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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前沿讲座研讨课程》是为了培养创新人才,在高中阶段采用大学与高中联合培养模式产生的一

门新课程.这里详细介绍了该课程的课程理念和课程设计等内容.该课程首创“讲座 + 研讨”的课程设计和分层教

学的模式,既能满足以单纯增长知识为目的的学生需求,又能对有更高科研追求的学生做到深层次培养;既能全面

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又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创新人才.同时文中也提出了目前对线上教学模式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创新人才  联合培养  学科素养  线上教育

1 前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培养一批拔

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

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

量”.目前创新人才培养已经成为我国大中小各级学

校共同的育人目标之一,打开各级学校间的壁垒,合
理地利用高校资源,建立各级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

与高中之间的联合办学机制是一种可行的思路.《规
划》也明文指出“支持有条件的高中与大学、科研院

所合作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研究和试验,建立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出了很多联合培

养办学模式,如北京市“翱翔计划”、上海市“普通高

中学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项目”、天津“特色高中建

设工程”、陕西省“春笋计划”等[1].这些重大项目为

联合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有力渠道,同时也充分打

开了我们的思路,可以把这种培养机制引入到高中

的实际课程中来,尤其是在课改和中高考改革势如

破竹的今天.
物理学科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物

理课程对于学生思维的培养和创新思维起重要作

用.在高中必修课程的学习之外,开设多样化的选修

课尤其是物理前沿的讲座课程对于拓宽学生视野、

开发学习潜能有着重要意义[2],同时也可以通过课

程将更多的大学资源引入高中.本文将介绍这一课

程的理念、设计和实施过程并对其后续的发展提出

构想,以期对创新人才培养做一些探索.

2 课程理念

课程的开发是以物理前沿科技为主题,以学生

为本教师引导,以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以提升中学

生物理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为宗旨.目的是培养具

有科学思维和科学实践能力的创新人才.
2.1 以物理前沿科技为主题

课程从高校物理系(学院)聘请了数名专家教

授来我校开展讲座,讲座涉及多个科研领域,以介绍

该领域当前的前沿动态和最新成果为主题,向学生

传播科学知识.

2.2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

专家教授进中学开设讲座的形式并不罕见,但
以物理专业为主题的系列前沿讲座不多.物理不同

于艺术类等讲座,其追逐知识的本身是一个严肃和

严谨的过程,而非娱乐休闲的过程,单纯的听讲座不

能够达到学习物理的目的.为此本课程在设计上推

出了“讲座+研讨”的模式,研讨课由教师组织以学

生为主体,开展分组讨论,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

激发学生创造力.
2.3 以提升学生物理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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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讲座授课充分覆盖了物理科研中的大多

数领域,聘请的专家教授多数都是该领域的领军人

物,给学生提供了最权威的科学观念,最严谨的科学

思维和最严肃的科学态度,同时也将大师们的风采

鲜活地展示在学生面前.
在研讨课之前学生们需要自己进行文献阅读和

资料搜索等工作,研讨课是对科学知识灵活运用的

一个环节,同时也是对语言表达的锻炼.这既加固了

讲座知识,又加深了学习层次,既能学到科学知识,

又学到了科学技能和科学方法,培养了科学态度和

科学精神,很好地培养了中学生的科学素养[3].
不仅如此,讲座课程还可以作为丰富中学物理

教师的进修课堂,开拓教师对当今物理前沿的视野,

提高教师的科学修养和物理修为,激励教师不断探

索跟随科技发展的精神.

3 课程介绍

课程分“讲座”和“研讨”两部分,针对物理前沿

开设了7个专题,课程结构请看图1.

图1 物理前沿讲座研讨课程结构

  该课程第一期共开设14次课,每次80min.覆
盖了量子通讯、纳米材料、天体物理、高温超导、生物

物理、磁性漫谈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共7个专题,其
中每个专题都由一次专家讲座和研讨课构成.

讲座聘请清华物理系专家开讲,专家的专业素

质卓越,可以说是物理前沿课堂的一场高端专业系

列盛宴.研讨课由高中物理教师授课,一来他们更了

解学生学情,能采用更适于学生的教法;二来这对高

中教师来讲也是一个学习充电和提高专业素养的过

程.为了提高研讨课的效率,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打造头脑风暴式研讨课堂,必须要对研讨课程进

行精心地设计.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做法是由曾从

事过相关专业研究的教师任教专题研讨课,要求教

师提前备课,准备好研讨提纲和相关资料等.为了更

好地学习专家讲座,我们还要求专家教授推荐一篇

相关文献供学生课下学习,从而形成“参考文献 +
研讨提纲+资料”的教辅资料.为了保证讨论能够

更加有效地开展,还邀请研究生一起参与指导研讨

课.

4 课程设计

课程将“专家讲座+学生研讨”结合在一起,既

能充分利用大学资源,又能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是大

学与高中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的一种形式.本课程有

线下和线上两部分,线下按照“专家讲座 - 查阅资

料-开展研讨-idear-科学实验-择优选拔-后

续深造”的流程进行教学.为了教育公平,我们也同

时开展了线上教学.先介绍线下课程的流程.
4.1 线下教学流程

程序一:邀请专家讲座,前期准备好专家介绍和

讲义通过邮件和海报在校内宣传,不设门槛,不限身

份,师生老幼均可来听,以扩大讲座的受益面,做到

面向全体.
程序二:为保证研讨课程的效果和效率,在第一

次讲座之后需要对选课学生进行一次筛选,选拔出

真正有科研兴趣和研讨能力的同学加入研讨班.研
讨课程开展前需给同学们推荐相关文献等资料,高
中教师要根据讲座编写讨论提纲.学生根据讨论提

纲和资料分组开展讨论.建立合理的评优机制以激

励学生讨论.
程序三:与大学达成实验室建设援助合作,将大

学开发的科研探究类实验仪器引入校园,这些仪器

多数与讲座涉及的领域有关.在研讨过程中出现好

的想法,可以随时设计实验进行科学实践研究,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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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将表现优秀的学生输送

到大学实验室进行后续培养,在后续培养过程中依

然采用联合培养模式,大学的导师专业指导和高中

的导师跟踪做综合指导.
4.2 开辟线上教学

首先,很多学校受制于地域等方面的限制,不一

定能聘请到特别专业的专家教授,本着教育公平的

原则,本课程全程录像,并在联合总校的在线平台播

放,这样就做到了公平教育.
其次,在课程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进行研讨的

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能力普遍较差.讲座和研讨课

程之间间隔一周,很多同学在这段期间不开展任何

自学行为.这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不利于培养学

生终身学习的能力.为提高学生课下学习的自觉性,

开课教师需要开辟线上课程作业提交区和讨论区,

一来监督学生课下的学习,二来提前收集学生自发

提出的问题纳入讨论提纲便于研讨.

5 课程教辅材料

目前市面上没有适合课程的教辅材料,整个课

程所用的资料都是来自教授讲义、推荐的文献和研

讨提纲.
在课程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物理前沿诸多领

域中都可以找到可与高中物理挂靠的知识点,然而

目前我国适合高中生阅读的物理科普类读物甚少,

所以我们借助该课程,依托可贯通大学和高中的知

识点编写一本适合高中生的科普读物,同时也可以

作为今后课程的教材.

6 总结

文中提出了通过大学与高中联合培养模式,开
发《物理前沿讲座研讨课程》的思路.该课程首创

“讲座+研讨”的课程设计和分层教学的模式,既能

做到全面教学,又能对有更高科研追求的学生做到

深层次培养;既能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又能有

针对性地培养创新人才.本文详细介绍了该课程的

课程理念和课程设计等方面,也针对现存的问题提

出了线上教学模式的迫切需求.
课程还可以带动学校的青年教师继续充实自

我,提升专业素养,维持知识鲜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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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ExplorationandConstructon
CurriculumofFrontierPhysicsLecturesandSeminar

LiuNa MiQi LiBiao ZhangYanyi ZhouJing
(ThehighschoolaffiliatedtoRenMinUniversity,Beijing 100080)

Abstract:FrontierPhysicsLecturesandSeminarisanewcourseofhighschoolwiththejointtrainingmode

betweenhighschoolanduniversityorresearchinstitute.Theaimofthiscourseistocultivateinnovativetalents.

Thispaperintroducedthecourseconceptanddesignindetail.Thecourseusethe"lecture+seminar"designfor

thefirsttimeandhierarchicalteachingmode,whichcanmeettheneedsofboththeonesjustwanttoknowmore

andtheoneshavepursuitofhigherscientificresearch.Thiscoursenotonlycanenhancethescientificliteracyofall

thestudentsbutalsoprovideagrowthenvironmentofscientificresearchinnovativetalents.Atthesametime,

thispaperalsoputsforwardtheurgentdemandoftheonlineteachingmodeat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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