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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能有效将课程思政融入物理实验课程中,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对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

重新构建,从课前、课中、课后3个层面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介绍了物理实验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方式,并以单缝

衍射及光强测量作为例子详细说明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如何推进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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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立
德树人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

融合到一体.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在向学生

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能力的过程中,树立起学生正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有各类课程都根据

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深挖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中

与思政课程形成协同效应,最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1]大学物理实验课是一门面向全校理工科专

业的课程,是一门以学生为本,注重基础性、实践性、

探索性有机统一的课程.基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中提出的“公共基础课要提高大学生人

文素养、科学精神、爱国情怀、增长知识见识”等要

求,结合物理实验具有丰富人文背景以及实践性、探
究性、科学性、创新性等特点,对物理实验课程重新

设计,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中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2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设计与实施

2.1 构建新的课前自主模式

依托中国大学 MOOC,建立线上课程.线上课

程分为4个模块:学习模块,通过微视频讲解实验原

理、演示实验操作,提高学生的预习效率;检测模块,

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线上预习情况,加强学生对预习

的重视程度;交流模块,通过平台讨论加强师生互

动,增强学生的参与度;扩展模块,通过课外阅读资

料的补充,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学生对科学前沿

的了解,激发学习兴趣.
2.2 重构课堂教学模式

(1)课前5min,通过中国大学 MOOC课,向学

生发送预习检测题,检测他们的预习情况.根据学生

的答题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把握不同班级学

生的重点、难点部分掌握程度,更有效地设计教学

活动.
(2)在实验内容讲解上,深挖课程思政元素.通

过介绍实验相关的背景知识、科学家事迹以及科学

前沿,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辩证思维、探
索科学的热情,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3)在实验教学上,摒弃教师演示、学生照做的

依葫芦画瓢模式.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各实验室根据

实验内容的不同,设计实验活动,同时设置回答问题

即可加课堂表现分的奖励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主动性.在我们的 MOOC课互动交流区,有学

生留言“感觉实验比理论还要难”,这说明学生动手

能力有所欠缺,不能将所学的东西应用起来.因此,

通过实验活动,让学生能真正地将理论应用到实践,

实现知识到能力的转化.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培养学

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努力、认真的职业素养,培养学

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与学术态度,培养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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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加课程的高阶性

建立创新实验室,组建创新实验团队,完成实验

创新项目,激励学生参加物理实验竞赛.提升学生能

力,提高学生科学思维,激发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团

队合作精神.让学生能将理论应用到实践,实现知识

到能力的转化.

3 课程思政实例———单缝衍射及光强测量

以实验项目单缝衍射及光强测量为例,具体说

明如何在课程中引入课程思政.
3.1 知识背景与应用介绍 深挖思政元素

首先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让光经过一个小

孔,在光屏上可以看到一个光斑,如果不断缩小孔的

几何尺度,我们将会看到什么现象呢?”引入光的衍

射的概念.这一过程中,通过一个问题先引起学生的

兴趣,将学生的注意力带入课堂中.接着介绍光的衍

射理论的发展.从而自然而然地引入课程思政内容,

从光衍射现象的首次发现到最终解释这一现象经历

了上百年的实践.这说明科学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寻求真理的精神.激励

学生在学习、工作中也应当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进
一步说明,光的衍射反应了光的本质.我们对光的认

识,从最初认为光只是一种“粒子”,经历了3个世

纪,最终得到光的本质既是“粒子”又是“波”.这告诉

学生看待事物要具有辩证思维,对事物的探索要多

角度、全方位.再向学生提出问题,“对于光的认识,

是否还会有新的发现?”提示学生人类对事物的认知

是螺旋式上升的,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要对

事物保持有好奇心、创新精神、探索求知精神.为了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爱国情怀,对光的衍射的相关应

用也做了介绍,如介绍光的衍射用于晶体结构分析,

展示晶体衍射花样图.介绍中国“天眼”,向学生展示

我们国家的技术与力量、民族团结精神,激发学生的

爱国情怀.通过光的衍射相关知识背景和应用的讲

解,将科学精神、辩证思维、创新精神、爱国情怀等思

政元素有机结合到教学内容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

生积极效果.
3.2 设计教学活动 渗透课程思政

实验内容不再是教师操作、学生重复的模式,通
过活动形式来完成.如:

活动一:学生自己动手让激光通过单缝,观察分

析衍射图样的特点.在动手操作实验之前,学生对单

缝衍射产生明暗相间条纹的认知是来自于课本上

的,通过自己动手操作后直观地看到衍射图,建立学

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认知规律.
活动二:学生自己动手调节仪器,在示波器上能

看到单缝衍射光强.在活动的过程中,师生进行互动

探究.让学生提出问题,教师与学生一起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
学生真正地融入课堂中.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严
谨的科学素养.在学生记录实验数据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不造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活动三:完成基本的实验内容后设计扩展实验,

提升学生的能力.在这一阶段,学生的能力得到提升

后会从中获得成就感,这一成就感将会进一步激发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最终这一学习的主动性、热情可

以迁移到别的课程的学习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
3.3 组建创新团队 推进课程思政

以学生自愿为原则,组建创新团队,教师参与指

导完成创新项目.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可以拓展学

生的知识广度、深度,提升学生的思维.完成创新项

目的过程中,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创新能力都将得到提升.

4 结束语

本门物理实验课程,首先,通过线上教学,使学

生没有进入课堂就融入到课程中,提高学习的兴趣,
激发探究科学的热情,达到课前激发学习兴趣、扩宽

知识面的效果;其次,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设置活动

完成实验内容,在实践的环节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学

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素养、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团结

协作的精神;最后,课后组建创新团队,使学生的能

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通过课前、课中、课后3个维

度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达到我们的课程思政目标.
当然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不

同的学生,教师需要不断地探索找出一条更合适、更
有效的思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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