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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一种育人方法,是焦点,不是终点,它的最高级层次应像是“盐和水”化学反应

生出的新产物.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怎么做”,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以课堂教学环节为主线,通过课堂

教学案例,从实验教学的知识背景、原理讲解、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和平时成绩等维度,介绍了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

政”课堂教学策略,最后提出教师自身素养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因素,“教有法但无定法”,物理实验教师要在实践

中不断地钻研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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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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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

课程 与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同 向 同 行,形 成 协 同 效

应”[1].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向全国高校印发

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

业全面推进.《纲要》中要求高校和教师要将课程思

政建设内容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并努力拓展课程思

政建设的方法和途径[2].

2 问题的提出

  调查表明,高校中教师的80%是专业教师,课
程的80%是专业课程,学生学习时间的80%是专业

学习,而80%的大学生认为,对自己成长影响最深

的是专业课和专业课教师[3].教育部长陈宝生指出:

作为人才培养重要单位的高校,要明确所有课程的

育人要素和责任,推动每位专业课教师制定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设计,做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

讲育人[4].“大学物理实验”是对高等院校理工科学

生进行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一门专业必修基础课

程,相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而言,思政元素比较

少,目前关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的文献研究

并不多,其中绝大部分文献只是从宏观角度强调要

“做什么”,即对学生进行诸如“家国情怀”“民族自豪

感”“工匠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但很少有文献以详

实的教学案例引领大家“怎么做”.本文以课堂教学

环节为主线,从课程内涵出发,通过课堂教学案例,

尝试在实验知识传授中实现思政育人,进而推进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大学物理实

验课程开展思政教育提供参考.

3 “课程思政”内涵综述

  “课程思政”源于2014年上海市在推进德育综

合改革进程中提出的概念,其目的是解决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孤岛”困境,是从区域实践层面产生

的工作理念,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学术论证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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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体系,学者们还在不断探索阶段,没能达成统一

的共识,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

编辑杨祥认为,“课程思政是‘方法’,不是加法”;南
京大学教授李向东则表示,“课程思政是焦点,不是

终点,是矢量,不是标量,是融化,不是僵化”;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认为,课程思政是指教师

在传授课程知识基础上,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

为内在的德性、精神系统的有机构成,使知识成为自

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和方法;兰州大

学党委书记马晓洁认为,只有让专业课程中的思政

元素从本课程中自然长出,与专业知识、专业精神相

得益彰、合而为一,才能真正彰显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润物无声的效果;而清华大学教授王青将“课程”和
“思政”形象比喻为“盐”和“沙(水)”的观点受到大部

分学者的追捧,王教授认为,课程思政建设应有3个

层次,最低层是如盐在沙的“混合”,然后是如盐在水

的“融合”,最高级应是化学反应生出新产物的“化
合”[5],但无论何种观点,都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
教育初心,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

结合.

4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策略

  教学案例来自于一线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提纯和

凝练,通常取材于历史典故、社会生活和时事热点,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物理实验过程是人类物理知

识获得过程的浓缩和再现,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环

节中,找准教学内容的切入点,将教学案例有效融入

其中,不但学生易于理解,乐于接受,还会让原本枯

燥的实验课程释放出真、善、美的“隐性”教育元素.
4.1 知识背景中领略“工匠精神”

知识背景的介绍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实验原

理、实验仪器和实验结果的产生、发展和应用前景,

一方面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习兴趣,另一方面

使学生有的放矢,将近期学习目标和远期学习目标

有效结合.“长度的测量”是力学基础实验,主要教学

目标是掌握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的构造及测量原

理,新课引入中可以介绍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的

用途:游标卡尺和螺旋测微器能够精确测量微小长

度,其精度可达到0.02mm和0.01mm,工业上常

用来测量精度较高的工件的长度、内径、外径、宽度

以及深度等,甚至还可以测量一张牛皮纸的厚度和

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激发学生好奇心).2020年“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手”80后钳工尹

鹏辉,凭借一把游标卡尺,经过十年的潜心钻研,掌
握了各种仪器零配件的精准尺寸,成为车间有名的

“机械通”和中国煤科太原研究院的“技术担当”,从
操作台走到了领奖台,可谓“毫厘之间显匠心”[6](引
领学生将近期学习目标和远期学习目标有效结合).
同样,为火箭焊接“心脏”的高凤林,在牛皮纸一样薄

的钢板上焊接,不出现一丝漏点;为“蛟龙号”潜水艇

组装玻璃窗的顾秋亮,练就了手眼神功,装配技术精

确到“丝”级等等 (平凡成就卓越,领略“工匠精

神”).这些掌握了绝技绝活、技术精湛的高技能人

才,就是“大国工匠”.工匠们之所以能够匠心筑梦,

靠的是在普通岗位上的专注与磨砺,凭的是传承和

钻研,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平凡的事做好就是

不平凡,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好高骛远,必须要脚踏

实地,钻研技能,通过刻苦扎实的努力,才能换来事

业的成功.
4.2 原理讲解中点燃民族自豪感

在弹性碰撞和完全非弹性碰撞两种情形下,利
用“气垫导轨验证动量守恒定律”的实验中,可以引

入火箭的飞行原理:火箭发射过程遵循动量守恒定

律.“火箭”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时代,人们把尾部带

喷火的箭叫火箭,明朝的“神火飞鸦”与“火龙出水”

分别是现代一级与二级火箭的始祖.第一个想到利

用火箭飞天的人是我国明朝的科学家万户,他为了

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想,坐在绑有47支火箭的椅子

上,手里拿着风筝,飞向天空,但是火箭爆炸了,万户

也为此献出了生命[7].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家于

1970年研制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并成功发射了

“东方红”人造卫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和日本之

后,我国成为第五个能制造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2003年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将“神舟五号”载
人(杨利伟)航天飞船送入太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近几年,我国航

天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航天人应

用长征运载火箭相继发射了“嫦娥一号”“高分一号”
“悟空号”“北斗导航”“天问一号”等多颗探测卫星.
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4个卫星系列:返回式遥感

卫星系列、“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风云”气象

卫星系列和“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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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8].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高铁、扫码支付、

共享单车和网购,已成为震撼世界的中国名片[9].这
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为中国经济腾飞与民族复兴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人更有底气挺直腰杆走强

国之路.
4.3 实验操作中培养创新精神

“拉伸法测量钢丝的杨氏模量”实验是通过“光
学放大法”原理测量钢丝的微小伸长量,仪器调节的

难点是通过望远镜的目镜能够观察到载物平台上平

面镜中直尺的像,其关键步骤是视线通过望远镜上

方的凹槽和瞄准星能够在平面镜中找到直尺的像.
有学生就想到用手在直尺附近来回晃动,作为参照

物以便调节望远镜的位置和高低;还有学生受测量

原理的启发,索性借用教师的激光笔分别放在望远

镜上方的凹槽和目镜处,通过载物平台上平面镜的

反射,用一张纸承载反射光的像点作为参照物,来调

节望远镜和平面镜的仰角,便可快速观察到直尺的

刻度线.实验教学中要给学生营造愉悦的操作环境,

用疑问促进思考,以思维促进乐趣,让学生从实验中

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创

新精神.
4.4 实验报告中渗透网络素养教育

当代大学生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

代,课程思政教学要积极适应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积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10].实验报

告中最复杂的步骤仍然是实验数据的处理,访谈中

发现部分学生抄袭实验报告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

是数据计算过程太过繁琐,特别是待测量标准偏差

的计算和不确定度的合成计算,要求学生必须具备

比较扎实的数学功底,而基于智能网络手机版本的

“统计计算器”软件,其计算功能强大,只要输入实验

数据便可自动生成“平均值”“平均偏差”和“标准误

差”,可以大大减轻学生计算的负担.
与此同时,有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网络素养缺

失表现为4个方面:
(1)网络自律能力差;
(2)网络应用技术含量底;
(3)网络道德自律程度不高;
(4)将网络主要视作一种娱乐工具,网络作为学

习工具的职能不断弱化[11].
在介绍“统计计算器”软件使用方法时可以渗透

网络素养教育,列举学生身边的网络诈骗、网络交

友、网络低俗信息及网络犯罪等案例,帮助大学生提

高信息判断解读能力、网络交流和网络交际能力,让
智能手机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助攻神器,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网络道德和法制观念,使之成为健康网

络文化的塑造者而不是受害者,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网络安全素养.
4.5 平时成绩中强化生态文明教育

实验课程平时成绩的考核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

操作或实验报告中,还应该体现在实验仪器的整理、

实验室环境卫生的保持和清扫等多方面.实验室里

存储着大量的实验仪器,因仪器的特殊保养需求和

安全需要,实验课以外的时间通常是门窗紧闭,无法

通风,每次打开实验室门的瞬间,总会有股刺鼻的味

道迎面扑来,所以在实验室内适当摆几盆花草,既净

化了空气,又赏心悦目,可以为大家营造一个幽雅

的、健康的学习环境,但这些花草的平日护理就需要

师生们一起参与和照料.课余时间,在教师的倡导

下,有些学生就表现出了“专业范儿”,如有些植物喜

阴,不能晒太阳,有些植物喜阳需要靠近窗户;冬天

有暖气的实验室,让植物远离加热装置,没有暖气的

实验室用塑料袋做好保暖防冻措施;以及何时需要

施肥、浇水、松土和除尘等等,将学生的这些表现纳

入平时成绩考核中,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

也培养了其绿色生活方式,树立了低碳生活理念,加
强了生态文明教育.

5 结束语

  大学物理实验凝聚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

要科技知识和信息,蕴含着许多思政教育的因子.有
学者也将“思政和课程”比喻成“盐和汤”的关系,一
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更积极地摄入“盐”,另一方面也

能“烧出更适口的营养汤”[12],但放盐绝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情,“放哪种盐,如何放,何时放,放多少”,才
能让学生从“汤”里品出“盐”的滋味,是对教师自身

素养的最大挑战.
教师是课程思政教学过程的实施者,也是课程

思政内容的发掘者和设计者,教师个人的科学思维

水平、政治觉悟、道德操行和学生的知识、能力、价值

观的培养是紧密相连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

设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教有法但无定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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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更好地将“课程”和“思政”有机融合甚至化合,在
课堂教学之中真正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还需

要每一名物理实验教师在今后教学实践中不断地钻

研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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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guidanceoftheGuidelineOutline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forU-

niversitiesandcolleges,thecontent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f“describingparticle motion”in

universityphysicswerediscussedfromthreeaspectsofChinese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thedevelopment

historyofkinematicsandphysicalideasandmethods.Itisexpectedtoprovidesupportforsortingoutideological

andpoliticalmaterialsofuniversityphysic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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