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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先进的 HPS教学理念,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针对大学物理课程在获益

面、课程实质和培养宗旨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融合优势,从“经典 HPS六步教学”方法着手,以近代物理部分的

电子自旋假设为例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根据实践经验,阐明了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实践原则,解析了实践成

效,探究了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及应对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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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年,中国教育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提议“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的职责性命题,并筹划了以课堂教学为

载体,深入发掘高校各学科门类专业课程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构成协同

效应的发展道路[1].大学物理是几乎所有理工科专

业,甚至部分文科专业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一方面,

可以利用大学物理课堂内、外活动,充分挖掘、整合

物理知识教学过程中的思政元素;另一方面,大学物

理具有受益面广泛、理论实践相辅相成等优点.大学

物理与思政元素相结合具有得天独厚的隐性教育优

势,对于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

观具有非常重大的教育意义.

HPS (History,PhilosophyandSociologyof

Science,即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教育是

英国教育家M.Monk和J.Osborne基于建构主义

理念提出的教育教学模式[2].物理学史、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都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政元素,值得进

一步深入探索和挖掘.利用 HPS教学模式,以物理

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为背景,将思政元素有

机地融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从“经典 HPS六

步教学”方法着手,以近代物理部分的电子自旋假

设为例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这些探究有益于充

分挖掘大学物理隐形的“课程思政”功能,有益于培

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爱国主义情怀及社会

责任感,为高等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

全面开展和实施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2 HPS教学模式的简介

HPS教学模式的核心内涵是:在课程教学过程

中有效地融合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相关

内容,提升学生的科学涵养.HPS教学模式认为,学

生理当从课程情境中学习.依据学生的心理结构和

认知结构,缔造与学生相关的真实情境,让每一个学

生都能体验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鼓励学生运用物

理知识来处理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并且能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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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构筑知识.M.Monk和J.Osborne经典的

“HPS六步教学法”模式包含创设情境、引出观念、

学习历史、设计实验、呈现科学观念和实践检验、总

结与评价[3].教师需要在大学物理讲解一个问题,他

们可以从这些教学模式开始.
(1)创设情境,演示现象,采取讲解和实验相结

合的教学方法.依据教学内容,教师构造情境引出一

个有待解决处理的问题,通过视频或演示实验的形

式展现问题,向学生映现一些科学史、科学现象,让

学生认真观察、讨论和探索问题.
(2)引出观念.教师引导,学生讨论.教师以学

生为根本,安排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充分鼓动学生的

创设性思维,提升科学探究的信念、求知的欲望.在

此过程中,教师要妥当提示、引导,以避免失去方向、

重点.
(3)学习历史.展示或者介绍科学史的实物,让

学生自己体验科学家的历史背景、科学发现的艰辛,

体验科学家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释,以及科学探索

的难能可贵.
(4)设计实验.依据学生提出的观点或是典型

历史观点,进行分组,让学生自行创设实验验证、探

究.通过分组实验,让学生体验科学家的探索历程,

在此过程中突显深化学生的创设力、想象力,从而引

出科学根本.
(5)呈现科学观念和实践检验.学生通过自主

创设实验来验证推断,对其所选择的探索过程进行

归纳总结.结合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学生完成从错误

观念向正确的科学观念转换.通过学习科学观念,渗

入科学方法和思维,从而让学生感触到科学的美妙,

真正认识科学观念的本质,提高学习的兴致.
(6)总结与评价.通过总结评估,促使学生更清

晰地认识科学的本质,体会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

坚实科学知识,造就学生准确的价值观和情感素养.

3 HPS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3.1 HPS教学模式教学实践过程设计

综览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和趋势,科学的每一

步发展都离不开物理学的贡献.物理学史不仅记载

了历史长河中祖祖辈辈物理学家们为挖掘真理而付

出艰辛努力的精神食粮,还记实了人类应用物理知

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程.将 HPS教学模式应

用在大学物理思政课程教学中主要目的是:让学生

深切领略一代代物理学家的科学探索历程,构筑正

确的物理观念,养成正确的科学物理思想,渐渐造就

批判性思维能力,实现科学育人、思政育人的培养目标.
本文以大学物理中近代物理部分的电子自旋假

设为例,讨论 HPS教学模式与课程思政教学的结

合,HPS教学实践的设计如图1所示.

图1 HPS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教学实践的设计

首先,创设情境,演示现象.采取讲解和实验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利用多媒体、网络,进行斯特恩 盖

拉赫实验(Stern Gerlachexperiment)的演示,提

出问题 ——— 同样的银原子和磁场,为什么它会劈裂

成两束? 然后,引出观点,学生讨论.斯特恩 盖拉赫

实验是个充满了意外的实验,会出现反直觉的现象.
当出现了反直觉现象的时候,教师要进行恰当的指

引,以免学生失去重点、方向.或者教师带领学生针

对产生实验现象所蕴含的物理机制进行讨论、分析,

使学生尽可能提出多种多样的观点.接着,学习历

史,逻辑推理.师生共同学习物理学历史资料,重温

物理学家奥托·斯特恩和瓦尔特·盖拉赫证实原子

在磁场中取向量子化、原子角动量量子化的历程.让

学生体会实验对理论的指导作用以及科学探究的艰

辛.之后,科学观念,培养素养.教师讲解教材中电子

自旋理论,构筑新的知识结构,突出难点和重点.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方式.最后,师生评

价,总结反思.教师带领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归纳

总结,学生完成线上线下作业.与此同时,教师结合
—79—

2022年第9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与课程思政



学生学习过程的反馈进行引导和教学反思,从中找

出学生对本次课堂重难点的掌握情况,提高教学实

践能力.实践证明,应用HPS模式教学,可以充分实

现师生互动,很好地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批判意识、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爱国主

义情怀.

3.2 结合大学物理课程特征选择契合HPS教学的

素材

大学物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基础

学科,具有基础性、广泛性和先导性等特征,在对学

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比其他学科独具优势.教

师在大学物理的授课过程中,选择HPS模式的教学

内容时,要考虑物理学史素材与大学物理课程内容

的匹配程度、学生的认知能力和专业特点.注重思政

元素与科学精神、逻辑思维、物理素养和专业特点的

有机整合.物理学史素材丰富多彩,为达到满意的教

学效果,教师必须把握科学规律,深入思考如何引

入、选择什么样的内容等问题,遵循切实可行的融合

原则.选择的主要原则:有的放矢,针对性原则;深化

概念,合适性原则;不断深化,递进性原则等.物理学

史素材中离不开科学家们的身影和事迹,在大学物

理教学中融入物理学家的故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是

十分有意义的.表1中归纳了适合在大学物理课程

中开展HPS思政教育教学实践的部分素材.
表1 大学物理课程HPS素材及思政元素

内容 物理学史 科学家的故事 思政元素

绪论 物理学的诞生与发展 亚里士多德等 科学精神与社会责任

力学 物理实验事实和逻辑推理 伽利略、牛顿等 科学精神与实事求是

热学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卡诺、瓦特等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电磁学 电磁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库伦、麦克斯韦等 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

光学 光学的起源与本性 托马斯·杨、惠更斯等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近代物理 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 爱因斯坦、德布罗意等 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

4 HPS模式教学的实践效果与存在的困难

4.1 HPS模式教学的实践效果

(1)HPS模式教学促使学生从历史的维度理解

物理概念和原理,提高学习乐趣和成绩

大学物理课程中公式推理繁多、物理概念比较

抽象、很强的逻辑性和理论性,大部分学生在学习过

程都感觉到比较困难,学习积极性比较低,致使学习

成绩不理想.在HPS模式教学实践中教师引入物理

学史可以让学生体会科学发现的历程,从而深化科

学研究过程中涉及的物理概念和原理.在学习力和

惯性参考系概念时,介绍物理学家牛顿的故事;在讲

授角动量守恒定律时,介绍自然界脉冲星形成过程

中的角动量守恒定律现象,以及中国脉冲星导航技

术领域的开拓性研究[4,5];在静电场的教学过程中

时,可通过向学生展示不同时期的物理科学家对电

荷、静电力认识的物理史实和思想观念,例如介绍卡

文迪什、库仑的电扭秤实验得出静电力的大小服从

平方反比规律的实验过程,提出物理知识是经过实

验检验得出的科学本质.让学生深刻体会历史背景

以及物理学家们的思维方法,从不同维度体验学习

的乐趣,有助于学生理解抽象概念和提高学习成绩,

增长知识和才干.
(2)HPS模式教学促使学生培养科学思维习

惯,增强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HPS模式教学通过重现科学研究的历史情境,

让学生情景代入式地观察现象、实验探究和查看历

史资料,进一步分类、比较、归纳总结.激起学生探索

科学的兴致、勇气,培养学生观察、思维、批判的能

力.例如在物理科学史上,伽利略突破历史束缚,敢

于挑战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威望,做了犹如惯性、自由

落体等一系列著名思想实验,从而发现了惯性定律

和落体定律等,为经典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

过程能激起学生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致,有利于培

养他们对科学的崇尚、敬畏及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89—

2022年第9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与课程思政



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科学探究实践能力及

爱国情怀.
(3)HPS模式教学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结合HPS模式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融入中国科学家如高锟、钱学森、王淦昌、“两

弹”元勋邓稼先和钱三强等在物理学发展史中所做

的卓越贡献.例如,在讲授动量守恒定律时,介绍有

“中国航天之父”称号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平事迹

和科研成果.钱学森先生在1950年开始力求回归祖

国,受到美国政府阻挠和迫害,并一度失去自由.为

了回归祖国,钱学森先生卧薪尝胆长达5年,几经周

折,最终于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力争下最终回到了

自己的祖国.钱学森先生的回归显著加速了中国“两

弹一星”研究进程.这些对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

民族自豪感,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

地塑造学生的科学、求真、务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立德育人”的伟大目标有

着非凡的意义.

4.2 开展HPS模式教学存在的困难

(1)大学物理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深入挖掘

思政资源较为局限

大学物理课程中有繁杂公式的推导和抽象定理

的应用,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爱国主义和改

革创新的素材,如何让课程思政贯穿于教学的全过

程,需要任课教师深入挖掘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资

源.然而,如何将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融

合起来是课程思政的一大难题.在实际的教学中,作

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的HPS素材资源较为局限,

如何充分发挥大学物理课程的特点,获取有效的

HPS素材并将其融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是现在需

要解决的又一个难题.大学物理课程所蕴含的思政

元素多是隐性的思政资源,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充分

利用网络、数据库等资源,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律挖

掘和构建更多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素材,为大学物理

课堂进行“立德育人”教育提供参考.
(2)评价HPS模式教学是否有效存在困难

在大学物理中进行 HPS模式思政教育的教学

宗旨是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增强学生的创

新意识、科学探究实践能力及爱国情怀.物理学是一

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

能取得最好的效果.然而,关于HPS教学模式的“课

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实践证明性研究却很

少,大多是理论分析.没有具体的实证论证和数据支

持,评价该教学模式是否有效存在困难.因此,坚持

实事求是,对基于HPS教学模式下“课程思政”融入

大学物理课程进行实践证明性研究,构筑一套合理

有效的、符合“课程思政”教学理念的评价体系,并

进行深入的实证和分析,为其他学科进行思政教育

提供参考与借鉴.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先进的HPS教育理念应用到大学

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当中,以物理学史为基础

创设情境,对科学哲学进行浸润,减少生硬的单方面

灌注理论知识,从概念知识的学习逐步建立正确的

物理观念.大学物理课程中有了 HPS的内容,激发

出其隐形的“课程思政”功能,结合专业特色提出前

瞻性的问题,在课堂教学中鼓舞学生踊跃参与思考,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HPS教学实践对

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科学思维和价值观等核心素

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做出一份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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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nHPSTeaching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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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advancedHPSteachingconcept,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arenaturally

integratedintotheteachingofuniversityphysicscourses.Inviewoftheuniqueadvantagesofbenefit,course

essenceandtrainingpurpose,fromthemethodof"classicHPSsix stepteaching",theelectronicspinhypothesisof

modernphysicspartasanexample.Accordingtothepracticalexperience,thepracticalprinciplesofideologicaland

politicalaffairsintheuniversityphysicscoursesareclarified,thepracticalresultsareanalyzed,andthedifficulties

existinginthepracticeandthesolvingstrategiesare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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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Teaching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HighSchoolPhysicsCurriculum
———TakingtheLawofConservationofEnergyasanExample

ChengJianlan WenLi WangHainan LuoGuang
(CollegeofPhysicsandElectronicEngineering,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cultivatingpeoplebyvirtue",traditional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s

nolongermeettheneedsofeducation,and"classroo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s"arisesatthehistoric

moment.Thispapertakesthelawofconservationofenergyinhighschoolphysicsasanexample,takesthe

necessityofideologicalandpoliticsinhighschoolphysicsclassroomasthestartingpoint,seeksideologicaland

politicalmaterialsfromtheaspectsofphysicshistory,scienceandtechnologydevelopment,scienceandtechnology

application,andputsforwardsuggestionsforteachers'classroomthinkingandpoliticsintheaspectsofmaterial

selection,applicationanddiversificationofclassroom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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