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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级物理学（强基计划）本博衔接培养方案

一. 学科简介

浙江大学物理学科起源于 1928 年，王淦昌、束星北、吴健雄、程开甲、李政道等著名

物理学家先后在此工作和学习，创造了中国物理学历史上的辉煌。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现

有 6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物理人始终秉承“求是创新”的校训，坚持立德树人的

理念，致力于做“王淦昌”式的好老师，培养“程开甲”式的卓越学子，开展物理学及其

交叉学科的前沿研究。

二. 培养定位

发挥物理学科的综合优势，突出物理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围绕扎

实基础、全球竞争力、创新思维、勇于担当等核心素养实施本博衔接培养，在物理学、光

学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动力、电子信息、海洋技术与工程

方向，培养一批具有家国情怀、具备坚实物理基础和优秀综合素质、立志献身科学研究、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未来物理学科学家或与物理学关联性强的国家急需专业领域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

三. 学制模式

采用 3+1+X 的学制模式，其中 3为本科阶段，X 为直博或硕博阶段，1 为衔接阶段。

3+1 为完整的本科培养阶段，1+X 为完整的研究生培养阶段。

四. 培养特色

1.本研衔接培养。实施一体化设计、全周期评价的本博衔接培养。本科阶段坚持厚

基础、强专业导向，加强专业基础教育、学术前沿引领和科教深度融合培养，强化学生学

习使命感，夯实逐梦未来的坚实基础。博士阶段依托前沿科学中心等平台基地，结合国家

重大研究项目，在顶尖科学家的全过程指导下，开展沉浸式、实战化的创新能力培养。

2.“1+N”本研转段方向。在本科培养基础上设置“1+N”的博士培养方向，其中

“1”表示学生主要在物理学科方向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N”表示学生可根据专业志趣

并结合实际情况，申请到光学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动力、

电子信息、海洋技术与工程方向进行交叉培养。

3.全员国际化培养。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优势，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顶尖学科的深

度合作，面向国家需求、指向国际前沿，为每一位学生创造与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

顶尖学者进行合作培养或交流的机会，加深学生对全球学术与科技前沿的理解认识，增强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全球格局，引领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家国情怀、全球担当相融并进。

五. 分阶段培养方案

（一）本科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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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扎实的数理基础、较强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知识技

能，具备全球化的意识和视野，为成为卓越的物理学科学家或与物理学关联性强的国家急

需专业领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毕业要求
掌握物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具有较好的英语交流能力和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所需资讯的能力，运用物理知识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素

养和能力，并对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二级学科的现代发

展有深入而广泛了解。

专业核心课程
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数理方法 I、原子物理学、计算物理、电动力学、理论

力学、量子力学 I、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固体物理 I

（二）衔接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通过学科交叉、课程递阶衔接、研究方向连续一贯等举措，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为学生后续博士阶段培养打下良好学科基础、养成较好科研规范。

（三）博士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围绕物理学、光学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动力、电子信

息和海洋技术与工程等国家关键领域方向，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广阔的国际视野，能立志服务于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未来可推动物理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解决相关领域前沿关键问题,成为未

来的物理学科学家或与物理学关联性强的国家急需专业领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重点举措
1.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科研创新任务，探索与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

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等建立联合培养育人机制，鼓励学生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和创新实践平

台，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2.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及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设置探索性或多学科交叉性研

究项目，提供小额科研基金，引导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开展自由探索。

3.依托国家公派留学、浙江大学资助研究生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等，为每一

位学生提供一次 3 个月以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资助。鼓励学生依托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赴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学习，师从顶尖学者，开展深度联合培养。

各领域方向的博士培养方案（以物理学为例）

物理学

培养目标 主要培养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

理、光学、无线电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等领域方向的高层次研究型创新人才和领导者。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16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10 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

“一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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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级物理学（量子科技）（强基计划）

本博衔接培养方案

一. 学科简介

浙江大学物理学科起源于 1928 年，王淦昌、束星北、吴健雄、程开甲、李政道等著名

物理学家先后在此工作和学习，创造了中国物理学历史上的辉煌。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现

有 6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物理人始终秉承“求是创新”的校训，坚持立德树人的

理念，致力于做“王淦昌”式的好老师，培养“程开甲”式的卓越学子，开展物理学及其

交叉学科的前沿研究。

二. 培养定位

专业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发挥物理学科的综合优势，突出物理在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基于浙江大学多学科交叉的强大优势与丰富经验，充分利用浙江大

学产业合作网络的辐射作用，推进物理、信息、光电、材料等优势学科领域的融合会聚，

构建“量子物理+信息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的交叉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懂物理、精

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量子科技创新人才。

三. 学制模式

采用 3+1+X 的学制模式，其中 3为本科阶段，X 为直博或硕博阶段，1 为衔接阶段。

3+1 为完整的本科培养阶段，1+X 为完整的研究生培养阶段。

四. 培养特色

1.本研衔接培养。实施一体化设计、全周期评价的本博衔接培养。本科阶段坚持厚

基础、强专业导向，加强专业基础教育、学术前沿引领和科教深度融合培养，强化学生学

习使命感，夯实逐梦未来的坚实基础。博士阶段依托前沿科学中心等平台基地，结合国家

重大研究项目，在顶尖科学家的全过程指导下，开展沉浸式、实战化的创新能力培养。

2.“1+N”本研转段方向。在本科培养基础上设置“1+N”的博士培养方向，其中

“1”表示学生主要在物理学科方向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N”表示学生可根据专业志趣

并结合实际情况，申请到量子科技相关方向进行交叉培养。

3.全员国际化培养。充分发挥学校办学优势，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顶尖学科的深

度合作，面向国家需求、指向国际前沿，为每一位学生创造与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

顶尖学者进行合作培养或交流的机会，加深学生对全球学术与科技前沿的理解认识，增强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全球格局，引领学生将个人价值与家国情怀、全球担当相融并进。

五. 分阶段培养方案

（一）本科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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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扎实的数理基础、较强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知识技

能，具备全球化的意识和视野，为成为卓越的物理学科学家或与物理学关联性强的国家急

需专业领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毕业要求
掌握物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具有较好的英语交流能力和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所需资讯的能力，运用物理知识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素

养和能力，并对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二级学科的现代发

展有深入而广泛了解。

专业核心课程
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数理方法 I、原子物理学、计算物理、电动力学、理论

力学、量子力学 I、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固体物理 I

（二）衔接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通过学科交叉、课程递阶衔接、研究方向连续一贯等举措，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为学生后续博士阶段培养打下良好学科基础、养成较好科研规范。

（三）博士阶段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
围绕量子科技国家关键领域方向，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较强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广阔的国际视野，能立志服务于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未来可推动物理及相关学科的发展、解决相关领域前沿关键问题,成为未来的

物理学科学家或与物理学关联性强的国家急需专业领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重点举措
1.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科研创新任务，探索与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

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等建立联合培养育人机制，鼓励学生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和创新实践平

台，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2.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区域及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设置探索性或多学科交叉性研

究项目，提供小额科研基金，引导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开展自由探索。

3.依托国家公派留学、浙江大学资助研究生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等，为每一

位学生提供一次 3 个月以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资助。鼓励学生依托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赴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学科学习，师从顶尖学者，开展深度联合培养。

各领域方向的博士培养方案（以物理学为例）

物理学

培养目标 主要培养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

理、光学、无线电物理、原子与分子物理等领域方向的高层次研究型创新人才和领导者。

课程修读 总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不低于 7学分，专业课不低于 16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10 学分）。学生在导师（导师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

“一人一策”的个人学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