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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的物理实验，如 B 超原理及测量，人耳听阈

曲线的测定等等。这种差异迎合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于实现物理教学目标也有一些帮助。 

2. 国外医学院本科物理教育课时与内容 
现状分析 

我们从网上调研了一下德国一所医学院校的物

理课程设置以及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的物理大纲。 
德国 University of Regensburg 的口腔医学院 
该学院学制为 5 年，物理课分两个学期上，理

论课总课时约为 144 学时，实验课安排为 12 个当中

选 10 个做，每个实验有 2 小时的理论介绍，实验本

身进行 5 小时。实验综合性非常强，如超声、声速

与超声成像，RLC 振荡电路与示波器，许多知识和

实验仪器使用的学习整合在一个实验中。理论课覆

盖的内容为：力学（时间与空间、刚体力学、流体

静力和动力学、流体输运与扩散），热力学（气体分

子运动论、状态方程、热力学基本定律、相变与热

力学势、多组分系统），电磁学（静电学和电场、电

流与磁场、交流电、信号傅立叶分析、电传导原理），

振动和波（声波、几何光学、波动光学、激光），原

子和原子核物理（热辐射、原子分子光谱、X 射线、

放射性）。 

这个口腔医学院的物理课设置具有如下特点：

课时量较大，分两学期上；放弃了一些经典物理内

容，如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

包含了液体输运、扩散与热学中的相变、信号傅里

叶分析、激光、原子分子光谱等比较实用的内容；

实验课时较多，综合性强。教学方法灵活，演示教

学比较多。 
美国医学预科和医学院入学考试物理大纲 
美国的医学教育是西方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

是一种比较成功和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报考医学院

的考生一般要先完成 4 年理工科大学本科的学习，

获得相应的理学或工学学士学位。医学院独立进行

新生录取后学习 4 年医学基础和专业课程。学生在

报考医学院前必须完成指定课程的学习。一般来说，

大学生物系中的物理课基本上反映了医学院对物理

课程的要求，课程内容接近下面提到的医学院入学

考 试 (MCAT) 物 理 大 纲 的 范 围 。 课 时 安 排 以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医学预科为例，其物理课

设置为两学期，每学期 5 学时，其中 1/4 的时间为

实验课时，3/4 的时间为理论课时。 
下面以表格形式对比美国MCAT物理大纲与中

国大学物理的差异 
 

与中国大学物理的差异 
 

知识或概念 章节 

直线运动 −圆周运动的法向和切向加速度（运动学） −刚体力学 

力与运动，重力 −非惯性力  −表面现象 

平衡与动量 −角动量 −分子动理论 

功与能  −热力学 

周期运动与波动 −阻尼振动，相互垂直简谐振动合成 −电磁感应和电磁振荡 

声波 +调，管和弦上的共振  
 

流体与固体 +弹性极限，剪切 
−牛顿流体 

−X 线物理 
−相对论 

静电学与电磁学 −磁介质，电磁场能量，毕奥-萨伐尔定律，与电磁感应和电磁振荡相关的知识 −光的粒子性和量子力学 

电路元件 −基尔霍夫定律，电流密度  

波动光学与几何光学 −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光的双折射，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激光 

原子与原子核 −光电效应，黑体辐射，康普顿效应，辐射剂量与辐射防护  
 

上表中的“−”表示中国的医学院校物理教学

大纲有而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物理大纲无的内容，

“+”表示中国的医学院校物理教学大纲无而美国

医学院入学考试物理大纲有的内容。从表中可以看

出，MCAT 物理大纲中有少量是许多中国大学物理

课程所包含的章节，如分子动理论，电磁感应等。

整体上来说大纲的要求比中国大学物理中相应的

内容明显要浅，这可能跟他们中学物理所学较少 
有关。 

我们还发现，MCAT 物理大纲在很多内容上与

我国高考内容有重叠，这些内容不在比较之列；

MCAT 物理大纲中还有实验理论的内容，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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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医学预科中的物理教育可概括为如下特点：

起点低，课时量大，内容适中，不强调高等数学和

复杂公式的应用。 
3. 对国内外医学院校物理课程设置的现状 

分析及措施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课时安排上西方国家

比较重视基础物理教育。另外，国外医学院校物理

课程内容安排比较保守，比多数中国医药类大学物

理课程所覆盖的内容要少很多。充裕的时间和适度

的内容安排使得他们的教学目标比较容易实现。目

前，国内医学院校医学专业课程较重，因而逐步淡

化了诸如物理、数学、化学等理科课程的学习。结

果，他们在大学期间理科素质基本上没有提高。这

种状况无法满足培养 21 世纪创新人才的需要，也无

法与国际医学发展接轨。因此，必须研究出一种切

实可行的方法来加强医学生理科素质的培养，实现

我们的教学目标，将过去培养的“文科医生”真正

变成“文、理兼备的全科医生”。 
从课时设置上讲，无疑目前大多数医学院校的

物理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是课时太少，另一方面

面临着“与时俱进”的压力。少课时就意味着压缩

内容。目前国内医学院校物理课程的内容压缩有两

种方式：一是删除一些章节，使每一章节课时量保

持较大，教学要求也较高；一是降低所有章节的要

求，但基本上保留了所有章节的核心内容。同时，

在“与时俱进”的压力驱动下，许多版本的教材增

加了物理学与医学联系的实例，许多教师也在自己

的课堂上加入了许多医学物理的内容，这种压力的

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无疑又给课时紧张的物理课程雪上加霜，使得上

物理课成了走马观花，物理课也几乎沦落为一门科

普知识讲座。 
参照国外的医学专业物理课程设置和要求，可

以看出一方面他们的大纲没有面面俱到，如分子动

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对物理在医学中的应用并没有

作为课程的必需内容来安排。 
医学院校理科课程应根据医学特点和培养目

标，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鉴于课时和

内容的矛盾，应考虑改变以往的教学计划和内容安

排，尽可能地增加教学时数。可以考虑将医用物理学

分解为几个部分,组成系列课程。具体地说，就是将 

原来的医用物理学课分为:物理学基础、放射物理

学、激光医学、血液流变学和超声医学。一年级下

学期开设物理学基础课，只讲原来医用物理学的核

心部分，将一些学生难以理解而且在后续课中不会

涉及的内容删去，例如“薛定谔方程”、“麦克斯韦

速度分布律”、“毕奥-萨伐尔定律”、“电磁感应”、

“麦克斯韦方程组”等。对于专业性太强的“医学

应用”部分，也不保留，而且尽可能地淡化复杂微

积分的应用。其余几门课有的可开成必修课,有的也

可开成选修课,并且可以安排在二年级、三年级或四

年级。例如,激光医学这门课是高科技在医学上的应

用,血液流变学是现代医学检验、治疗的基础课之一,
它们本身科技含量高,又涉及较多医学知识,因此应

在高年级开设。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1）真正使

物理学联系了医学 ,使学生真正感到物理学是医学

的基础 ,物理学为医学提供了诊断及治疗的手段。

（2）突出了医用物理学的“医用”特色,从而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3）物理学一直伴随学生到高

年级（如四年级），并且它的一部分可由一般基础课

变为专业基础课,使该课程“升值”。（4）使课程紧

跟现代化的步伐。 
总之，为了达到提高学生科学素质的目的，达

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需要规范医药类院校中的物理

课程，改进教学方法，把重点放在教学目标的实现

上，既要尽可能保持物理学知识的连续性、系统性，

又要保证教学目标的切实可行，还要兼顾学生的兴

趣和思维特点。这样才能实现提高学生科学素质、

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研究能力的目标，使物理教育

真正符合 21 世纪医药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 
(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北京，

10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