、英国、

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中学物理教学、教材发展为

主要内容，运用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系统地介绍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学

物理教育教学、课程改革实践和教材发展，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在了解各国

或地区中学物理教育教学改革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研究我国中学物理

课程与教学改革和发展。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学物理课程和教学现状和发展为基础，学会运用比较教

育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国外中学物理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中的具体问

题，引导学生开阔眼界，培养学生从事中学物理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能

力。本课程的具体要求：

1．了解国外中学物理课程结构及其特点，研究其中学物理课程发展的历史

背景和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较为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欧美发达国家中学理科课

程的改革和发展趋势；

2．掌握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研究国外中学物理教学内容的组织和结

构，对其中的典型教材进行分析和研究，提高学生运用教材分析的能力；

3．通过我国中学物理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发展的历史研究，掌握对同期的中

学物理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进行研究；

4．理解中学物理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学会探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和教学

评价的基本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三)预修课程与相关知识

物理教学论和中学物理教材选论等。

（四）教学内容安排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绪论；我国中学物理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发展历史

沿革；国外中学物理课程和教材内容分析；典型中学物理教材分析研究等。

具体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绪论 2



我国中学物理课程和教学内容沿革概况 8

国外中学物理课程和教材内容分析 10

典型中学物理教材分析研究 10

中外物理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2

总结和考核 2

（五）考核方式与评价方法

课程论文、平时作业和课堂讨论等。

（六）教材与教学主要参考书目

1. 程小健：《中学物理课程与教材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郭玉英：《物理比较教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

3. 蔡铁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视野下的中学物理教学》，北京：科学出版

社，2005。



《物理教育研究方法》

开课对象：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类别：专业选修课程 开课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英文名称：Research Methods in Physics Education

学时学分：34 学时，2学分 考核方式：考查

教学方式：讲授和研讨

适用学科：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主要内容：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目的和目标、任务

本课程是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选修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使学生掌握物理教育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中

学物理教学及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学习物理教育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掌握其基本技能，了解教育研究会方法

的最新动态，能将教育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学物理教育研究中。

（三）预修课程与相关知识

教育研究方法、教育统计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四）教学内容安排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物理教育研究的一般过程，物理教育研究中的调

查研究、量表编制、相关研究、实验研究、内容分析、质性研究等，了解国

内外物理教育研究的最新动态等。具体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物理教育研究的一般过程 2

物理教育研究量表的编制 4

物理教育研究中的调查研究 4

物理教育研究中的相关研究 4

物理教育研究中的实验研究 6

物理教育研究中的内容分析 4

物理教育研究中的质性研究 4

物理教育研究中的论文写作 4

总结和考核 2



（五）考核方式与评价方法

笔试、课程论文和课堂讨论等。

（六）教材与教学主要参考书目

1、刘金梅：《物理教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

2、冯杰：《物理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万勇、王春华：《物理教育研究方法》，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教育统计学及其在物理教育中的应用》

开课对象：学科教学（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类别：专业选修课程 开课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英文名称：Educational Statis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hysics Education

学时学分：34 学时，2学分 考核方式：考查

教学方式：讲授和研讨

适用学科：045105 学科教学（物理）、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

主要内容：

（一）课程的性质、地位、目的和目标、任务

本课程是学科教学（物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选修课程之一。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使学生掌握现代教育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中学

物理教学及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学习现代教育统计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其基本技能，了解国内教育统计学领

域的最新动态，能将现代教育统计学知识应用于中学物理课堂教学研究领

域。

（三）预修课程与相关知识

概率论、教育原理、心理发展与教育、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四）教学内容安排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统计图表，集中量数、差异量数、相关量数，假

设检验，方差分析、最新教育统计技术等。具体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绪论 2

统计图表 2

集中量数、差异量数、相关量数 4

假设检验 6

方差分析 6

卡方检验 2

项目分析 4

因素分析 4

最新教育统计技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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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核方式与评价方法

笔试、课程论文和课堂讨论等。

（六）教材与教学主要参考书目

1、王孝玲：《教育统计学》，第五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张厚粲，徐建平：《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9。

学科负责人签名： 2022 年 1 月 26 日

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签名： 2022 年 1 月 26 日

院 长 签 名 ： 2022年 1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