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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学》是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学生的一门通识性必修基础课，在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的《物理

学》课程教学中，应该结合发展现状与困境，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不断完善教学方法与手段，以期达到

《物理学》更好的通识与育人教学效果，重视大学物理等基础课程，为其他专业课搭好坚实的物理桥梁，

促使多学科的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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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s is a general required basic course for non-physics majors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for non-physics majors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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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so as to 
achieve better general and educational teaching effects, attach importance to basic courses such 
as college physics, build a solid physical bridge for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promote the 
common progress of many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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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学》课程在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中的性质与地位 

《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基础和支撑，是近现代科学教育的重点[1]，在科学研究中的

基础地位很高，其课程建设在“医学 + X”多学科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无物理专业的医学类高校中

具有重要意义，除传授物理学知识外，也为学生学习非物理专业课夯实必要的物理基础，同时在培养学

生的探索创新精神、科学思维能力、科学素质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2022 年 2 月 11 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文件中再次强调

“双一流”学科的建设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做好一流学科建设作为国家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要求[2]，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

流人才，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在“医学 + X”多学科和“双一流”建设

背景下，《物理学》普遍作为医学类高校各专业学生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3]，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掌

握更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具备更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创造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学习医学类相关

课程服务。现代医学越来越依赖高精尖的医疗器械，其仪器操作、数据检测和分析，无一不要求医药专

业的学生具备扎实的物理基础知识和熟练的实验操作能力。 
此外，对于中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物理学》课程同样具有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科学思

维能力、科学素质等的重要意义。中医药现代化可以在某个程度上被理解为：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讲述中

医药的故事、阐述中医药背后的科学规律、探索新的中医药理念，用物理学的科学思维架起自然科学与

中医药相关学科的桥梁，将理性的思维应用于中医药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创新

型、智慧型、全面发展型人才，合力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 

2. 《物理学》在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中的发展现状与困境 

2.1. 非物理专业学生不重视，学习热情不高 

由于多数医学类高校并未设置物理学专业，因此，多数学生会有物理学不属于医学类学生的专业课

的刻板观念，加之高中物理的先有学习经验，觉得《物理学》课程难度大，能够顺利获得学分就好，导

致多数非物理专业学生对《物理学》课程的重要性认识浅薄[4]，并没有专业课程的用心程度高，对物理

学的学习热情也由此减少。 

2.2. 非物理专业学时分配少，学生学习难度大 

一般理工科专业的物理学分为：《大学物理上》、《大学物理下》、《物理学实验》，总学时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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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左右，而医学类院校的《物理学》课程学时普遍不会超过 72 学时，但由于《物理学》课程包含：牛

顿力学、固体物理、流体力学(血液流变学)、机械振动、机械波、静电场、磁场、电磁场与波、电路分析、

几何光学、波动光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原子核与放射性、X 射线、激光、核磁共振等多个版块的内

容，章节众多、难度较大，很难在少学时的情况下完成基本的教学。另外，在有限的条件和学时内，缺

乏物理实验课，这也导致学生的学习难度大大增加。 

2.3. 物理学相关学科教学框架缺乏系统化、教学困难多 

医学类高校本应特色发展医学类学科，但也需要更加重视对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的教学分布与计划。

我们调查国内许多优秀的医药类高校的课程设置情况(详见表 1)，发现一般无物理学相关专业的二级学院

的高校，物理学学科单独成立教研室或是与数学相关课程成立数理教研室或基础教学部等；而多数医学

类高校缺乏了对物理学及相关学科统一的规划和学科之间应有的系统化的联动。此外，物理学等基础学

科缺少专业支撑，缺乏强大的师资团队基础，物理基础专业的科研发展有瓶颈，而物理学相关交叉学科

融合又有困难。总之，教学困难很多。 
 
Table 1. Physical curriculum setting in some medic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表 1. 我国部分医学类高校物理学课程设置 

学校名称 物理学及其相关教研室或学系 所属学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 硬件与应用物理教研室 智能医学学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数理系 中药学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 数理教研室 中药学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 物理教研室 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物理教研室 信息技术学院 

广西中医药大学 数学与物理教研室 药学院 

安徽中医药大学 物理学教研室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网络信息中心) 

贵州中医药大学 物理学教研室 药学院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数学与物理教研室、物理化学教研室 药学院 

北京大学医学部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 基础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 生物物理学系 基础医学院 

昆明医科大学 物理数学与计算机系 基础医学院 

山西医科大学 物理学教研室 基础医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 医用物理教研室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 智能医疗与物联网教研室 医学信息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 数学物理系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 医用物理教研室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学院 

广东医科大学 物理学教研室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遵义医科大学 物理学教研室 基础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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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理学》在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的未来发展思考 

3.1. 总结教学内容，发掘课程思政元素 

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上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围绕历史发展成果、古今文明智慧、现代技术成就等

方面，可以通过总结和创新性挖掘《物理学》各个章节中隐含的思政元素及实际案例，在多个专业的《物

理学》教学中开展了具体实践，将人文科学教育与自然科学自然衔接，让思政教育的“盐”溶于水。例

如，在中医药高校的物理学教学中，可以用熵增原理来解读改革开放的政策，理解改革的关键在于保持

开放性、实现“熵减”，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用流体力学原理分析都江堰工程中鱼嘴、飞沙堰、

宝瓶口三大主要设施的分水、排沙、引水这三大主要功能，领悟古人水利工程建设的巨大智慧；用泊肃

叶公式揭示中医药活血化瘀的物理理论机制，促使学生深刻理解中医药概念的科学内涵；用世界首颗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成功发射实例，体会我国科技发展的强大力量。通过对我国历史发展成果、

古今文明智慧、现代技术成就与物理学知识的融入，领悟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

神，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医药学子在医学领域应具

有工匠精神，增强学生中医药文化自信，坚持传承中华文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3.2. 重构教学内容，结合各专业特色 

结合各个专业的培养方向侧重点，打造适用于不同专业的不同教学内容框架，激发学生认识到现代

医学工业的多元联系性，培养唯物辩证观、科学创新的思维，传承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将

物理学这类自然科学科普化、趣味化、生活化，以提高学生学习热情。 

3.3. 丰富教学方法教学和手段 

将趣味性的物理学问题以辩论赛、翻转课堂、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可以凝聚课堂，充分调动各个

专业学生的积极性与自主参与力度。《物理学》课程应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最大程度发挥学

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力，交予学生展示自我的时间；同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在课程教学中多用鼓励性

的语言来调动学习积极性，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在教学方法上，尝试了对分课堂、PBL 教学法以及

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模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把两种教学组织形式有机结合。目前，在我们的

教学实践中，《物理学》课堂以对分课堂、课程思政、通识教育为主要教学方法特色。把更多时间交予

学生手上，最大程度上给学生课堂上的自由，在讨论中思考科学问题；将课程思政元素自然融入《物理

学》教学全过程，实施更多能与专业特色结合的课程思政元素案例实践，在思考科学问题的过程中让学

生得到精神层面的提升，潜移默化中“立德树人”，培育高素质人才，增强医药学子的文化自信，拓宽

医学类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途径；联系时事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加强物理学通识教育与专业的结合，

促进多学科交叉，锻炼学生的学习思维，提高专业素质和创新思维。 

3.4. 强调物理学与智能医学及生物的关系 

随着“健康中国 2030”国家决策不断推进，医疗健康逐渐被国家视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人工

智能在医疗机器人、智能诊疗、影像辅助诊断、药物开发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这样的背景下，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指出：医学教育要主动适应新要求，要深入推进“医学+”复合型高层次医学

人才培养改革，对接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新理念，大力促进医学与理科、工科等多学科交叉

融通，开展“医学 + X”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培养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

才[5]。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把医学带入新的时代——智能医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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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至，御风而行。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生命科学，生命现象属于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

随着现代物理学迅速发展，医学已从宏观形态进入微观机制研究，从细胞水平上升到分子水平研究。智

能医学，即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辅助或替代人类进行医疗行为的科学，其理论核心是物质、能量、信息，

它研究了物质的运动规律，能量的运动规律，以及以物质和能量为载体而存在并运动变化的信息的接收

与发放的方法。人体主要的生物物质结构，是由基本的功能单位——细胞构成的。因此，概括来说，智

能医学研究的是细胞的排列运动及细胞的代谢问题，即细胞中细胞核、内质网、高尔基体、线粒体等细

胞器的物质与能量之间的运动变化规律。智能医学不仅注重于对细胞的研究，而且非常重视人体整体空

间的变化运动。通过物理学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学习，可以有效提高医药类人才的人文素养和创新

思维能力，在培养匹配行业急需的医药现代化人才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3.4.1. 研究生命现象和人体系统状态变化的规律就是在研究实际的物理过程 
医药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人体内物质的运动、能量的交换、

信息的传递，生物组织和生物大分子的力、热、电、磁、光、原子核的性质，肌肉收缩，神经传导，听

觉、视觉的物理过程，生理、病理过程中信息的控制、反馈和调节等，都要运用物理学的理论、知识和

技术。 

3.4.2. 外界的物理因素对人体所起的作用也是物理学结合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外界的物理因素对人体所起的作用成为医学研究领域的

一个重要课题，为疾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物理学中研究开放系统的方法更是为中医理论“天

人合一”的思想建立了一个物理模型。 

3.5. 加快教与研融合，两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展 

由于《物理学》课程大多不属于医学类高校的优势学科，因此，医学类高校的《物理学》局限于理

论教学，严重缺乏科研平台，理论向应用的转化不够，如此一来，也不利于物理学任课教师的自身发展。

教学是科研的基础，而科研更是教学的发展和提高。教学研究是对现阶段教学的反复思考，重在规划并

完善下一阶段的教学；科研是提高高校师资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重要保障。《物理学》

基础学科应以教学为重，科研为辅助支撑，以研促教，以教促研，加快《物理学》教学与科研的融合，

两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相互成长。此外，应主动将扎实的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理论与优势学科进行合

作交流，不仅需要加强物理学自身的科研，也要加强物理学相关交叉学科的科研，以促进优势专业学习，

加速理论向应用转化。 

3.6. 适当增加学时，加强学科系统化调整 

针对非物理专业学时分配少，学生学习难度大这一困境，高校应给与物理教学充足且适量的教学时

间。目前，多数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的《物理学》教学内容所需要的学时严重不足，导致教师只能删

减教学内容且无法将难点深入讲透，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加之学生得不到学习满足感和及时的鼓励，厌

学情绪陡增，严重影响学习质量。因此，根据《非物理类理工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非物理

类理工科大学物理理论课学时应不少于 126 学时，实验课学时数不能少于 57 学时[4]，建议医学类高校非

物理专业的《物理学》理论课学时应不少于 72 小时。 
针对物理学相关学科教学框架缺乏系统化、教学困难多这一难题，建议整合校内物理学相关课程，

单独设立物理教研室，使物理学科得以单独发展；或与数学学科共同发展。对于国内综合类大学而言，

如北京大学，设立了数学科学院与物理学院；四川大学设立了数学学院和物理学院。对于国内的中医药

以及医学类高校而言，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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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医科大学等高校，成立了数学物理教研室，数学与物理协同发展。而对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

药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中医药类高校而言，其单独设立了物理教研室，承担了医用物理学、物理学、

电工学、影像物理学、眼科光学基础、医疗仪器原理，电子技术基础等多门物理基础学科课程，将物理

与其他学科分开发展，专门负责全校物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这也强调了物理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另外，

成都中医药大学为响应教育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加快建设智能医学学院，对教研室进行了调整，

将在医学技术学院的仪器学与物理学教研室的物理学相关课程调整到智能医学学院，与原硬件教研室合

并为硬件与应用物理教研室；在管理学院的数学教研室调整到智能医学院与智能医学教研室合并为智能

医学与计算数学教研室。本次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学科调整对培育交叉学科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是一

次积极的尝试，有利于数学、物理学科为智能医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但同时也有可能出现数

理学科自身专业发展局限、服务其他学科动力不足的问题。综上，我国医学类高校的物理学科作为独立

教研室发展的趋势与优势愈渐明显。目前，尚有许多医学类高校中的物理学科暂时还未设立有独立的教

研室，发展空间很大，迫切需要在医学类高校中把物理学科从淡忘与消亡的边缘重新拉回来，建议设立

独立的物理教研室，以加强围绕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通识教育课程群的建设；或是建议参照广西中

医药大学设置数学与物理教研室，该教研室始建于 1962 年，经过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其课程建设和实验

室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和学科影响力显著增强。单独设立物理教研室或与数学学科一起成立数

理教研室，促进系统的完成学科建设，更有助于专业老师对外交流。当然，单独设立物理教研室，或是

与数学学科一起成立数理教研室，并不是要割裂物理学与其他学科，如数学、生物、化学、医学等的联

系。而是要让物理学相关专业教师不丢自己专业，同时高质量的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物理学科的教学

中注重通识思维教育，让医药学子具有科学通识理念和物理思维，学会拿着物理科学思维这把钥匙去打

开更多其他自然学科的锁，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促使物理学更好地为医学类高校非物理学专业学

生服务，发挥好自然科学的带头作用，以加强通识教育理念，培养数理基础扎实，具有创造意识和实践

应用能力的医学人才，共同推进人才培养的发展。 

4. 结语 

医学类高校非物理专业的《物理学》课程教学的发展过程中依旧遇到了许多的难题，迫切需要结合

发展现状与困境，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不断完善教学方法与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提升教学与学习

质量，以期达到更好的通识与育人的教学效果，为其他专业课服务，打下夯实的物理基础，促使多学科

的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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