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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育优势的分析,将科学人文素养精神、科学实验方法和创新思维培养

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切入点,以“霍尔法测磁场”实验项目作为思政建设实践案例,介绍课程内容特色的育人作用,

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塑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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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全党

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院校是人才培

养的重地,在育人育才过程中必须坚守课堂教学这

个“主阵地”.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

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

神内涵,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理学类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

伦理的教育,培养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

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实践类课程要

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

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1].
大学物理实验作为一门理学实践类课程其在立

德树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首先从课程性质来看,

不仅能帮助学生加强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在培

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

思维构建方面具有其他理论课无法比拟的优势.其

次从课程内容来看,具有极强的逻辑性、思想性和方

法性,实验过程是人类获得知识、掌握规律这一漫长

探索过程的浓缩再现,实验的学习和训练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最后从学科特点来看,实验物理

学的基本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实验过

程中培养的实践能力是开展其他类实践课程的基

础,因此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融合在教学中有利

于达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目前有许多学者致力于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27],如文献[5]开展了

“课程+行业”特色化课程思政实践;文献[6]从科

学家精神和职业操守出发挖掘了课程中的思政内

容;文献[7]以“迈克尔孙干涉仪实验”为例,在实验

背景讲述中探讨了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可以看出多

数学者对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都立足于课

程整体内容或是某一教学环节内容,而对于某一具

体实验项目贯穿整个教学环节中思政元素的介绍则

还未见报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介绍大学物理实验课程

思政元素挖掘的切入点,以霍尔法测磁场实验项目

为例,探讨整个教学环节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和实践

过程.

1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切入点

在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需要结合课程本身的

学科特点找准开展思政教育的切合点,避免思政教

育“两张皮”现象发生.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力量在

于任课教师,其在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将从3个方面介绍思政建设

的切入点.

1.1 科学人文素养精神

课程中包含多项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实验项

目,每个实验项目从实验内容的确定、实验方法的选

择、实验仪器的设计以及实施过程,其背后蕴含丰富

的物理学故事,教师要做好故事的讲授者和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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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者,在教学中合理利用物理学史中蕴含的经典

人文故事,引导学生体会科学家们在科学探究中展

现出的大胆质疑、勇于创新和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这些超越实验知识背后的人文素养精神,将潜移默

化地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

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1.2 科学实验方法

许多经典的实验方法是物理学家们认知世界过

程中采用和发明的有效方法,包括巧妙的测量方法,

如补偿法、干涉法、转换法等;消除或减小误差用以

提高测量精度的方法,如放大法、交换法、对称测量

法等;有严谨的数据处理方法,如逐差法、最小二乘

法、图解法等.教师要做好实验方法的归纳者和指导

者,引导学生养成解决问题的思维路径,意识到实验

方法的普适性,注重方法的积累和灵活运用.

1.3 创新思维培养

课程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不仅

是其他类课程开展的基础,同时也为现代科技技术

发展提供了依据.教师要做好学生学习的激发者和

领路者,关注时代发展,持续总结归纳物理实验项目

中涉及的最新科研动态或成果,拓展学生的知识范

畴,激发学生利用所学物理实验技术和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进而培养

创新思维.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上述课程思政建设的切入

点,以本课程中开设的“霍尔法测磁场”实验项目为

例,详细阐述该实验项目教学实施过程中所蕴含的

思政元素.

2 霍尔法测磁场实验中的思政元素研究与实践

2.1 紧密贴合军事应用 实现为战育人

在教学引入环节以图片形式介绍国产首款反潜

固定翼巡逻机“高新6号”,其机尾有一条很长的“尾

刺”,是用于探测水下潜艇的磁异侦测仪.“高新6
号”的服役,是我军广域反潜能力的重大飞跃,填补

了人民海军装备的最后空白,迈入了大型反潜巡逻

机世界强国的行列.
针对“高新6号”的磁异侦测仪引导学生思考测

量磁场的方法,引出实验目的.“高新6号”的服役彰

显了我国的军事实力,将其引入教学不仅可以拓展

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注重趣味、军味(军事特色)和品味

(科学性)三味的有效融入,展现了为战育人的教学

理念[8].

2.2 融入实验建模思想 培塑解决问题的思维路径

实验物理以理论物理为基础,区别于理论课的

学习不仅在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启迪思

维构建,因此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要贯彻“实验建模”

的教学理念[9].我校采用的实验仪器为DH4501N
型三维亥姆霍兹线圈磁场实验仪,依据霍尔效应的

产生原理得到霍尔电压UH 与磁感应强度B 的关

系式

UH=RH
IHB
d =KHIHB (1)

其中IH 为工作电流,KH 为灵敏度.实验仪器上可实

时显示霍尔电压和工作电流的大小和方向,为实现

磁场大小的测量,需要明确灵敏度KH 的大小.虽然

每台实验仪器已给定灵敏度的参考值,但在实验中

引导学生在所处实验环境中测量计算灵敏度大小并

与给定参考值进行比较,提升严谨认真的科学意识.
根据施加励磁电流IM 的大小并结合实验仪器结构

参数运用理论公式计算出亥姆霍兹线圈轴线上中心

点处磁感应强度大小,即

B′0=μ0NIM

R
8
5
3
2

(2)

同时通过测量此位置处的霍尔电压和工作电

流,即可计算得到灵敏度大小

KH= UH

IMB′0
(3)

将式(3)代入式(1)所得即是本实验所构建为

达实验目的的实验测量模型.利用此模型可实现霍

尔元件参数计算、通电单(双)圆线圈磁场大小及分

布等测量任务.
实验建模的出发点是理论公式,但最终所获得

的实验测量模型是以实验仪器和实验条件为基础,

用以解决实际测量问题.从理论模型出发到实验测

量模型的推导过程即是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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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决问题思维方式的培塑和锻炼过程.要注重大

学学习方法和实践模式的训练,以物理思想和方法

为指导,构建起解决问题的思维路径才是实现教育

对象价值构造的关键.

2.3 掌握科学实验方法 培养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本实验项目中涉及多种科学方法,包括控制变

量法、转换法、作图法和对称测量法.前3种实验方

法学生在基础性实验项目中已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和

训练,对称测量法是本实验中需要学习并掌握的消

除系统误差的方法.系统误差主要源于测量霍尔电

压时伴随4种副效应影响而产生附加电压叠加在霍

尔电压UH 上.4种副效应分别为:由于生产技术工

艺的限制,霍尔电极不可能绝对对称地焊接在同一

等势面上而产生不等位电势U0;由于载流子速度分

布不均,导致霍尔片两端聚集不同速度的载流子产

生温差而引起温差电势差UE,即埃廷斯豪森效应;

由于工作电流引线的两个焊接点的接触电阻不同,

则通过电流时发热的程度不同,将产生热扩散电流,

进而产生类似于霍尔电压的横向电势差UN,即能斯

特效应;能斯特效应中纵向热扩散电流引起附加温

差电势UR,即里纪 — 勒杜克效应[10].4种副效应所

产生的附加电压与工作电流或磁场的方向和大小有

关(具体关系见表1所示),据此保持电流或磁场的

大小,通过改变电流和磁场的方向,可消除4种副效

应的影响实现更精确的测量.
表1 电势差与IH、B方向相关表

UH UE UN UR U0

IH B IH B IH B IH B IH B

有关 有关 有关 有关 无关 有关 无关 有关 有关 无关

  实验方法的学习和使用是实验与理论的区别,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测量问题,需要全面

考虑,才能获得更为精确的测量结果.对称测量法的

应用不仅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养成全面思考的意

识,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

2.4 回顾物理学史 体会科学家精神

霍尔效应是霍尔于1897年发现的一种电磁效

应.当时人们对电子和金属中的导电机理是未知的,

霍尔并未盲从经典电磁理论创始人麦克斯韦及其他

科学家对载流导体在磁场中受力情况的观点,而是

大胆质疑试图通过实验来进行科学探索,霍尔效应

的发现被誉为“过去50年中电学方面最重要的发

现”[11].

随后许多科学家投身于霍尔效应的研究中,在

研究历程中诞生了多项诺贝尔物理学奖.1980年德

国物理学家克利青在研究极低温度强磁场中的半导

体时发现了量子霍尔效应而荣获1985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1982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和另外两

名美国物理学家分别在更低的温度、更强的磁场下

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荣获1998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这也是继杨振宁、李政道等之后,又一位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2005年两位

英国科学家因在石墨烯中发现了半整数量子霍尔

效应而荣获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13年中国

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领先的中国

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称赞他是

中国科学家首次在中国实验室中做出的诺贝尔奖

级的科研成果.
通过介绍霍尔效应发展历程中的科学家事迹,

尤其是我国科学家卓越奋斗的坚毅事迹,激发学生

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引领学生在品味科学家的故事中

感悟科学家的大胆质疑精神、坚持不懈精神、团结协

作精神以及追求极致的科研精神.

2.5 介绍科技前沿技术 激发创新动力

霍尔效应的应用十分广泛,不仅可以实现磁场

的测量,还可以制作成霍尔传感器实现将位移、转

速、压力等非电学量转换成电学量进行测量.如利用

霍尔元件实现金属丝的杨氏模量的测量[12],霍尔推

进器被应用在卫星等航天器上用以调整航天器的运

行姿态以及轨道衰减.我国航天科技集团在霍尔推

进器的制作上实现技术突破,实现了单通道百千瓦

级霍尔推进器的制造,标志我国在大功率电推进技

术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结合已学的基础性实验,引导学生多角度考虑

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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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前沿科学中的应用,启发学生意识到唯有科技

才能强国,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以此激发学生

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3 结论

本文主要从科学人文素养精神、科学实验方法

和创新思维培养3个方面作为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

政建设的切入点,并以霍尔法测磁场为例阐述在具

体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过程.可见大

学物理实验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要深挖

并充分运用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全方位育人的效果.
最终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

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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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CurriculumIdeologicaland
PoliticalConstructionintheExperimentof
MeasuringMagneticFieldbyHallMethod

HEShuang SUNYan GAOYuan
(FoundationDepartment,AviationUniversityofAirForce,Changchun,Jilin 130022)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advantage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

experimentcourse,thispapertakesthecultivationofscientificandhumanisticqualityspirit,scientificexperiment

methodandinnovativethinkingastheentrypoi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thecourse,takesthe

experimentprojectof"MeasuringmagneticfieldbyHallMethod"asapracticalcas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construction,introducestheeducationalfunc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ursecontent,andcultivatesthe

abilitytodiscover,analyzeandsolveproblems.Atthesametime,cultivaterealistic,rigorousandseriousscientific

spirit,inspirestudents′feelingsofhomeandcountryandsenseofmission.

Keywords:collegephysicsexperim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incurriculum;Halleffect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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