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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的时代背景下,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已经成为了教学的重要方面.结合物理学科的特点,介绍

了通过讲述物理学家故事,探讨科学伦理和医学伦理,穿插“积极心理学”内容以及通过物理文化建设来开展课程

思政教育的一些具体做法与尝试,以期获得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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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实验是高等学校普遍开

设的两门公共基础课程,是理工医等专业的必修课,

选课学生人数众多.在物理课程的教学中,除了传授

专业知识外,在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也是教学的重

要方面,近年来,对如何在物理课程中融入思政元

素,很多学校的教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索与尝

试[17].笔者认为,如何在物理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

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对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正确

的价值观、积极健康的心理等有益的方法和手段都

是课程思政的范畴.至于课程思政的形式也可以多

种多样,可以将课程思政元素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

也可以在教室走廊等学习场所建设文化阵地,发挥

环境育人的功能.本文结合物理学科特点及笔者的

教学实践,介绍了开展思政教育的一些探索与尝试.

1 讲好物理学家故事 感悟大师风范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物

理学大师,每个大师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可以作为思政教学的素材,在教学中,

适当地讲述物理学家的故事,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感

悟物理学大师的风范,另一方面大师们的崇高品德

对学生是一种无形的激励.在这些杰出的物理学大

师中,有的展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的不惧权

威,敢于打破常规,开创了物理学的新天地;有的治

学严谨,堪为万世楷模;有的“上阵父子兵”,父子都

是物理学界的大师,堪称科学界的传奇 …… 通过讲

述物理学家的故事,展现他们的伟大精神,既是课程

教学的一部分,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形式.
1.1 通过物理学家故事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在物

理学家中,有很多人都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他们的

故事,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素材,这些典型的

人物有居里夫人、玻尔、钱学森等等.居里夫人的祖

国是波兰,尽管她很早就离开祖国去巴黎求学和工

作,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当她在科学上取

得巨大成就时 ——— 发现一种比铀强400倍的放射

性元素,她提议用她的祖国波兰的名字构造新元素

的名称———钋(Polonium).尼尔斯·玻尔是丹麦著

名的物理学家,作为量子力学的开山鼻祖,年轻时就

以《伟大的三部曲》一举成名,很多世界著名的大学

都高薪邀请他去工作,但他一一谢绝,毅然地回到自

己的祖国,为丹麦创建了著名的哥本哈根研究所,使
之成为了世界物理学研究的中心,其拳拳爱国之心,

令人钦佩.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冲破美国的层层阻

挠,毅然地回到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为祖国的建设奉

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其爱国情怀,天地日月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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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科学家们报效祖国

的故事,就是开展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
1.2 通过物理学家故事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思维,既是课程本

身的教学目标,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述

杰出物理学家们在治学育人上的故事,既可以激发

学生的兴趣,也可以对学生进行科学素养的熏陶.在
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上,涌现出了众多“德艺双馨”的

物理学巨匠,卢瑟福、伦琴就是典型代表.
卢瑟福出身贫寒,凭借奖学金从新西兰远赴英

国留学,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完成学业,他提出了原

子的核式结构模型,由此获得诺贝尔奖,其开创的用

α粒子来研究原子结构的方法,有力地推动了科学

的发展.他桃李满天下,其学生和助手中有多人获得

诺贝尔奖,他的实验室被誉为“诺贝尔奖幼儿园”.
物理学家伦琴,因发现X射线而获得了第一个

诺贝尔物理学奖,成就斐然但他并不居功自傲.相
反,他一生谦虚谨慎,谢绝了贵族的封号,一直以普

通学者的身份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淡泊名利,放
弃了申请专利,使X射线的应用得到迅速发展和普

及,造福于人类;他治学十分严谨,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在他的论文中发现错误.
像卢瑟福、伦琴这样品德高尚、治学严谨、成就

斐然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生平、事业、研
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是很好的思政素材,在教学中

适当讲述他们的故事,对学生都是一种激励与鼓舞,

会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1.3 通过物理学家故事 展示“子承父业”的科学

情怀

在物理科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些父子、叔侄皆为

物理学家,他们这种子承父业、勇攀科学高峰的故事

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在课程教学中,穿插讲述他们的

故事,既可以激发学生投身科学的热情,也是课程思

政的重要形式.
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孙(Joseph

JohnThomson,1856-1940)在1897年发现了电

子,因此荣获了19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儿

子乔治·佩吉特·汤姆森(GeorgePagetThomson,

1892-1975)通过电子衍射实验证明电子具有波动

性,荣获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父亲发现电子是

粒子,儿子发现电子是波,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英国物理学家威廉·亨利·布拉格(William
HenryBragg,1862-1942)与其儿子威廉·劳伦斯·
布拉格(WilliamLawrenceBragg,1890-1971)因

其在晶体衍射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1915年的诺

贝尔物理学奖,是目前唯一一对同时获奖的父子,获
奖时,劳伦斯年仅25岁,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诺贝

尔奖得主,他们的故事,令后人敬仰.
一家人在物理学上取得重要成就的还有巴丁父

子、玻尔父子、马赫父子、赫兹叔侄、居里家族、拉曼

家族等等.这些全家人献身科学的故事,为我们留下

了不朽的佳话,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在教

学中适当地讲述一些物理学家的故事,既可以活跃

课堂气氛,又可以让学生从中受到启发和激励.

2 探讨科学伦理和医学伦理 明辨科学价值

关于科学伦理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有过相关的

研究与探讨[810],只是当初未曾提高到课程思政的

高度.在物理课程的教学中探讨一下科学伦理既是

现实的需要,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方面.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

带来灾难.比如核能的开发利用为人类提供了能源,

也可以制造毁灭性武器;互联网技术为人类的交流

提供了便利,但也埋下了侵犯隐私的隐患;基因技术

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领域,但也给人类伦理带来

了挑战.为了避免科学造成灾难,进行科学伦理教

育、明辨科学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在教授知识、思想、方法的同时,也要引导学生们

探讨科学伦理.爱因斯坦对科学伦理十分重视,他曾

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
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

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

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

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成果会造福人

类,而不致成为祸害.”[11]他这里所说的让科学工作

有益于人类而不成为祸害就是科学伦理的重要

方面.
科学伦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诚信.近

年来,科技界出现的剽窃他人成果、论文数据造假等

消息时有耳闻,给整个科技界的声誉带来了污点.教
学中也发现,忽视或违背科学诚信的现象时有发生,

比如有学生抄袭他人作业,在实验中伪造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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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中不当引用等等.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伦

理教育势在必行,因为不管是大学学习还是走上工

作岗位,实事求是、诚实守信都是必不可少的科学

态度.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既可以在平常的教学

细节中加以强调,也可以就科学伦理开展专题讨

论.比如在物理实验中要求学生们如实记录,不伪

造、编撰实验数据,并将其上升到科学伦理的高度

加以探讨.
医学伦理是科学伦理的重要方面,对医学专业

的学生进行医学伦理教育也是课程思政的内容之

一.物理学的许多发展成果在医学上有着重要的应

用,各种医疗手段的运用一方面促进了医疗水平的

提高,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医学伦理方面的考量,因此

在物理课程教学中融入医学伦理内容很有必要.比
如说血液检测和输血是现代医疗的重要手段,但此

技术与患者的宗教信仰冲突时医生该怎么办? 当教

学对象为医学专业的学生时,在物理课程中适当提

及一下与之相关的医学伦理问题供大家思考与讨

论,不仅让课程内容与专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也是开

展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途径.

3 讲一点“积极心理学”内容 倡导幸福生活

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也是大学教育的目标

之一,如今,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呵护学生的健康

成长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生活节奏

的加快,现代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心理问题也

越来越多,因此,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开展心理教育,

帮助他们塑造健康的心理成了教育的重要方面.为
帮助学生克服心理方面的问题,哈佛大学为此开设

了“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方面的课程,

其中TalBenShahar博士讲授的“幸福课”是哈佛最

受欢迎的选修课,听课人数一度超过了哈佛的王牌

课程“经济学导论”.TalBenShahar博士在课程中讲

述了自己在哈佛学习时不快乐的经历,为探究原因,

从计算机专业转向心理学专业,发现了“积极心理

学”这个全新的领域.为分享自身的经历及帮助人

们追寻快乐,他创设了积极心理学这门课程,该课程

教导人们如何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生活

实际,在生活中追寻快乐,从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在课程教学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

让学生们接触并了解积极心理学方面的课程,尽管

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可以给他们

一把开启幸福之门的钥匙.与此同时,教师如果能运

用相关的方法给予学生正面的、积极的激励和暗示,

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结果.也许你的一次不经意的表

扬能在学生心里播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你的一个微

笑能让人如沐春风,你那轻拍肩膀的手掌能抚平心

灵的创伤,你那如太阳般炽热的眼光能点燃行将熄

灭的信念,你的一个善举能在漉漉的雨季撑起一片

晴空 …….
在物理课程的教学中,尽管不能系统地讲授积

极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但可以向学生们引荐积极心

理学的课程 ——— 哈佛幸福课,让他们通过网络资源

系统地学习该课程.同时,教师也可以运用积极心理

学的方法为学生营造一种积极的环境、培养乐观的

情绪、克服困难的勇气,通过环境来改变人,让积极

的情绪来激励人,让学生们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

对学习和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度过愉快

的4年大学时光.

4 做好物理文化建设 发挥环境育人功能

教室和实验室的文化氛围也是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良好的环境会给人一种积极愉悦的感受,不仅

能让学生有良好的身心体验,更能开阔视野,激发

灵感.
文化走廊是实验室环境的重要方面,建设好

文化走廊,可以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功能.根据实

验室的场地情况,在4个楼层建设了4个专题的文

化走廊,分别是物理学上的重要发现、世界著名的

物理实验室、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物理学与人类

文明,每个主题布置16块展板.在物理学上的重要

发现专题里,介绍了X射线、引力波、上帝粒子等

10个对物理学有重要影响的发现;在世界著名的

物理实验室专题里,介绍了贝尔实验室、合肥国家

同步辐射实验室等10个世界著名的实验室;在实

验物理学家专题上,介绍了吴健雄、伽利略、居里

夫人等15位实验大师;在物理学与人类文明专题

里,介绍了物理学在能源动力、信息传输处理、医
疗技术等方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通过

走廊文化展板的介绍,可以让学生们了解物理学

的发展历史,感悟伟大物理学家的思想和人格魅

力,目睹物理学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洞察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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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我校在大学物理授课教室的旁边,建设了近

800m2 的演示物理实验室,包括光学馆、电磁馆、力
学馆等多个模块,在每个模块中,购置了若干套演示

实验仪,同时用文化展板对物理规律和仪器加以阐

述,通过演示仪器和展板,能直观形象地展现出相应

的物理现象,让深奥难懂的物理变得看得见、摸得

着、听得到.通过物理演示实验室,学生可以真实地

感受和体验物理之真、善、美,进而涤荡心灵、启迪智

慧.总之,精心设计的物理实验室文化是课堂教学的

有益补充,在人才培养方面亦能起到润物无声的

效果.

5 结束语

在物理类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既是时代的要

求,也契合课程本身的特点.不管通过怎样的模式和

方法,只要能向学生传递正能量、培养正确的价值

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方式方法都是思政教

育的重要方面.本文结合物理课程的特点和笔者的

教学实践,介绍了在教学实际中融入思政元素的一

些具体做法,以供同行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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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Guji
(YangjiaoMiddleSchool,Yiyang,Hunan 413045)

Abstract:Underthenewepochbackground ,ithasbecomeanimportantaspectofteachingtointegrate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tocurriculumteaching.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physics,thispaper

introducedsomeconcretemethodsandattemptstopromote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mainly

throughfouraspectsasfollowing:tellingthestoriesofphysicists,exploringscientificethicsandmedicalethics,

interspersing“positivepsychology”andconstructingphysicalculture.Itwashopedtorealizeadoublewinfor

professionaleducationandideologicaleducation.

Keywords: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physicscurriculum;scientificethics;positive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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