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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国家对高校教育教学的新要求,且逐步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量子力学不仅是物理学

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在化学、材料学、生物学等相关学科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具备多方面的“思政元素”.文章简单

论述了“课程思政”的发展状况,并且结合量子力学的课程特点,对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量子力学课程进行了分

析,探讨了在量子力学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工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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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的发展现状

2004年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文件,上海也由此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改革的探索之路.自2005年起,上海课程改革经历

了3个阶段,“课程思政”理念在该阶段逐步形成,

2014年上海接受教育部指导,率先开展“课程思政”

试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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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就是要求高校的所有课程都要发

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课程思政”明确要求高校所

有教师,立足“教书育人”这一根本教学目标,实现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经过数年的发展,高校教师对“课程思政”这一

概念不再陌生,针对不同课程融入不同的“思政元

素”,对学生进行不一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已经在

广大人民教师心中达成共识,不少专业课教师结合

自身课程特点,从不同角度分享授课经验,有效推动

了“课程思政”的发展.
量子力学是20世纪20年代在总结大量实验事

实和旧量子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当时看似

已经很完善的物理学“最终理论”取得重大成就的

同时,为解释新的物理现象而诞生的研究微观领域

的近代物理学基础理论[1],对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学态度,创新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等具有十分显著而

独特的效果.实际上在提出“课程思政”的概念之

前,人们就已经或多或少地将量子力学本身具备的

种种育人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做了很多尝试.如今在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量子力

学的育人功能应如何体现在教学过程中? 又存在哪

些问题? 本文将一一介绍,供大家参考.

2 量子力学的育人优势

量子力学是物理学中的基础理论课之一,学习

量子力学意味着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中最重要的基础

理论学科,不仅能提高学生的知识储备量,而且对于

学生的科学素质、文化素质都有明显提升.完整的科

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充盈在整个量子力学理

论体系中,是培养未来科学工作者科研精神的重要

载体.与其他课程相比,量子力学具有多方面优势,

下面就其中4点进行论述.
2.1 量子力学充满魅力

量子力学犹如蒙着面纱的琵琶女,令“忽闻水上

琵琶声”的主人忘归,令浔阳江头的客人久不动身.
人类根据对量子力学现有的认识,已经将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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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方方面面,它横向发展可以自手中的一张手机

膜至35786km之外的卫星通信网络,纵向探索亦

可自眼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至几千年后的未

来世界.据未来学学者所述,依据量子纠缠原理,几
千年后的人类可能会有“心灵感应”,届时将不需要

任何通讯设备,饭桌底下再也不会有“踩脚”行为,

人们只要利用“心灵感应”即可了解对方内心的想

法.
另外,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 量子物理史

话》自2006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侧面反映出

除了专业学生,普通群众对量子世界也具有浓厚兴

趣.央视科教频道在《未来世界》中将量子纠缠的概

念讲解得通俗易懂,甚至儿童理解起来也是易如反

掌.对于引导学生甚至儿童向往科学研究工作而言,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 量子力学有益于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

变.长时间学习一套理论或者从事一项工作,其中的

科学思想,包括学科创始人的精神思想都会逐渐深

入接触者内心,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会形成习惯,

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等各个方面.
量子力学是物理学家冲破层层禁锢,经过不断

地探索、发现、迷惑后开拓的新世界.Planck,Born,

deBroglie,Schrodinger,Heisenberg,Dirac等人

在反复地肯定与否定之后才构建了现在我们眼中的

量子力学.在经典理论的权威面前,是他们的创新精

神与坚持不懈的勇气在支撑,可以说,没有创新精神

就没有如今的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对于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创新精神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大学生作为社会新技

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肩负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与

使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对高校教育的必然

要求.
2.3 量子力学培养学生的唯物辩证观

辩证唯物主义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修

课,显然在量子力学中,唯物辩证法也可有一席之

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首要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

点,正如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

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在量子

力学的建立过程中,Planck和Einstein的光量子理

论在提出的19年后被Compton效应证实后才被物

理学界所接受:同样,Davisson和Germer用电子衍

射实验证实了deBroglie假说之后,deBroglie假说

的真实性才被肯定.
物理学界著名的四大神兽 ——— 薛定谔的猫、芝

诺龟、拉普拉斯兽、麦克斯韦妖,其中最为人们熟知

的莫过于薛定谔的猫,这是一个思想实验,从宏观尺

度阐述了微观世界的量子叠加原理,将微观不确定

转化为了宏观不确定.不打开盒子,猫是“半死不活”

的叠加态,可一旦打开盒子,猫的状态可能就只有

“死”的单一态.根据唯物辩证法,这是三大规律之

对立统一规律中矛盾的普遍性:一切事物都有两面

性;也可以是五对范畴之一 ——— 原因与结果中结果

的不确定性.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既可以提醒学生

要分析事物的双重性质,同时也能鼓励大家面对事

物发展的不确定结果,要放平心态、淡然处之.
2.4 量子力学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量子力学的教学过

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科学方法

是他们从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取得科研成果的手

段和工具”[2].量子力学是属于微观世界的学科理

论,对于同一个微粒的描述问题,量子力学有波函

数、算符和矩阵3种描述方法,其中波函数与算符都

是以坐标为表象的表示方式,矩阵则是在其他表象

(包括坐标表象)中的表示方式.然而在几何力学或

经典力学中,常用矢量形式讨论问题而不指明坐标

系,在量子力学中描写态和力学量也可以不用具体

表象,这时就要用到Dirac符号,一套将所有描述方

式都简单表示的符号.掌握这些基本的科学方法,在
日后的科研工作中解决问题必将游刃有余.

量子力学是已有的量子力学,同时也是充满争

论的量子力学.1964年,物理学家RichardFeynman
曾在康奈大学的讲座上说过:“我想我可以有把握地

说,没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学”.事实也的确如此,关
于量子力学的争议无处不在,从量子力学的缔造者

一直到哲学思考.所以相比其他学科,量子力学的育

人优势尤为突出.

3 思政元素如何融入量子力学课程

教书育人,因材施教.在量子力学中践行课程思

政,应当根据量子力学的学科特点以及不同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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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适时适当地将思政元素

融入其中.对于量子力学,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融入思

政元素.其一,量子力学体系的建成不是某个人的成

就,是诸多物理学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一点一点建

立起来的金字塔,所以量子力学史是思政课程践行

题材之一.其二,量子力学理论本身也蕴含着非常丰

富的思政元素.经过梳理发现,量子力学中的思政元

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科学思想素养,如创新

精神;其次,丰富的马克思哲学思想也有迹可寻,如
矛盾的思想、质变量变规律、不确定关系等;除此之

外,量子力学中的思政元素还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3.1 以课程所蕴含的科学素养作为融入点

以周世勋先生编写的《量子力学教程》为例,课
本在第一章的绪论部分就已经介绍了量子力学的发

展史.从黑体辐射、光电效应等现象揭示出光的波粒

二象性,再到微粒的波粒二象性,这是一个打破传统

思想牢笼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敢想敢做的过程,没
有科学先驱们勇于挑战权威的精神,没有他们敢于

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微观世界,就没有量

子力学带来的一切科学成果.因而在绪论部分以科

学家们的科研经历为基础,向学生介绍他们的科研

背景、心路历程等,对于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具

有重要意义,而且这种思想必将贯穿学生学习量子

力学的全过程.
3.2 以课程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融入

点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当代世界最受

人民欢迎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对于大学生世界观、

思想观、价值观的养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量子力学

建立至今,关于它的哲学思想的争论从未停过.波粒

二象性中光的波动性是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但同

时也是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这是矛盾的不平衡原

理的体现;而当微观全同粒子的不可区分性遇到“世
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量子力学便同马克思主

义哲学思想擦出火花,引发学生的哲学思考.如此循

环往复,学生的思考能力将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3.3 以课程体现的社会主义爱国精神作为融入点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量子力学的发展主要依

靠的是一些科学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实际上,中国

的一些近代学者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央研究

院院士、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吴有训和他的合作

者曾全面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且得到了Compton
很高评价,他的一张受15种元素散射的X射线光谱

图被康普顿与自己石墨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并列.
中国第一位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理论物理学家王守

竞,于1927年11月在美国物理学会第147次年会上

宣读题为《论普通氢分子的问题》的论文,成功把新

诞生的量子力学应用于分子现象,他的工作得到了

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另外,胡刚复、叶企孙等早期的

“幸运儿”都得以接受先进教育,不同程度上推动了

量子理论的发展.他们的成就在量子力学的课程中

都有相关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简单的介绍便可

以满足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弘扬爱国精

神的有效素材[3~5].

4 在量子力学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措施

  量子力学虽然是大多数物理专业学生的必修

课,但是在国家教学实践改革的大背景下,量子力学

教学课时日渐减少,教师授课时间紧张,而且作为理

论性学科,教学方式多为讲授法,课程内容难免略显

枯燥,再加上思政元素也比较集中,更是不易开展课

程思政工作.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大致有以下解

决办法以供参考.
4.1 少课时 多学多看多思考

尽管量子力学课时减少,但是网上的授课软件

日益增多,各式各样的课程琳琅满目,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名校更是发布了很多对外开放的系统课和

特色课.专业课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优质特色课程,

将其列入网络选修课目录,必要的时候也可将网络

学习情况纳入考试评估标准之一,鼓励学生学习.同
时,微博、推特、微信公众号等都是开放的、言论自由

的公共网络平台,除了了解他人看待问题的想法,也
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辩证地看待、思考问题,拓宽

自己的思想见识,微信公众号“中科院物理所”就发表

过很多发人深思的内容,在圈内被大量转发.除此之

外,要求学生撰写小论文也是大学生常见的作业之

一,针对某一涉及思政元素的问题,要求学生深入挖

掘其中的内涵,撰写思政小论文,除了翻阅资料得到

的题材,在创作过程中也能加入自己的理解,激发学

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以此来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47—

2021年第8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与课程思政



4.2 避免说教 润德于无声

理论课程对于课程思政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教

学过程枯燥,教师在实现思政教育的时候难免说教,

可枯燥的说教看起来总是那么苍白无力.面对这一

问题,我们应该结合量子力学的课程内容,根据课程

思政本身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方式引入到课程中.对
于有某些故事背景的思政元素,可以用讲故事的方

式引入,结合故事本身特点,画龙点睛地说明故事的

意义所在.
4.3 前者后置 细水长流

前文已经提到,在量子力学第一章的绪论部分

已经 聚 集 了 本 课 程 大 多 数 的 思 政 元 素.Planck,

Compton,Einstein,Born,deBroglie等人在量子

力学起初的工作中敢于挑战权威,打破传统思维,不
畏心理和物质环境等多重挑战,不断提出新的科学

观点,在实验中证明自己或他人理论的正确性,尤其

是在数据的处理上,严格要求其接近理论数据,光是

Planck常数就先后被测定了4次,小数点后的数位

越来越精确.量子力学中几乎所有的思政教学工作

都能在这一章完成,教师可以讲很多故事,有效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可是对比就有差距,前面的内容越有趣,后面的

内容看起来就越枯燥.细水才能长流,因此把前面的

思政元素尽量在后续的相关内容中进行展现就尤为

重要,这就要求教师找出其中的关联,整体预案.当

然,个别重要的思政思想也可多次强调,但也切忌老

生常谈,教师需依据学生的课堂反应随机应变.

5 结论

教书育人,课程便是育人的主要载体.传统的思

政课程总是显得太过刻意又难逃说教,在专业课程

中进行潜移默化的课程思政教学正在得到更多人的

认可.在量子力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既能丰富课

程内容,使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升,又能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与创新精神,增强民族自信与制度自信,提
高个人素质,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然课程思政还在

发展阶段,需要相关领导的支持和广大教师的不懈

探索,更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尽早将课

程思政在全国高校进行全面普及,发动广大人民教

师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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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subjects,withavarietyof"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lements".Thisarticlesimply discussesthe

develop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l",andcombined withthecoursecharacterisiticsofquantum

mechanics,analyzeshowtheintergr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tothecourseofquantum mechanics,and

discussessomeproblemsandsolutionsintheteachingof"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inquantummechanics.

Keywords:quantum mechanic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l;professionalideologyandpolitics;

educational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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