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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医用物理学为载体,以深度学习为核心,以达成“课程思政”对课程和学生的要求为目标,探讨了深

度学习与“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在提出课堂教学困境的基础上,讨论了实现深度学习与“课程思政”协同效应的

策略,包括提高参与程度、完善学习过程、建构知识的意义和采用多元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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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1].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同向同

行”和“协同效应”的积极回应提出了“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无疑应该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

及与此相关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等内

容作为重大的教育责任融入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之

中[2].而深度学习就是要通过知识的学习,实现理解

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创新能力等提

高的同时,陶冶情操、涵养美德、形成价值观念.本文

以医用物理学为载体,以深度学习为核心,以达成

“课程思政”对课程和学生的要求为目标,对学生完

成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从而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1 深度学习与“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

1.1 “课程思政”与深度学习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

“课程思政”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和“协同效应”

的一种积极回应[2].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完成对

学生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时,要如春风化雨

般滋养学生心田,将正确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传

导给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充分彰显教书育人

的责任.深度学习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知识置于

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让学生直面问题,在问题驱动

下,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有效地联系起来,综合应用

学科的知识、观念和方法,借助教师恰当有效的引

导,自主合作,应用所学知识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下解

决现实存在的问题[3],并引导学生透过符号去感受

理解符号背后的内容与意义[4],从而达到对学生价

值观的引导、意义的追寻和行为的养成,在这一过程

中,发展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同时,恰恰达到“课程

思政”对课程和学生的要求.
1.2 深度学习为“课程思政”的实施开辟路径

“课程思政”不同于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要以一种更为柔性的方式嵌入课程教学中,要主要

影响学生的情感、价值观、认知模式和行为习惯等,

关键在于与他们心灵的沟通,在于与他们生活经验

和现实境遇的契合.深度学习正是在全面分析知识

和学生的基础上,从发展学生高阶思维的角度对课

程进行设计,创设情境引起学生注意,激活认知结构

中已有的知识、生活经验,引导学生透过知识去感受

和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精神价值、思想、艺术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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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润物无声”的形式将正确的价值追求和理想

信念有效地传导给学生.所以说深度学习为“课程思

政”的实施开辟路径.

2 课堂教学之困境

2.1 学生的参与程度不够 不能有效激发自身的内

源性力量

医用物理学是为医学院校低年级各专业学生开

设的一门基础必修课,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思维

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传导正确的价值追求和

理想信念的重要课程.对于新入学甚至入学半年的

大学生来说,认识不到基础课程对其日后学习、工作

和发展的重要性,普遍认为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性

不大的课程,只要拿到相应的学分即可.学生的漫不

经心,很难完成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和深度对话,

很难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较多停留在表层,学生将不能真正理解知识的完整

内涵与丰富价值,不能实现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

提升.
2.2 课堂教学“过程缺失”导致学习失去活力

物理教学中教师将知识“掰烂嚼碎”了“喂给”

学生,学生只要掌握所谓的“重点”能应付考试,拿
下相应的学分即可.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教学过程就

是教师与学生的授受过程,学生被动接受信息,很少

给学生自主发现知识的机会,让其失去自主发现知

识的过程.问题是物理教学的核心动力,而人的思维

又源于问题,成于问题,物理教学的过程应当是一个

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缺少了这个过程,

学生的学习必然是机械死板而失去生命的活力,必
然使其丧失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2.3 课堂教学“意义不足”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生

命意义

由于医用物理学课程学时一般较少,“有用之

教”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角”,“考试考不考,是不

是考试内容”就成了“有用”内容的标准,学生掌握

相应解题技巧成了学生学习的“重点”,是以“考过”

为目的.知识是由符号表征、逻辑形式和意义3个不

可分割的部分组成[5].课堂教学中的“有用”即为知

识的符号表征,也就是知识的外部表现形式.逻辑形

式在物理课程中体现为应用归纳、演绎、分析、综合

等逻辑思维方法完成知识的学习.知识的意义是促

进学生生命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物理学知识

符号表征背后蕴含的学科思想、学科方法、情感态

度、价值立场等.而“有用之教”的盛行,学生只需要

将教师传递的知识填入大脑,考试的时候取出即可.
课堂教学知识传授的残缺性,必然导致学生学习的

不完整性.知识不经学生的体验和建构,始终不能进

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触及学生的灵魂深处,更无法提

升学生的生命意义[6].

3 深度学习与课程思政协同效应实现的策略

3.1 提高参与程度 激发内源性学习力

作为课堂教学主体的学生只有真正参与到整个

教学过程,才能突破学习的表面化和浅层化,才能在

学习新知识时主动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结,才能

激活学生内源性学习力.通过分析学生已有知识和

已有经验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激发其内源性

学习力.
首先,分析新知识与整个学科知识间的关系、与

前后和左右知识间的关系.已有知识是学习新知识

最重要的基础.其次,分析新知识与学生已有经验间

的关联.经验为知识的建构提供情境,有助于学生更

好理解新知识,并在思维加工后将经验转化为知识.
根据对学生的分析,将其与新知识一起置于有意义

的物理情境中,让学生直面问题,触发学生的好奇

心,激发学生持续学习的愿望,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

和经验有效地联系起来,综合应用物理学科的知识、

观念和方法,借助教师恰当有效的引导,学生运用高

阶思维深入思考,实现批判性理解,澄清思想、理解

意义.如讲到几何光学的眼睛这一特殊光学系统成

像时,通过让学生联系已有成像知识如平面镜成像

和透镜成像,生活经验如眼睛可看到远近不同的物

体及可对近视、远视、散光进行矫正,激发学生的兴

趣,促使其积极主动、全神贯注地参与学习过程,运
用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评价等方式进行信息加工

和意义建构,形成自己的理解、体验、思想、观念等.
3.2 完善学习过程 提升学习活力

物理学的发展是一个传承与突破交互作用的辩

证过程,任何物理概念、原理、定理的出现都有其特

定的历史背景、前因后果,都有物理学家面对的问

题、解决的思路和解决的过程.将物理学家面对的问

题融于某一情境,在教师恰当的引导下,自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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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

精神.如讲解X射线的特性时,将其置于历史上X射

线的发现过程这一情境中,引导学生提出关键性问

题“为什么有多位科学家“看到”了X射线,却只有

德国物理学家伦琴是X射线的发现者”,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引出了X射线的特性,并深刻感受到物理

学家伦琴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不拘泥

于偏见和不囿于传统的科学精神[7].

3.3 建构知识的意义 提升生命意义

针对过去物理教学“功利有余,意义不足”的弊

端,基于深度学习理论,以实现“课程思政”对学生

的要求为目的帮助学生建构知识,获得“意义”.
首先,要打破教师对知识理解的狭隘性.知识不

应是事实性符号的堆积,教学不应是知识从教师端

的“堆积”移向学生端的过程,而学生所需要的个

性、情感和价值观等被排除在外.
其次,要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不应只停留在机械的记忆和背诵等方式,而是

通过融入自身的情感体验、思想碰撞等实现知识的

建构,融入生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知识的符号表征为基础,通过运用逻辑形式的

归纳、演绎、分析、判断等方式实现知识的加工与内

化,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感受、观点、态度等,获得

知识的意义.物理学中任何物理概念、原理、定理的

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透过符号去感受物理

学家的科学精神、崇高品德,使学习走向深入,触及

学生的灵魂深处,帮助学生获得情感的洗涤和思想

的升华.

3.4 以多元评价促反思

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其学习结果是否真正实

现了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养成、思想和精神的攀升,

可以以此来衡量教学效果的好坏.单一的终结性评

价只能判定学生学习知识符号的结果,课堂教学中

应引入多元评价方式,用评价监控教与学,改进教与

学,真正实现学生在知识符号学习的基础上,实现逻

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和心灵的成长.采用形成性评价、

表现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
形成性评价将通过平时测验、提问、自我评价、同伴

评价等方式获得学生学习的优势和不足;表现性评

价将通过对物理知识问题情境的分析和解决情况,

来考查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8].根据两种评

价方式获得的学生的优势和不足,将此告知学生,学

生据此反思、调控学习过程和问题解决过程,有助于

加深对物理学本质的深层次理解,推动学生思维由

低阶走向高阶,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力,最终促进思维

品质的发展[9].

4 结论

在医用物理学教学过程中,基于深度学习理论,

将“课程思政”与深度学习有机地连接起来,两者相

互融合、相互促进,而且深度学习为“课程思政”的

实施开辟了路径.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分析学生已有

知识和经验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激发其内源性学

习力;通过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自主发现知识,提高

其学习的活力;知识只有经过学生的体验和建构,才

能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触及学生的灵魂深处,提升

学生的生命意义;通过多元评价方式,实现学生的反

思及调控学习过程和问题解决过程,推动学生思维

由低阶走向高阶,促进思维品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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