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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其中,做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学习融合贯通,实

现协作育人,对于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高校课程思政教改大背景出发,挖

掘原子物理学课程中的思政素材,从课程目标修订、教学方法创新、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建设和课程过程性考核管理

机制、教学效果评价机制等方面探究课程思政融入措施,做到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学生价值塑造融合贯通.希望

这些探索和实践对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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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的育人理念是2016年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形成的[12].2017年,国务院印

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意见》文件、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

升工程实施纲要》文件,明确教育“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14].2020年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把专业课程作为课程思政建

设的有机载体,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充分发挥各门课程的育人功能[16].原子物理

学是研究原子的结构、性质、应用以及电磁相互作用

规律的,是物理学、应用物理学专业最核心的专业基

础课程之一.原子物理学打开了学生认识微观世界

的大门,它不仅是整个近代物理的基础,也是光谱

学、材料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激光物理等许多技

术和应用学科的基础[79].本文以原子物理学课程

为载体,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课程知识点

与思政元素有机契合,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学生

价值塑造紧密结合,以实现课程目标与立德树人目

标一脉相承,推进专业课程学习与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同向同行.

2 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2.1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原子物理学是关于物质微观结构的一门科学,

它的基本图像、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是建立在科学基

础之上的,它的发展也经历了实践 - 理论 - 再实

践,从不完善到完善,去伪存真的过程.在原子物理

学课程中,对物理图像和物理思想的教学过程,例如

电子的发现、中子的发现、X射线发现,应增加物理

学史的相关内容,解释电子、中子、X射线发现的历

史背景及相关物理学家的探究过程,在学生体验先

辈科学探索经历的过程中,塑造其勇于探究和创新

的科学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养成批判性思

维学习习惯.
2.2 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智慧

原子物理学建立在大量的实验基础上,在实践

与理论相互推动下螺旋式前进.从生产实践或科学

实验到理论,再把理论用于生产实践或实验进行验

证.例如在原子物理学课程中,对原子模型建立的过

程,遵循类似的探究规律:由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

一般、假象实验→理想实验→真实实验递进……、

现象→概念→理论(模型)→实验→应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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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逐步理解如何从分析α粒子散射实验结果推翻

汤姆孙的“西瓜”原子模型,建立卢瑟福的核式结构

模型,到最终建立玻尔的原子理论体系的过程,在此

过程引导学生科学、严谨的思考问题,潜移默化中塑

造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
2.3 培养学生心怀天下的爱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近代物理和3次工业革命都起源于西方,大量

的实验都是国外物理学家杰出的成果,比如α粒子

散射实验、弗兰克 赫兹实验、史特恩 盖拉赫实验、
康普顿效应等实验,我们一方面要分析我国在近代

物理研究中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

国科学家做出的杰出工作,比如:在1925—1926年,
中国物理学家吴有训改进X射线管,测量了7种不

同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对康普顿效应的确定做

出了杰出贡献;在1932—1934年,中国物理学家谢

玉铭开展氢原子光谱的巴尔末系精细结构研究,测
定了精细结构常数;在1946—1947年,中国物理学

家钱三强与何泽慧发现了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

现象等[7].尤其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不乏涌现出许多

优秀的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教学内容中,要将我国

优秀科学家的爱国情怀、感人事迹穿插其中,将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艰苦奋斗、开拓

进取的“兵团精神”和自强不息、甘于奉献的“胡杨

精神”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激励学生将爱国热情自觉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4 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融入中国元素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物质结构 ———“世界是物质

的,物质是可分的”,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它与原子

物理学物质可分高度契合.毛主席从马克思唯物史

观“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观点提出物质(包括原

子、质子、中子、电子)是无限可分的,这在1955年,

毛主席与钱三强谈话中可以体现出来[78].后来毛

主席看见日本物理学家发表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
的文章,提出基本粒子并非最后不可分,对这个观点

极为赞赏.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物质结构 ——— 探索中国

古代物理学的哲学思想对物质结构的认识,既让学

生了解我国古代璀璨的文化,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比如对物质结构的认识,春秋战国墨家学派代

表人物墨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端”是组成物质

的最小成分.对物质可分的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

想家庄周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
子·天下篇》)[89].

3 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融入的措施

3.1 整合和优化教学内容

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按照原子结构

层次、原子物理学发展脉络,由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学

习顺序(简单原子到复杂原子;孤立原子到外场中原

子;原子核外电子到原子核),优化和调整原子物理

学课程内容.将教学内容分为7个模块[绪论、原子

基本结构、量子力学初步、孤立多电子原子中电子的

运动规律和力学规律、外场(磁场、电场、等离子环

境)中原子、原子内壳层电子的规律和性质、原子

核],每个模块中,将增加物理科学史教育,增加诺贝

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工作,增加相关的科技前沿专题,
恰当融入思政元素教育,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
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融入课程

教学中.此外,要注重理论的实际应用和前沿研究,
讲述目前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困境问题,以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和社会担当.表1列举了不同教学模块

中,从科学精神、创新意识、社会担当、爱国情怀、唯
物史观、民族精神等方面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表1 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融入点设计

教学内容 思政融入点 思政元素

绪论

 中国古代物理学的哲学思想 → 物质可分;
 毛泽东哲学原理与原子世界观的契合 → 世界是物质
的,物质是可分的;
 原子论的建立 → 认识、探索、发展,科学发展道路是崎
岖不平的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原子核式
结构模型

 电子的发现 → 细节决定成败;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坚忍不拔的科学精神;
 α粒子散射实验 → 卢瑟福模型的建立;
 卢瑟福:原子物理之父,一生培养了众多的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的学生,淡泊名利

 培养学生静心科研、甘于奉献,
树立正确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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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教学内容 思政融入点 思政元素

量子力学初步

 普朗克的量子论 → 打破世俗观念的束缚,勇于革新,勇
于探索;
 德布罗意提出物质的波粒二象性;德布罗意本科学历
史,后来学理论物理学.德布罗意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用类
比法分析物理问题;
 中科院潘建伟教授 → 量子通信、量子保密和“墨子号”
首颗量子科研卫星

 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精神,勇于
突破,勇于革新;
 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辨析
问题;
 展现中国对现代技术的贡献,感
受大国崛起的力量,增强学生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

放射性
 放射性 → 居里夫人,一位伟大的女性物理学家,坚毅刻
苦,永不放弃;
 赵忠尧 →50mg镭里的拳拳爱国赤子之心

 培养学生的报国之志、爱国之情
和社会担当

原子核

 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历程;
 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钱学森、郭永怀、于敏等人的爱国
情怀;
 EAST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 我国的核
聚变实验装置,世界领先

 弘扬老一辈物理学家爱国奉献
精神,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激励学生将爱国热情自觉融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3.2 修订课程思政教学资料

修订教学大纲、教案、教学课件等,教学大纲明

确课程的性质及其在专业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阐
明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重难

点等[10].在教学大纲修订中,做到课程能力培养目

标与德育目标有机的契合,课程思政的“隐形融入”
和“显性融入”交相呼应[11].针对原子物理学课程思

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制定了表2的课程目标.
表2 原子物理学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 知识、能力、素质

课程目标1
(知识层面)

 较系统和完整地掌握
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

 掌握原子、原子核的结构、性质以及电磁相互作用的规律,初步建
立原子世界的物理图像和物理模型,开启学生认识微观世界的大门,
铺垫好后续学习量子力学、固体物理等近代物理课程的物理基础

课程目标2
(能力层面)

 能够综合运用物理学
科知识,分析解决相关的
物理问题

 掌握研究原子物理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明确如何从实
验结果出发建立相关的物理模型,进而形成物理理论体系.掌握用
量子思想、量子语言来研究微观物质世界.培养学生用量子观点分
析和解决原子物理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3
(素质层面)

 具有较高道德品质和
文化修养、敬业精神和社
会责任感

 了解原子物理学前言知识,穿插物理学史、引导学生乐于探索、培
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分析实验结果建立物理模型,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结合我国科学家做出的杰出工作,培养学生心怀天下的爱
国情怀和社会担当

3.3 拓展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以 OBE理念为核心,突出学生

的主体意识.倡导探究式、互动式、案例式和混合式

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设计中穿插相

关物理学家生平简介、轶闻趣事和科学探究经历,让
学生掌握原子物理学基本概念,总结原子物理图像

中的物理规律,从而培养其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

和逻辑推理法等思维方法.表3展示了部分教学内

容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及教学方法的应用.
此外,原子物理学课程还可以通过第二课堂(学

术讲座、课程小论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和主动思

考,利用启发式、探讨式、质疑式、互动式等教学模

式,吸引学生对原子物理学课程相关知识进行研究,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3.4 丰富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建设

开展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案列建设,在
教学案例中要充分体现课程目标与“立德树人”育

人目标的结合,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知识点,做
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相辅相成,同向而

行.目前对于原子物理学课程,已经完成了原子核式

结构模型教学案例、玻尔氢原子理论教学案例、塞曼

效应教学案例、原子壳层结构教学案例等.这些教学

案例采用“问题探究(教师为主导)+ 课堂讲授(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型,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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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实施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思政设计

卢瑟福核式
结构模型

启发式
情景式
探究式

 电子的发现(小原子大世界,世界是物质的,思政融入)→ (电子的发现,细
节决定成败)原子是可以分割的,构建原子模型 → 汤姆孙的“西瓜模型”(合
理假设大胆探究,思政融入)→α粒子散射实验证实其错误 → (破旧立新,思
政融入)卢瑟福的核式结构模型建立

玻尔氢原子理论

讲授式
启发式
案例式
互动式

 引子:光谱之谜.经典理论解释困难 → 巴耳末公式(思政:巴耳末生平简介
和学术贡献 ——— 激发学生热爱科学,培养学生孜孜不倦的科学探究精神).
 内容:玻尔氢原子假设 → 玻尔(思政:玻尔的生平简介和学术贡献).
 应用:玻尔理论对类氢离子光谱的解释 → 毕克林线系的发现过程,培养学
生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
 验证:弗兰克 赫兹实验 → 弗兰克 赫兹实验的现实意义 ——— 科学的探究
永无止境.
 推广:索末菲理论、相对论修正 → 通过定理的推导分析,培养学生认真的
学习态度、科学严谨的学习习惯,形成善于思考、不断发现问题和积极解决问
题的学习思维.
 升华:对应原理 → 揭示出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相互的有机联系和它们本
质上的和谐统一

原子核反应与
核裂变、核聚变

情景式
探究式
互动式

 原子核反应 → 几个著名的核反应(玻特、查德威克、约里奥居里等这些物
理学家的生平简介 ———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激励学生努力学
习,思政融入)→ 核反应机制(理论分析)及应用 → 核能的和平利用(视频播
放:我国大亚湾核电站的介绍,思政融入)→原子核裂变(介绍我国原子弹、氢
弹的研发历程,弘扬老一辈物理学家爱国奉献精神,思政元素)→原子核聚变
(介绍我国的EAST全超导托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思政元素)

3.5 完善课程过程性考核管理机制模式

改革旧有的考核方式,形成多维度、不同层次的

过程性评价机制,有助于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过程性评价机制突出过程性考核管理,过程

性评价包括过程性考核成绩和课程学习成绩,过程

性考核成绩中包括专题研讨、第二课堂和小论文写

作.期末考试得到课程学习成绩,考查学生对课程基

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掌握.表4展示了我

们对原子物理学课程过程性考核的设计.

表4 过程性考核管理机制模式

评价模块 评价项目 评价过程 课程目标达成

平时成绩
(40%)

课前学习表现
(10%)

预习课件学习
预习资料阅读

课前提问

雨课堂发布预习课件,搭建
的网络教学平台发布预习资
料,记录成绩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3

课堂学习表现
(30%)

随堂练习
分组讨论
课堂提问
弹幕发言

 课堂教学记录课堂练习与
分组讨论成绩       
雨课堂记录弹幕发言成绩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后学习表现
(60%)

课后作业
学习笔记

课后批阅给出成绩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第二课堂成绩
(10%)

读书报告
课程小论文

课后批阅给出成绩 课程目标3

期末成绩
(50%)

期末试卷 学生答卷成绩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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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总之,原子物理学是学习近代物理的基础,它的

建立和发展是众多物理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从

1901年开始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有一半反映了在原

子和粒子物理领域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原子物理学

也蕴涵了丰富的物理文化内涵,前辈物理学家在相

关领域发展的关键时刻的重大突破,闪烁着物理大

师创新精神的光芒.基于原子物理学课程特点,深入

挖掘课程所蕴涵的思政元素,将课程能力培养目标

与德育培养目标有机融合,通过恰当的教学设计和

有效的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融入课堂教学中,学生在认识自然世界规律的同时,

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创新能力也得到合理地培养

与塑造.建立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人才培

养模式,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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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Integrating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lementsintotheTeachingStrategies

ofAtomicPhysicsCourse

YANGNingxuan WANGRui FANTing ZHANGYanwen
(CollegeofScience,ShiheziUniversity,Shihezi,Xinjiang 832003)

Abstract: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saretointegr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elementsintothe

teachingofprofessionalcourses.Whileteachingprofessionalknowledge,teachersintegr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throughoutthe wholeprocessofeducationandteaching,realizethe whole-processandall-round

education,andshapestudents′correctworldoutlook,outlookonlifeandvaluesinasubtleway.Thispaperstarts

fromthebackgroundofcollegecourseideologicaleducationreform,andexplor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materialscontainedintheatomicphysicscourse.Fromthesyllabusrevision,curriculumideologicalteaching

methodinnovation,courseideologicalteachingcaseconstructionandcontainsideologicalelementsofcourseprocess

assessmentmanagement mechanism,teachingeffectevaluation mechanismtoexplorethecourseideological

integrationmeasures,anddoknowledgeimparting,abilitycultivationandvalueshaping.Itishopedthatthese

explorationsand practices willprovide beneficialhelptotheideologicaland politicalteachingofatomic

physicscourses.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reform;atomicphysics;Chineseelement;curriculum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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