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导体科技史融入半导体物理学课程思政探析*

丁守军

(安徽工业大学数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收稿日期:2022 07 09)

摘 要:半导体物理学是半导体物理、微电子、集成电路等相关专业最为重要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也是半导

体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课程.本文结合当下国家对高校课程思政的新要求,发挥半导体科技史与科学家精神

易与学生产生共鸣的特点,创新性地提出将半导体科技史与科学家精神融入半导体物理学课程思政,通过“上好半

导体物理课,讲好半导体物理故事,传递半导体科学家精神”,实现“润思政于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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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16年12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召开以来,“课程思政”建设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

视.习总书记在2018年9月10日的全国教育大会、

2019年3月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以及

2021年4月9日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先后多次强调

“课程思政”的重要性.高校作为立德树人、培养人

才的主阵地,更是肩负着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大使命.深刻思考高等教

育中传道授业的内涵,切实明白学生思想觉悟和政

治意识提升的必要,确保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的正确树立,是习总书记提出“怎样培养人才、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为谁培养人才”的内涵所示,

更是我们广大从事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长期以来,高校专业课教学大多采取“以教师为

中心和以教学为中心”的模式,始终以培养学生的

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为教学目标,致使专业课教学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分化非常严重[1].如何有效

利用专业课知识的丰富性、应用性及易与学生形成

共鸣等特点,实现“立德树人”与“教书育人”的有机

结合,达到“润思政于无声”的目的,一直是专业课

教学创新研究的重点[2].
半导体物理学是半导体物理、微电子、集成电路

等相关专业最为重要的必修专业课程之一[3].半导

体行业是关乎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核心领域,但我国

目前在该领域的发展较为薄弱.自2014年起仅在半

导体芯片一个领域的进口额便超过2000亿美元.
因而,我国半导体领域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更是迫在眉睫.本文利用半导体科技史与科学家精

神易与学生产生共鸣的特点,探索将半导体科技史

与科学家精神融入半导体物理学课程思政,通过“上

好半导体物理课,讲好半导体物理故事”,实现“润思

政于无声”.

2 半导体科技史融入课程思政

2.1 世界半导体科技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

自1947年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

验室诞生以来,半导体行业的“科技竞争”日新月

异,从未停止.在这70多年的半导体科技发展史中,

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可谓是跌宕起伏,出现过多个重

要的节点[4],如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与疯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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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狙杀

(20世纪80~90年代)、光刻机光源路线的选择与

ASML的崛起(20世纪90年代末 ~21世纪初)、极

紫外光刻机(EUV)的诞生与称霸全球(2010年前

后)等,这些重要节点对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与

人才培养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将这些科技史

上的重要节点融入到半导体物理学课程教学中,易

与学生形成共鸣,是实现“润思政于无声”的有效

途径.
在本课程绪言章节“为什么一定要学好半导体

物理学以及怎样才能学好半导体物理学”的教学过

程中,融入半导体科技史,要求学生“以史为鉴”吸

取半导体科技发展史中的教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的同时,使学生了解半导体领域的全球格局变化规

律与趋势,深刻认识半导体产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

要性,知晓半导体领域科技竞争的残酷和西方国家

的道貌岸然与险恶用心,领悟产学研的精诚合作与

政府的统一领导对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明白卡脖子颠覆性技术的诞生离不开对顶尖工艺的

极限探索、离不开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强大的研发团

队、更离不开矢志不渝的恒心,从而勉励学生们认真

学好本门课程,半导体科技史具体的融入路径参考

如图1所示.

图1 半导体科技史融入课程思政探析

2.2 我国半导体科技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

中国半导体的落后并非从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半

导体行业的发展进程.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

自主持规划了4个急需发展的领域 ——— 半导体、计

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并在集体的力量攻关下,相

关领域的科研成果遍地开花.1959年,世界上第一

块集成电路诞生,此时中国的第一支晶体管成功研

发.随后不久,1960年后我国第一块集成电路也被

成功研制,后由于种种原因使我国未能赶上世界半

导体的发展大潮,使得半导体领域的差距被逐渐拉

大,成为了“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爆发的导火

索[5].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带领下,我国的半导体行业出现了快速崛

起,以上海微电子生产的国产光刻机正在疯狂追赶,

一批批“微电子学院”“集成电路学院”、科研机构和

产业联盟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为我国半导体产业

带来了希望.通过介绍我国半导体的发展与奋力追

赶,让学生明白,我国半导体产业未来的发展和领先

还需要一批批优秀的半导体科技人才的“学术报

国”,从而鼓励学生们学好半导体物理学.

2.3 半导体科技资讯融入课程思政

半导体作为20世纪新四大发明之一,具有极其

广泛和重要的应用,因而一直是以美日为首的西方

国家拿来炒作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恶劣手段之一.近

年来,美国政府不断加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其

中以半导体科技企业居多;另外,在半导体行业,还

不断限制全球重要半导体类科技企业与中国的合作

和供货,相关科技新闻资讯较多.利用半导体科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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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的时效性和广泛关注性特征,融入到半导体物理

学课程教学中,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们关注国家时事,

激发学习斗志和爱国情怀.例如:美国禁止荷兰光刻

机企业巨头ASML向中国出口极紫外光刻机;2022
年8月13日宣布对中国断供集成电路设计所必须

的EDA软件(芯片设计软件)以及金刚石和氧化镓

为代表的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2022年8月2日美

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会见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推进所谓

的《芯片法案》,严重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

3 半导体科学家精神融入课程思政

在半导体领域,有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意志坚

定,品格高尚,甘于奉献、学风纯正,为推动半导体科

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力弘扬以他们为代

表的老一辈半导体科学家们为科学事业矢志不渝的

精神,有助于激发新时代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和养成

良好品格,是“润思政于无声”的很好融入点[6].
本文分别从半导体理论物理(黄昆)、半导体材

料科学(林英兰)以及半导体器件(施敏)3个方面选

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我国著名半导体物理学家,通过

在半导体理论(如半导体晶格、能带理论、半导体中

的电子状态、半导体的光学性质等章节)、半导体材

料(如典型半导体材料与结构章节)和半导体器件

(如PN结、金属 半导体接触、半导体表面等章节)

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他们的典型事迹、重要贡

献以及爱国情怀,实现基于半导体科学家精神的课

程思政,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同时引入本课程在教学中使用的重要参考教材《固

体物理学》(黄昆编著)和PhysicsofSemiconductor

Devices(施敏编著),具体融入路径参考如图2所示.

图2 半导体科学家精神融入课程思政探析

4 总结

利用半导体科技史易与学生产生共鸣的特点,

结合我国半导体领域老一辈科学家“筚路蓝缕,以启

山林”的开拓故事,将半导体科技史与我国老一辈

半导体科学家的奋斗精神巧妙融入半导体物理学课

程思政中,实现“润思政于无声”,从而达到思想政治

教育与专业知识体系教育有机统一和高度融入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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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IntegratingtheHistoryof
SemiconductorTechnologyintotheIdeologic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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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Shoujun
(SchoolofScienceandEngineeringofMathematicsandPhysics,AnhuiUniversityofTechnology,Maanshan,Anhui 243002)

Abstract:“Semiconductorphysics”isoneofthe mostimportantcompulsorycoursesforsemiconductor

physics,microelectronics,integratedcircuitsandotherrelated majors,aswellasanimportantbasiccoursefor

semiconductorscienceandtechnologypersonneltraining.Combiningwiththenewrequirementsofthecurrent

nationalcurriculum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affair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thispapergivesfullplaytothe

advantagethatthehistoryandspiritofscientistsofsemiconductorscienceandtechnologyiseasytoresonatewith

students,andinnovativelyproposestointegratethehistoryandspiritofscientistsofsemiconductorscienceand

technologyintothecurriculum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affairsofsemiconductorphysics.By“takesemiconductor

physicsclass,tellsemiconductorphysicsstories,conveythespiritofsemiconductorscientists”,torealize“enriching

ideologicalandpoliticalaffairs”in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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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复数的图示

冲量的方向斜向上且与x 轴的正方向夹角为

45°.此结果同样与使用动量定理求解的结果一致.

其实在简谐振动、振荡电路等很多问题中,都可使用

复数的实部和虚部分别表示两个方向的分量,来突

破难点.

3 结束语

微元累加的方法求冲量,是把力对时间的累加

转化为速度对时间的累加,将无法直接求解的变力

冲量问题转化为恒定值的正交合成,非常巧妙.利用

复数的知识求力的冲量,是分别用复数的实部和虚

部表示洛伦兹力的水平分量和竖直分量,直接将洛

伦兹力写成时间t的函数进行运算,省去了分解的

麻烦,更为便捷.这两种思路都是直接从冲量的定义

式出发来计算洛伦兹力冲量的.
微积分及复数的初步知识现在已经是高考数学

中的必考内容,熟练地掌握数学工具,能有效地帮助

学生理解问题的本质,开拓学生的思路,训练学生的

科学思维,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在日常教学

中,将学生所学的数学知识与物理知识有机结合起

来,是广大物理教育工作者可以继续深耕细作的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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