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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充分理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学习并弘扬科学家精神.通过呈现

我国物理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以期将科学家精神融入实际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协同育人的

科学家精神,从而落实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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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的意见》,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从新

中国的成立到新时代的中国,党始终注重国家科技

的发展,培育和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通过在物理教学

中引导学生聆听科学家的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感
受科技新变化,使学生从科学家精神中汲取红色基

因.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并弘扬科学家精

神,共庆建党百年.

1 科学家精神的内涵

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科

学家所做出的贡献,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家精神

内涵.在《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即胸怀祖

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

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

神;甘为人先、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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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专业为例,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在课程中引入“生
活中的新材料”“身边的材料学家”以及“中国历史

上的材料”等.例如,通过介绍材料学家卢柯的故

事,告诉学生要敢想别人之不想,做别人之不做,“没
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学习磁性材料时,可以介

绍作为绿色环保新能源的永磁材料的研究和家乡山

西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产业现状.通过活的、实用的例

子,开阔学生的视野,建立大学物理课程与专业课的

桥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究兴趣.

3 总结

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强调“物理学思想和方法”,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结
合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方式引入“生活中的物理现

象”“物理学史”“物理学家的故事”,与物理相关的前

沿科技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爱国主

义情怀;针对不同的工科专业,侧重介绍与该专业相

关的科技进展和身边物理学家的励志故事,建立大

学物理课程与专业课的桥梁,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

和学习动力.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在课程中“恰到好处”地引入思政元素,而
不引起学生的反感;(2)在有限的课时中,如何平衡

思政教育与教学内容,做到不顾此失彼.对于第二个

问题我们采用了线上、线下的方式,把其中的一部分

视频放在线上进行.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的

方式灵活多样,如何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还存在

很多问题,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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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物理科学家呈现的科学家精神

在我国物理研究领域内,涌现出许许多多伟大

的物理科学家.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

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精神是科技工

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2]

将这种科学家精神的宝贵财富渗透到物理教学中,

培养新时代的新青年.

2.1 忠于祖国 赤子之心 ——— 南仁东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爱国是科学家精神的核心,是树立正

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在我国科技领域中,从老

一辈科学家到新一代杰出科学家,他们都彰显出爱

国的本色.
南仁东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曾在求学期

间立下为中华民族在天文领域崛起而读书的壮志.

1993年,全球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主

要讨论了未来射电望远镜的发展前景.他满怀赤子

之心,迫切地也想在中国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

望远镜.在面对大家对他的不解与疑惑之时,他敢为

人先地提出要建一个“500米口径球面望远镜”,倾

其二十三载余生,实现了这一伟大的科技梦想.

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

授的南仁东,所享受的薪资是国内的300倍,全球最

先进的科研条件和高得离谱的薪资这双重诱惑,也

没能抵挡南仁东的归国心.他说:“我的祖国需要有

知识.”[3]他时刻心系祖国天文事业的发展,即使身

处异国,仍心中装满国,面对当时中国没有先进的天

文设备、望远镜的使用受到限制、所观测的天文数据

落后的背景,他牵挂于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国家和

人民的地位,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决然

地踏上了回国的路,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热情

奉献给祖国的天文科学事业.从壮年到暮年,一心扑

在祖国天文事业,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项目.

2.2 乐于奉献 潜心研究 ——— 邓稼先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是中国

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潜心研究原子弹试验,一生甘

于奉献祖国的科学事业,他就是“两弹元勋”邓稼

先.为了祖国的核武器事业,他隐姓埋名28年,用无

私奉献的科学家精神谱写传奇人生.

1958年10月,邓稼先被派去研究原子弹,面对

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背景下,他开启了研究原

子弹的艰难之旅.他带领核武器研究团队不辞劳苦、

默默奉献,正确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

压下的物质性质3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并用特性

线法计算得出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所需要达到的气压

值,该结论对研制原子弹具有重要的意义[4].在研制

原子弹的过程中,他在生活上风餐露宿,在戈壁滩度

过数十年的单身汉生活;工作中不顾个人安危和核

辐射的伤害,在核试验期间毅然决然地亲临一线;在

一次航弹试验时,为了避免造成严重的后果,当原子

弹坠落在地上时,他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全抱起坠落

的原子弹仔细研究其原因.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仍坚持带病进行科研工作,与于敏共同完成一份

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在邓稼先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在科技领域内有着邓稼

先这样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我国才得以成功研制出

原子弹.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

甘于奉献、潜心研究的时代楷模.

2.3 脚踏实地 追求真理 ——— 孙家栋

科学研究需要脚踏实地、追求真理.孙家栋是我

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被称为“航天事业的铸魂人”.
周总理曾说:“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应该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这使得

孙家栋备受鼓舞.求真务实是科学研究所必备的品

质.在发射遥感卫星时,离火箭点火几十秒之际出现

卫星未按预定的程序转入自供电的现象,他即刻命

令“停止发射”.十年前发射遥感卫星时,他不顾一切

下令“停止发射”;十年后发射“东方红二号”时,出

现卫星上的电池温度超过上限值的状况,他再次果

断发出打破常规的命令 ———“停止发射”[5].在正确

的科学事实面前,孙家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

对自己的言行承担一切后果.

2.4 精于实验 善于创新 ——— 王淦昌

创新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利用现有的知识和

物质创造出新的产品.我国在科技领域内的创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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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的发射、“探月工程”的升空,再到“量子

通信”的研究,这些科技创新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科

学家们在创新道路上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精神.
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一生都在追求创

新,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终身不倦的创新精神、理

实兼长的创新能力、灵活求实的创新战略.与众不同

的是王淦昌先生是一位持续创新能力之久的科学

家,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用云室重复波特的粒子

轰击铍核实验.除此之外,他还能提出创新的策略方

法,受限于当时实验室的环境,他因地制宜地提出将

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转为理论探索.这一高明的科

技创新战略,所创造出的科技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

产生重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王淦昌在中科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带领团队开展宇宙线的研究,设计

磁云室,成功建立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实验室[6,7].

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激光核聚变”的思想,领导

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与试验.20世纪80年代,他

所带领的团队进行大量实验,发现西格玛负超子,在

当时的科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均呈现出王

淦昌先生终身不倦的创新精神.
王淦昌先生终身致力于科技创新,这是一种献

身于科学的境界,是科学至上的价值观与自身创造

力相结合的产物.王淦昌先生对于科技的创新必将

镌刻在人类科学史的丰碑上.

2.5 团结协作 集智攻关 ——— 王希季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团队合作

是协作精神的集中体现.在我国载人航天领域内离

不开集体的力量,更离不开集体之间的团结协作.王

希季是中国卫星总设计师,在集体中弘扬大协作精

神,使中国的空间科学从探测阶段迈向了试验阶段

的新台阶.
王希季是我国空间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从“火箭

技术”到“空间技术”再到“卫星返回和天空试验”,

他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集智攻关,将中国探空火

箭技术与导弹技术创造性地结合,并提出“空间资

源”“空间疆域”等概念,还设计研发了中国第一个

运载火箭 ——— 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为我国航天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长征一号的成功

研制,他将其归功于团队中的每个人,因为在团队中

每个人各司其责,各尽所能,无论是运载火箭、卫星

中的控制系统还是控制用的发动机或者主发动机、

助推发动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贡献[8].但是,科

学研究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面对研究难题时,团队

中的成员相互鼓励,拥有着忘我的工作热情,共同攻

克难关,无不体现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因此,协作精

神在科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2.6 传承学识 砥砺后人 ——— 钱学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学是一项薪火相传、

不断超越的事业.我国的科学家不仅在自己平凡的

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更甘愿做“铺路石”,为我

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培育人才,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

供广阔的舞台.
钱学森是我国早期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为了迅

速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他亲自培养并指导学生,培

养出像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褚桂柏等一大批精

英人才.对于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工作,他亲自指

导.与此同时,他还讲授“星际航行概论”“空间飞

行”“宇宙飞行”等课程,开办力学研究班.除此之

外,钱学森亲自编写讲义和教材,要求学生参与书籍

增订版的修订工作,鼓励学生早日成才,报效国家.
正是由于有着钱学森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发扬甘为

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我国的科技事业才得以

薪火相传、人才辈出.

3 科学家精神融入物理教学的启示

学习与弘扬科学家精神属于物理学史内容的一

部分,物理学史在育人、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方面

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

标准(2017版2020年修订)[9]中,对于学生了解物理

学家的贡献也做了明确的要求.
以南仁东、邓稼先、孙家栋、王淦昌、王希季以及

钱学森作为建设中国科学领域的典型代表,在这些

伟大物理科学家的身上呈现出丰富的科学家精神.
在实际的物理教学过程中,将爱国奉献、求实创新、

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渗透在其中,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3.1 渗透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

以爱国主义为灵魂的南仁东、以奉献精神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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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邓稼先,他们胸怀报国之志,默默奉献,创造出

令人震惊的“中国天眼”和原子弹.因此,在物理教

学中不仅仅要教会学生物理知识,更要充分发挥其

育人功能,渗透知识背后深层的教育价值.
例如在学习“磁场”这一章内容时,教师可以向

学生展示我国古代磁学研究的成就.我国宋代科学

家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地磁偏角

的新发现,比西方哥伦布第一次发现地磁偏角早了

约400年[10].通过展示我国古代磁学研究的成就,

既能提高学生学习本章内容的学习兴趣,又能激发

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自豪感,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

主义家国情怀.

3.2 培养求实创新的科研态度

求实创新是科学研究所必备的品质,从孙家栋

对卫星发射的实事求是到王淦昌对科技领域的不断

创新,彰显出求实创新的科研态度.
在物理教学中,首先要培养学生求真务实、追求

真理的科研态度.例如对于物理实验数据、误差的处

理,要正确分析、处理原始数据,不能盲目修改实验

数据;对于物理定律和定理的应用,要注意前提条

件,如应用万有引力定律时,只适用于两个质点或者

两个均匀球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要培养学生自

主探究与创新的能力,在传统物理实验的基础上,引

导学生设计并改进实验方案,创新的思路来源于问

题导向和证据意识.如测电源电动势和内阻的实验,

将传统实验与DIS实验进行整合,利用电流、电压传

感器分别代替电流表、电压表,从而改进传统实验带

来的实验误差.
教师在培养学生求真求实、勇于创新的过程不

是一蹴而就的,不仅要在思想上有意识,更要在课堂

上有渗透,使其求实创新的科研态度能够真正地落

地.

3.3 传承协同育人的科学精神

我国航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集体与团队

的协作,将这种精神渗透到物理教学中.例如在物理

分组实验教学中,引导学生在实验分组内思考分析、

交流实践,感受协同合作的精神在团队中的重要作

用.
在“密度”一节内容中,采用科学合理的分组实

验方式,首先引导不同分组间探究“物体质量、体积

与密度的关系”“相同质量的不同物体,体积是否相

同”“相同体积的不同物体,质量是否相同”等问题;

其次,组织不同分组间对实验结论和方法进行讨论

与交流.通过分组实验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等物理核心素养,更要增强学生间的

交流与互动,传承协同合作的精神.

4 结束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学习并弘

扬科学家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能够

引导社会向上的社会风气,而且能有效促进科学技

术的发展,营造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氛围.同时将科

学家精神的培育与弘扬渗透在物理的实践教学中,

彰显课程育人的价值.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爱国奉献、求实创

新、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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