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探讨*

刘高福  楚亚萍

(贵州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巫若兰

(贵州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贵州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收稿日期:2021 12 05)

摘 要:教育部2020年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各项课程都应

该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文章分析了课程思政的现状,探究了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区别,课程

思政与传统课程的融合体系,教材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元素,教师在课程思政中的作用等以促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创新型实践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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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提到了各类课程都应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程形成协同育人的效应[1].在2020年3月,教育部印

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到,课

程思政的建设应该建立在专业学科特色的基础

上[2,3].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简单的思

政课程和思政教师的责任,要培养具备正确价值观

和世界观的学生,单靠思政教师的努力是不够的,要

把思政的思想融入各学科中需要各科教师共同的言

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把思政教育融

入日常教学中形成课程思政.这不仅是学生长远发

展的根基,更是国家对专业人才需求的要求.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把学生培养成以德为先

的全面发展的人;把思政元素渗透到每一门学科之

中,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正是一门可以用物理学家的

坚韧和求真等科学精神影响新一代的价值观,还能

够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加强课程思政和学科

物理的结合,共同为国家培养需要的人才.大学生正

是思想形成完整体系的阶段,教师要给予适当的引

导,应该充分发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大

局观和责任感.
大学物理实验是一门基础实践课程,对于培养

学生创新和动手实践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大学

物理实验课程,我们不仅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

培养,还要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刚步入大学的

学生的思想体系并没有完全成熟,需要教师进行正

确的引导,促进学生把专业知识用到专业领域的发

展和国家建设上.把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实验课

程这种专业技能的培养课程中,与其他课程相比有

自己的特色,在实践基础中的效果更加明显.为了更

加有效地做到学科融合,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

思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评价模式.

1 课程思政的发展

1.1 国外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国外对于课程思政的研究很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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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深入,相较而言,也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学的概

念.国外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属于隐性教育,由于各国

文化的不同,这种教学体现在不同的形式之中.为了

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开

设过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信念等为内

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美国的高校不仅通过德育

课程 ——— 人文课、社会课等显性课程对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以隐性的手法对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在日常的课程教育中也会加入思政元

素,为了达到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更多的

隐藏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之中.英国的思想政治教

育同样是以公民教育的形式出现,培养“好”公民,

把宗教、思想、道德等教育融入到各学科教育之中.
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也是把宗教和德育相结

合,使得公民的宗教信仰服务于国家管理.这些国家

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的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都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对于我国思政元素与传统学科进行结

合有着很大的启示,结合我国国情和学科特点做好

融合,形成课程思政意识.

1.2 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整理研究发现,“课程思政”

一词最早由我国提出,从2017年12月这一概念出

现在中央的文件中之后,全国各大高校都开始积极

响应中央号召,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究和改革.相

关文献主要集中在2018年和2019年,由于对“课程

思政”概念的理解不同,大多数研究仍然是把“课程

思政”等价于思政课程,研究停留在单一课程如何

融入“课程思政”思想的探究,对于“课程思政”的思

考仍在深究其概念,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例

作为数据支撑.国内对其概念、可行性和必要性的研

究主要分成了两个派别:一类认为课程思政能够与

除了思想政治课程外的其他课程进行结合,如文献

[4]认为“课程思政”之课程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外围课程;文献[5]认为“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实

施是通过通识课、专业课等课程而展开的相关的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而另一派认为“课程思政”教

学概念适用于所有课程,如文献[6]认为“课程思

政”就是让高校所有课程发挥思政作用,高校所有

教师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文献

[7]认为高校课程改革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对大学生

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思政”,强调“课程承

载思政”与“思政寓于课程”.虽然众多学者从不同

角度不同方面对“课程思政”下了定义,但是还是存

在不少人正是由于对于概念的不清晰,在实践过程

中出现了逻辑混用、层次不清晰的问题.要做到真正

的课程思政的融合应该是把思政元素融合到各学科

的教学中去.

2 大学物理实验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探讨

要实现大学物理实验课与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

有效融合,需要先解决融合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为其

融合提供保障.

2.1 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的区别

课程思政是指发掘各学科中的思政元素,把思

政教育融入到各学科之中,而不是单独另设一门课

程.思政课程是指专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课

程.前期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明晰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概念的区别,导致课程思政的实施流于

形式,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大部分教师仍然认为思

想政治教育是思想课程教师的责任,他们做好本学

科教学任务就好,这种思想有碍于课程思政的落实.
所以,首要的任务是让教师正确理解两种概念,所有

教师都有义务落实对学生“课程思政”的培养.教师

不光通过语言传授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还要靠平

时学习生活中的亲身示范去感染学生,这需要提升

广大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

2.2 课程思政与传统课程的融合体系

当前课程思政与传统课程的融合没有形成完整

的科学的体系,可能导致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没有

可以参考的框架去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课程教学

之后也没有科学的评价标准去衡量课程思政实施的

效果.学校虽然很重视课程思政的教学,但是由于没

有完善的课程思政实施体系,导致在该思想落地的

过程中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也正是由于没有有力的

监管体系和有效评价考核机制,导致在实施过程中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并没有去挖掘课程中的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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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更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把思政元素和大学物

理实验课进行结合[8].

2.3 教材内容缺乏与时俱进

虽然2017年底提出了课程思政,但高校教材多

数使用2017年以前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的比

较少.现在普遍使用的大学物理实验教材很少有思

政元素的融入,更多考虑的是教材本身的逻辑性和

严密性,在介绍科学家的时候多是对国外科学家的

介绍,对于国内科学家的介绍很少,同时对于国内的

相关科技介绍也比较少.教材更多关注的是实验方

法、实验过程、实验器材的介绍.实验课的教学过程

也很少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教师为了追求课堂效率

多数是对实验原理和实验操作的介绍,很少介绍实

验相关的物理科学家探究的具体过程,缺乏精神价

值的传递.

2.4 教师的传统观念影响

教师不仅通过讲授课程为学生进行知识传递,

在教学过程中的言行举止和价值观也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行动,所以教师是对学生进行课

程思政教育的直接影响者.首先应该改变教师教学

的传统观念,思政教学要融入各个学科、融入学生生

活和家庭中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的传递

不仅是靠思政教师、思政课程进行传播,这种精神文

明的教育应该是全民动员.大学物理实验课是一门

为理工科学习必修的基础课程,这门课程不应该只

是传授实验操作技能和方法的课程,教师应该挖掘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道德

观和世界观的传递,应该把个人志向和国家发展紧

紧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宏伟发展.

3 大学物理实验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3.1 改变传统物理实验教学的观念

积极开展教师教育培训工作,改变教师传统物

理实验课程的教学观念.可以通过大学物理教研会

的形式,定期宣传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加强教师

课程思政的意识.第一,定期进行大学物理实验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分享,促进各种新思想、新方法

的交流与碰撞.第二,教师应该与时俱进,结合世界

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实验操作,不断更新大学物理

实验的方法、器材和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实验操作的

社会化.第三,通过严谨的实验操作步骤,培养学生

严谨的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第四,大学物理实验课堂

教学过程中,多让学生参与小组讨论,培养学生的沟

通交流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9].最后,多开展一些大

学物理创新实验,让学生勤思考,以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

3.2 完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体系

一个完整的课程体系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前测———课程导入———教学目标———学生参与度

——— 策略 ——— 后测 ——— 总结 ——— 评价.
在进行本节实验课教学前,可以先了解学生的

基本情况,通过问卷、提问、访谈、测试等形式进行前

测,这能帮助教师提高实验教学的效率,同时可以提

前让学生查找相关物理学家的研究经历和本实验原

理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再进行实验教学时结合生

活实例进行导入,引起学生对本节实验的兴趣.比如

在探究打点计时器测量小车速度和加速度的实验

中,可以用交通测速引入,通过问题的形式导入,让

学生思考交警是怎么判断车辆超速的,引出这节实

验课的主要内容,再根据本节实验课的教学目标,让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围绕实验目的完成实验;物理实

验教学应该摒弃以前以教师讲解和操作为主的形

式,应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得到切实的锻炼,领会

到物理实验的魅力,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为了

确保学生真的有参与到课堂中,可以借鉴IFIAS量

表设计相关问题,通过统计计算出学生的参与度,这

可以促进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参

与度.
实验课程结束之后可以设计相关的物理实验题

对学生进行测试,考查学生是否达到学习目标.为了

有效监督教师进行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教育,最后

应该由学校层面的监管系统对教师的整个教学进行

多个维度的评价 ——— 学生知识的获得、学生思政教

育的吸收以及学生对教师和课堂的评价.教师可以

根据评价反馈结果及时地调整教学方式和方法,确

保学生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对其进行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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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避免形式化.

3.3 更新大学物理实验教材

组织专家编写与时俱进、增加具有思政教育意

义的物理实验教材.使得大学物理实验教材不再只

是对实验原理、实验步骤等单纯的介绍,应该充分发

掘实验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可以通过物理学家探究

实验的过程激励学生探究精神.可以通过创新的物

理科技对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增加学生对创新物

理实验的认同感.在教材编写过程加入物理学家的

研究历程,比如学习牛顿力学实验时,可结合牛顿的

研究历程进行讲解,牛顿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

深入研究总结出来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他的整个

研究过程包含了科学方法、实验探究以及对真理追

求的精神都能够激励学生进行创新实验和科学探

究.同时,可以更多发掘中国物理学家的研究历程和

成果,如钱学森、吴自良、杨振宁等,他们为了祖国建

设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为建设现代化中国出

一份力量,通过对许多物理学家一生中物理学研究

的历史回顾,学生会发现生活中的困难并不能阻止

他们进行物理探究.

3.4 教师在课程思政融入中的作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主要的引导作用,在讲解

万有引力、圆周运动等相关实验的时候,可以融入中

国航天精神教育,通过讲解中国神舟系列等航天事

业的发展,激发学生对物理实验创新发展的内在兴

趣,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课程思政的

元素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家的科学精神,还包括他们

的世界观、法治观、政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所以,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生介绍物理实验相

关的方法论、科学思维,更要承担学生思政教育中的

其他要素的挖掘,还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除了通过指导学生把教材上的实验进行熟练操作之

外,还应该引导学生把本堂实验课的知识运用到实

际生活中去,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在原来的实验基础

上进行创新.比如在进行物理实验材料选择的时候

要引导学生选择更加节能环保的材料,物理实验的

价值取向应该是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的幸福社会而

服务等等.

4 总结

通过明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区别,他们既

有区别又有联系,课程思政是指发掘各学科中的思

政元素,把思政教育融入到各学科之中,而不是单独

另设一门课程.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

元素,实现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培养学生

以德为先的全面发展的人.分析课程思政在大学物

理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中的不足,探究加快大学物

理实验课程思政形成协同教育形式的有效途径并且

提出了合理建议.同时,要实现课程思政的协同效

应,需要各科教师、全社会一起努力,思政教育不仅

在课堂上也在生活中融入.所以要实现所有学科的

课程思政,还需要各学科教师和思政教育的专家一

起商讨得出一个更加具体完善的实施路径,做到从

学校、社会、家庭教育都能够融入思政教育,全方位

提高全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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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TeachingBasedon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fCurriculum

LiuGaofu ChuYaping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Sciences,GuizhouEducation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18)

WuRuolan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Sciences,GuizhouEducation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18;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Sciences,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01)

Abstract:The Guiding OutlineofCurriculum Ideologicaland PoliticalConstructionin Collegesand

UniversitiesissuedbytheMinistryofEducationin2020pointedoutthatallcoursestopromotethecurriculum

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shouldgohandinhandwiththecurriculum

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andformacollaborativeeducationeffect.Thispaperanalyzesthepresent

situationofcurriculum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probesintothedifferences betweencurriculum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heintegrationsystemof

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traditionalcurriculum,theelements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inteachingmaterials,andtheroleofteachersin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etc.,inordertopromotethecultivationofinnovativepracticaltalentswithall-rounddevelopmentofmorality,

intelligence,physique,aestheticsandlabor.

Keywords: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ideologicaland

politicalcourse;discussionontea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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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DesignonMichelsonInterferenceExperiment
Integrat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

ChenJiamin
(DepartmentofBasicScience,WenhuaCollege,Wuhan,Hubei 430074)

XiongYonghong
(DepartmentofBasicScience,WenhuaCollege,Wuhan,Hubei 430074;

SchoolofPhysics,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74)

Abstract:TakingtheMichelsoninterferenceexperimentasanexample,thispaperdeeplyexploresthescientificspirit

andscientificmethodscontainedintheexperiment,formulatesscientificandreasonableteachingobjectivesof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ducationfromthreeaspectsofknowledgeimparting,abilitytrainingandvalueguidance,integrates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toallaspectsofclassroomteachingdesign,anddiscussesthewaysandmethodsof

effectivelycarryingou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experimentcourses.

Keywords:cours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Michelsoninterference

experiment;teach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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