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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华东师范大学卓越育人发展纲要引领下,近代物理实验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在实验教学中探索与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介绍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与教学要点,列举获取思政元素尤其是校本思政元素的一些

通用方法,并对思政教学进行反思与探讨.基于课程思政,设计创新型教学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发挥近代物

理实验课程的卓越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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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国家对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

治理论课要在改进中加强”[1],第一次提出了课程思

政建设的任务.2018年5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
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2],进一步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

重要性与教学改革的方向.
202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发布卓越育人、卓越学术、通识课程“三大纲要”,提
出“师大方案”,开启以卓越为导向的一流大学建设

新征程.青年学生是肩负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物理学师范专业培养未来的教师,强基、拔尖、非师

范专业培养祖国建设的接班人,为专业教育的“育
人”功能[35]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代物理实验是本科物理专业高年级学生必修

的实践性课程,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前沿,

通过课程学习,可以清醒地认识过去和现在我国在

原创性科学发现和关键科学技术与设备上还有较大

差距,但也能看到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及老一辈科学

工作者不畏艰险,舍身忘我,努力攀登的精神.实验

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帮助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与

爱国热情,培养科学探索、创新精神、奉献精神,激励

学生不怕吃苦,勇于进取,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发

挥积极作用.

2 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基础

自2019年,近代物理实验教学在原有基础上推

进课程思政.2021年华东师大提出的卓越育人纲

要,将核心素养概括为“明德乐群、基础扎实、身心健

康、国际视野、反思探究、持续发展”.学院组织专门

的课程卓越研讨活动,为不同培养目标的课程分别

拟定了不超过500字的课程改革方案,简洁又清晰

地梳理了不同专业的教学侧重点,也为课程思政建

设进一步指明方向.为更好地指导课程思政建设,物
理实验教学中心对标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归纳出思政教学Ⅰ级、Ⅱ级指标点,以此为蓝本,近
代物理实验课程团队结合课程特色,挖掘、积累思政

元素,逐步将“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融入课程

教学.
2.1 实验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物理实验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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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忠诚爱国的家国情怀(国家认同、国情认

知、理想信念、法治意识);
(2)自主独立的学习习惯(终身学习、全面发

展、协同创新意识);
(3)理性务实的专业素养(求实精神、探索意

识、奉献品质);
(4)严谨求真的学术道德(优雅学风、诚信意

识、学生共同体建设);
(5)辩证反思的创新精神(思维能力、思维方

法、创新意识培养);
(6)格物致知的智慧思想(实践育人、责任意

识、智慧思想).
不同的实验课程、实验内容分别对标,支撑其中

的一些指标.近代物理实验的大部分实验主要为上

述育人目标(1)、(2)、(3)、(5)提供支持,例如磁光

克尔实验、核磁共振实验等,主要从国家认同与国情

认知角度提供支撑,实验对辩证反思的创新精神,尤
其是为思维方法的培养提供支撑.
2.2 课程思政教学要点

依据育人目标,结合我校特色,归纳近代物理实

验课程思政的教学要点如下:
(1)讲述实验中各种物理效应在国计民生行业

中的重要应用与意义,端正学生学习态度,激发学习

热情,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2)讲解科研设备对科技、工业的重要性,展示

我国科研设备的发展现状,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战”,

讲述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瓶颈、依赖于进口的“卡脖

子”技术,激发学生改变我国科技落后局面的热情.
(3)科学人文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思想等贯穿

实验教学,通过在线教学平台投放实验相关的科学

故事,在实验中训练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端正的科

学态度,体悟物理实验蕴含的科学思想.
(4)引导学生在现有的实验项目中思考、探索

新的物理现象,指导学生深入实验,开发新的实验内

容,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

3 课程思政教学的建设与反思

课程思政和学科贯通,“上下渗透”和“左右交

叉”[6],既包含物理学史的纵向融合,又包括相关理

工学科、教育学科、文科与物理课程的交叉与贯通,

对照育人目标,多角度挖掘,每个实验均有思政点.

3.1 课程思政元素的来源

课程思政元素分为通用思政元素和校本思政元

素.近代物理实验很多内容选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经典实验,所以通用思政元素主要来自于诺贝尔

奖[7]以及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卓绝奋斗的故事

等,与此相关的思政元素在很多文献[89] 中有过介

绍,这里不再赘述.校本思政元素则基于学校特色和

教学设计,内容鲜活,贴近学生,易产生共鸣.这里着

重围绕我校特色及教学实践,介绍课程思政建设的

一些方法.
(1)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发挥身边榜样的作用

教师除了在实验本身,如原理、方法、技能方面

指导学生外,在言谈举止、关爱学生、做事方面也需

做出表率.教师还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勤奋不懈的

学习和扎实肯干的钻研精神,积极进取,保持蓬勃向

上的发展动力,鼓励学生跳出舒适圈,多实践、多尝

试,以实际行动带动学生,胜过空谈.
结合本校实际,介绍身边的物理学家 ——— 马龙

生教授的科研事迹.来自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的马龙生老师是我校的资深科学家[10],

坚持在光场时-频域精密控制方向上深入研究并

取得重大进展[11],他曾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和IEEE IFCS颁发的国际Rabi奖及多项国家级重

点项目(图1),受邀参加2005年诺贝尔颁奖典礼,

2019年他获批一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全
国仅13家单位获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他
坚持不懈,挑战极限,目前80多岁高龄仍每天到实

验室指导学生,并亲自动手做实验,向诺贝尔大师学

习,身边的榜样,更亲近,更具说服力.

图1 身边的物理学家 ——— 马龙生教授

又如在核磁共振实验中,引入校友杨培强企业

在高端磁共振成像研制中的奋斗历程,以打造低场

核磁共振第一品牌为目标,从打工补贴企业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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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鼓励学生坚定信心,勤勉进取有担当.
(2)融入时政,结合生活

关注时事、热点新闻,结合时政和历史上的今

天,让每堂课都独具特色.例如,2019年9月2日恰

逢纪念黄昆诞辰一百周年,在实验绪论课中介绍黄

昆院士的生平和主要成就.2019年10月17日上课

时,老师问学生昨天有什么纪念意义,是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55周年纪念日.又如,在傅里叶频谱分

析实验中,通过观察图像获取信息,旁引疟原虫治疗

癌症的争论与思考,引入辩证思想与批判性思维,教
育学生睿智全面地看待与思考问题.

(3)开展课程思政主题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积

极性

围绕实验课程,开展不同主题的思政海报征集

活动.庆祝建国70周年,在“科学和我的祖国,一刻

也不能分割”中,请学生以海报形式展示新中国成

立以来我国物理学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贡

献;在“诗词中的物理”中,请学生们选取1~2首与

物理相关的诗词,先进行简单解析,再对其中蕴含的

物理现象与规律进行科普、拓展,配以图文,完成海

报.借助大夏学堂课程平台进行作品展示,学生的深

度参与,同伴间的认知碰撞,同龄人的思维与表达,

达到良好效果.学生作品如图2所示.

图2 海报征集活动学生作品

  (4)创新开设名人堂

NBA名人堂是为全世界对篮球事业有卓越贡

献的人而设立,效仿NBA名人堂,建立华东师范大

学物理系近代物理实验学生名人堂[12],设优秀厅、

单项厅、创新厅、目标厅,原则上每厅每学期每班不

超过一个学生入选.2019-2022年评选出优秀名人

13名,单项名人7名,入围奖2名,在征得名人学生

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个人简介与历年获奖情况展示

于课程平台,并于下一届的课程绪论课上颁发证书,

形成正向的引导,成为课程第一课的特色.

3.2 课程思政教学的深化与反思

近代物理实验是综合性物理实验,涉及的知识

面较宽,几年来实施课程思政也有一些问题,如部分

实验缺乏积极有效的互动,只局限于教师讲授,思政

内容融入不够;个别实验涉及的物理内容发现年代

已久,学生学习兴趣相对薄弱;部分内容偏向于说教

或者不够新颖,效果一般等.针对这些问题,尝试从

如下几点进行提高:

(1)有效的多媒体手段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

尤其在绪论课和预习时段,适当使用多媒体,采用混

合式教学,帮助提升课程质量.
(2)及时获得学生反馈,实验报告增加“对老师

的希望 ……”“如果我来教这个实验 ……”等内容,

或发送随机问卷;
(3)从趣味性、关联性与亲和性等角度进行优

化,贴近青年学生的认知与热点,为使学生喜闻乐

见,不宜过多堆砌专业词汇、太深太难教条化,可适

度偏向于科普.授课中注意与学生互动,观察学生对

思政元素的兴趣,在轻松的学境中自然融入,既活跃

课堂气氛,缓解学生理解物理原理的压力,又能产生

共鸣,直达学生内心深处.
3.3 课程思政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在引入思政点时“润物细无声”,需合理设

计,切忌突兀、生硬的切入.除了物理专业的研究外,

教师关心时政,体察生活,深耕中国文化,打通文理

界限,实现思政引入信手拈来,承转自然.授课时,向
习总书记的讲话学习,话诗文、引典故、拉家常、打比

喻,适时加入典故(愚公移山)、成语(巧妇难为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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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炊)、名人事迹(女科学家居里夫人)、类比(激光物

质的暂稳态与消费习惯)等,不仅让学生听懂,还要

让授课内容有趣味、有深度、有内涵,沉浸于中华文

化之美,引发学生的共鸣与认同感,增强民族自

豪感.
教师可设计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丰富课程作

业形式,鼓励学生参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在展示与交流中深化认识,提升自信.

4 总结

围绕华东师范大学卓越育人发展纲要,基于近

代物理实验,充分发挥实验课程的育人功能.通过课

程思政建设,从教师自身修养作为出发点,推动学习

与积累,丰富课程思政内容的同时,也利用课程思政

元素,充实实验课程的授课内容,借助实例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及创新动力,进而实现通过授课增强学生

的爱国意识、科学精神、文化自信、奉献精神的全程

育人、全面育人目标.从不同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需

求出发,多角度、分层次培养学生能力与学科综合素

养[12],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探寻更适合

自己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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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inModernPhysicsExperiments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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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guidanceofthedevelopmentprogramforexcellenteducationofEastChinaNormal

University,themodernphysicsexperimentcurriculumhasbeenintegratedwith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

exploringand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urriculuminexperimentalteaching.This

paperintroducesthefoundationandteachingpoint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inphysicsexperiment

course,listssomegeneralmethodstoobtai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especiallyschool-basedelements,

andreflectsanddiscusses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Basedon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innovative

teachingactivitiesaredesignedtofullymobilizestudents′enthusiasmandgiveplaytotheexcellenteducation

functionofmodernphysicsexperiment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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