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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具体的实验课程为例,探讨了如何将哲学思辨、科学精神、物理素养、爱国情怀等思政元素与物理实

验课程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并提出思政教育和学科教育的辩证统一性,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彼此独立又

相互促进,只有将它们高度融合方可发挥其“立德树人”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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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中指出:“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以来,全国高等学校各类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是理工科大学生入学之后进

行系统实验训练的开端,是一门独立的、必修的基础

课程.它所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方法、习惯和技能既

是学生进行后续实践训练的基础,也是毕业后从事

各项工作的基础[1].因此,各大高校纷纷组织大学物

理实验教师进行课程思政的学习和研讨,既有通识

类的“结合物理实验讲授唯物辩证法的3个典型案

例”“同向同行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

探索”,又有详细到具体实验项目的“O AMAS助

力大学 物 理 实 验 课 程 思 政 ——— 以 碰 撞 实 验 为

例”“模拟法测绘静电场实验教学结合课程思政教育

的探讨”等[25].
总体来说,大学物理课程蕴含的思政要素主要

集中在物理学家的故事、物理学发展史、物理科技应

用、物理课程实验及物理教师的言行等5大方面,蕴

含了哲学思辨、科学精神、物理素养、爱国情怀等要

素,是物理实验课程价值导向的重要内容.
本文以“用磁阻传感器测地磁场”实验为例,介

绍如何将课程思政和学科教育完美融合,既完成知

识的传递,又能达到“春风化雨”般的全方位育人

效果.

2 课前预习环节

引用热门影视剧和新闻热点事件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世界观.
地磁场看不见摸不着,人们往往忽视它的存在

和重要性.地磁场测量是一项比较枯燥的实验,学生

普遍反映提不起兴趣,难以进行深入的思考.为此,

教师在线上预习平台添加讲述地磁场突变引发灾难

的电影《2012》和《地心末日》片段,让学生直观感受

到地磁场对于地球以及地球生物的重要性,并提出:

在未来的某一天,地磁场真的会发生倒转或消失

吗? 到时候地球是否会毁灭? 引起学生共鸣,激发

探究的兴趣.此时引入两则热点新闻:2019年1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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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杂志Nature中提到地球的北磁极正加速从加拿

大滑向西伯利亚,已经进入了北极圈;2020年8月美

国宇航局发现在南美洲的北部和大西洋的南部地球

表面出现磁力线凹痕,磁场在这个区域内大幅减弱,

形成“空洞”.电影中虚构的灾难即将变为现实吗?

面对学生的疑惑,引导学生科学地、辩证地看待这个

问题:宇宙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的.不变是相对的,

变化是绝对的.地磁场的变化从古到今都存在,地磁

两极的反转在过去的7600万年中至少反转过171
次.但是这种反转缓慢而漫长,地球生物有足够的时

间去适应,所以不必过于恐慌.
接下来,拓展性地介绍2021年6月《自然》期刊

封面长文:中国科学院与英国、德国等研究团队在

“动物磁感应和生物导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揭

示了迁徙鸟类对地磁场感知的量子生物学原理.
通过预习环节,学生不仅开拓了的眼界,对课程

的好奇心也进一步提升,兴趣点自然过渡到本课物

理知识的学习上.

3 课中实操环节

重过程轻结果,以科学精神的培养,物理方法的

掌握,思维层次的提升为教学目标.

3.1 从实验操作中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地磁场实验是一个验证性实验.在操作过程中,

学生往往有自己的预判.遇到测量值与实际值发生

偏差时,容易产生自我怀疑,甚至为了不出错而篡改

数据.面对这种情况,除了对学生严格要求外,可应

用翻转课堂、分组研讨等方式,引入物理学家的故

事,通过生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培养学生严谨、求

实的科学态度和敢于创新、敢于向权威质疑的科学

精神.比如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伽利略通过对物体

的自由下落运动反复研究,从实验和理论上推翻了

亚里士多德统治两千多年的错误的落体理论,后被

誉为“现代物理学之父”;托马斯·杨在光的微粒说

一统天下的年代,大胆置疑,提出光具有波动性.虽

然他因此受尽了权威们的嘲笑和讽刺,但他从未退

缩,直到20年后才最终被证实是对的,完美解释了

牛顿也无法解释的干涉和衍射现象的成因,被称作

“最后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

3.2 从实验原理中提取物理方法 提高物理素养

本实验的基本原理是,铁镍合金具有磁阻效应,

当它内部磁化方向与外加磁场的磁感强度之间的夹

角发生变化时,其电阻值随之发生变化.再用运算放

大器将变化的电压信号放大输出,便可记录并计算

出外加磁场磁感强度的大小.在科学研究和生产生

活中,人们得到的信息绝大多数是光、热、磁等非电

量信息,这些信息难以精确测量,而且即使能被检测

出,也难以放大、处理和传输.为此,常常借助于一些

特殊功能的装置来灵敏、精确地检测有关信息,把这

些信息转换为便于处理的电学量进行测量.这种测

量方法即非电量电测法.
带领学生回顾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非电量电测

法,可引出光电门计时器(光电效应)、热温枪(热电

效应)、电子秤(压电效应)等,将理论联系实际,加

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并总结性地将零散的知识归

纳为一种常见的实验方法,达到举一反三,融会贯

通,掌握物理方法,提升思维层次.

4 课后知识拓展

讲述我国相关科技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自立

自强的人生价值观.
学生在完成实验之后,常有“这有什么用”“为实

验而实验”的疑惑.教师在课后总结阶段,不妨将实

验方法或内容与实际生活和科技发展联系起来.

地磁场在生产生活、军事、工业以及科研中有着

极其广泛的应用.人们在行军、航海时利用地磁场对

指南针定位;地质工作者可根据地磁场在地面上分

布的特征和异常状态寻找矿藏;科学家可通过监测

地磁感应强度、磁倾角的变化来预测地震等等.因此

地磁场的测量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近年来,

我国自主研发的地磁辅助导航系统与北斗卫星导航

技术互相配合,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和战场生存

能力,为我国的国防军事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

可靠的保障,具有非常高的科学价值和战略意义,彰

显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科技自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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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

通过对拓展知识的学习,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

高涨,他们意识到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并非纸上谈

兵,而是与国家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学生的学习热情

和社会使命感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提高.

5 结束语

课程思政不是一种政治任务,而是一项“润物细

无声”的育人目标.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里面指出理学类专

业课程思政的几个关键要素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的教育,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思维方法的训

练,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可见,学科教育是“教书”,课程思政是“育

人”,二者功能不同,但思政教育并非独立于学科教

育而存在,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是辩证统一

的.以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为例,学生通过具体的实验

内容完成认知模型的构建、物理方法的训练和物理

精神的养成,可以对世界进行有效地认知,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6].反之,这种自立自强的

价值观的建立,又可以反哺学科教育,使学生在物理

学习中敢于钻研,不畏艰难,不断超越自我,将个人

理想与家国需要相结合,做好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实验教师要把“教书”和“育人”有机统一起来,

借助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平台,实现二者的和谐发

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技术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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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Analysison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
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andDisciplineEducation

———Taking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CourseasanExample

ZHAOHui YANGZhenqing SHAOChangjin LYUZhiqing
[CollegofScience,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Beijing),Beijing 102249)

Abstract:Thecombinationofphysicalexperimentcourses(PEC)and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CIP),

suchasphilosophicalspeculation,scientificspirit,physicalliteracyandpatriotism,hadbeendiscussedbytakinga

specificexperimentalcourseasanexample.ItwasconsideredthatPECandCIParedialecticalunited.Theyare

differentandrelated,independentandmutuallyreinforcing.Onlybyhighlyintegrated,theycanplayacatalytic

rolein“valuesestablishmentandpeoplecultivation”.

Keywords: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physicalexperiment;dialectical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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