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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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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作为受益学生面较大的公共基础课程,大学物理实验在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和实践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从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学问题出发,分析开展“同向同行”思政教育的可行性设计,并以具体教学实践

探讨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路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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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习近

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是真正培养出对国家、对

社会、对人民有用之才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要

把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并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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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为加快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教育部等八部门在关于加

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指

出,要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

素质、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公共基础课程[8].针对

高校课程思政课程的建设,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了目标、基本要求、

分类指导、政策规范等一系列要求[9].如何在公共基

础课程中坚持“德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并进”,形成协

同效应,深入发掘各类课程育人资源,实现思政教育

贯穿到高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生动活泼地渗透

到教学和服务学生学习全过程,实现同向同行润物

无声的育人目标,已经成为当前各高校开展教学实

践的一个重大课题[10,11].
作为理工科学生步入大学后接触到的基础性实

践课程,大学物理实验着重培养学生仔细观察、查阅

资料、独立思考、确定实验方案、协同操作等方面的

能力,培育学生科学思维与意识,提高学生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12].教育部高等学校物理学与天文学教

学指导委员会发布的《理工科类大学物理实验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指出,物理实验课是各高等

理工科院校的必修基础课程,是本科生系统进行基

本科学实验和实验技能等科学实验基本训练的开

端,对培养学生科学实验能力、提升科学素质具有重

要且其他实践类课程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人类在追求真理和探索未知的过程中逐渐

形成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

实验探索和验证,推动了人类对物质世界基本认识

的发展进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社会

生活.物理学实验作为物理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其

体现的科学实验共性,在实验思想方法及手段等方

面已成为各学科科学实验的基础.大学物理实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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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性、方法性以及其知

识体系逻辑关系中蕴含的朴素但深刻的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在学生科学素养、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同时,深入挖掘其独特历史文化渊源、社

会文化价值、现实发展意义和道德价值,将知识教育

与价值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与思想政治素养培

养充分结合,在阐述真理的同时,实现学生思想道德

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完美人格的塑造;在体验知识的

获得感和满足感的同时,精神上得到洗礼和升华,从

而实现思政课的同行、协同效应[13~16].
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多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构

成的一个复杂体系.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构成思

想政治教育的4个基本要素分别为教育主体、教育

客体、教育内容、教育模式[17].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

的4个要素出发,在分析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

学现状的基础上,探索课程实践中各环节开展思政

教育的可行性,并以具体教学实践探讨思政元素的

有机融入路径和方法.

1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学的现状

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多变的思潮渗透

情况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得到了各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思政课程改革也得

以迅速推进,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学物理实验课

程作为学校受益面较大主要的基础课程之一,其思

政渗透和育人体系的构建在实践过程中却推进

缓慢[18].

1.1 教学承担者:教师观念转变缓慢 重视程度

不足

自教育部在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

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启动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双万计划”以来,作为课程

的组织者、设计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各类专业课程

任课教师在专业知识教育方面高度重视,并积极响

应高等教育的“金课”建设,努力提升专业课课堂教

学水平.但是,我们不难发现,部分专业课程教师虽

按照要求增加了思政元素的有关内容,但在对课程

思政的认识程度、认同意愿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长久以来在教学工作中形成的传统教学观念和

分工,使大部分专业课任课教师在教学行动中只重

视课程教学和学生科学知识素养的培养,将物理实

验这类自然科学课程与“属于辅导员、学工部”的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觉地割裂开来;或者过去强

调课程的知识性和工具性,较少关注机制观念的融

入与引导;或者将思政教育目标机械在专业知识讲

授过程中靠记忆强行灌输,无法引起学生的情感共

鸣和理性思考.由于在课程思政认同上存在的问题,

部分专业课程教学承担者未能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思

政教育的融合渗透,很难在课程教学中发现课程本

身所蕴含的深层次、丰富生动活泼的思政元素,也缺

乏将其寓于、融入专业知识教育实践活动的能力,最

终导致课程授课过程中课程思政的价值缺失或引导

效果较差,无法达成课程教学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协

同育人的目标[19~21].

1.2 教学对象: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 认知能力

有限

作为一门培养学生科学实验基础能力的重要必

修和基础实践课程,国内大部分院校和专业的大学

物理实验课程均设置在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受

到中国教育改革客观环境、学生来源、高中阶段对实

验课程重视程度等多重因素影响,作为教学对象和

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和受动者的部分高校新生,

在课程开设之前缺乏对课程体系的了解,往往学习

目标不够明确,在“学什么,为什么学,怎么学”方面

认识不清、无所适从.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高度重视专

业知识和课程考核内容的学习,对非专业课程的通

识性教育相关课程重视不足;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对

思政课程仅仅满足于考试合格,对非思政课程中的

课程思政内容更加难以深入体会.在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学习中仅关心实验现象的观测、实验数据处理,

对物理现象来源和发展历程背后的人文精神、科学

素养一无所知.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在提高科学素

养的同时,发挥课程思政在提高思想水平和塑造人

格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

1.3 教学内容:课程思政探索不够 课程思政目标

整合不足

在教学大纲制定和执行大纲的实践过程中,各

高校均严格按照教育部教指委《理工科类大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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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有关教学基本要求开设

相应的实验项目,高度重视其中关于实验技能和基

本能力的培养与考核,但对于课程授课内容中的思

想政治教育重视程度远远不足.在指导教学实践的

执行大纲中,对挖掘丰富的思政元素并将其生动活

泼的寓于、融入实验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突

出和强调程度不够.每个物理实验项目均是科学家

们在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经过不断努力实践的成

果,它们均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背景和人文精神可

供挖掘.如何在多样的思政教育内容中,选择适合学

生构成、符合课程授课规律的思政元素,开展嵌入式

育人课堂教学实践是一个关键问题.
现有的教学执行大纲中,一方面对思政思想的

深入挖掘不够、思政元素凝练不足,另一方面对挖掘

出来的思政元素只是进行简单罗列,对于指导授课

过程中的科学知识传授与思政元素的时间分配、融

合方式往往未进行说明阐述.作为课堂教学的指导

性大纲,如果未能为授课教师明确高度凝练的思政

元素,并给出思政教育在科学知识传授过程中的引

入、有机融合方式方法,势必将导致课程学习无法达

到目标的同时,思政教育目标也无法实现,势必引起

学生的负面反馈,影响课程改革的进行.

1.4 教学模式:实验课堂教学模式单一 思政教育

融入途径创新不够

在理论教学过程中专业课程教师高度重视课堂

教学模式的改革,构建了翻转课堂、网络慕课、线上

线下混合等新颖的授课模式,但鉴于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其独特的授课环境其教学模式改革一直推进较

为缓慢.各高校对大学物理实验授课中教师主讲过

程往往规定为不超过30min,其余时间为教师演示

和学生的实践操作环节.与此同时,在物理实验课程

教学内容较多、知识点目标较难、授课课时紧张的前

提下,思政元素的引入势必将对学时分配和课堂授

课安排均有一定影响.为在有限实验课堂教学时间

内优先保证科学知识教学目标的达成,课堂教学往

往出现教师主导下的原理知识满堂灌、操作环节手

把手教的情况.如何在紧张独特的实践教学课堂上

实现思政元素与实验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实现实

验课堂教学改革和课堂思政教学模式的同行同改是

一个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22,23].

2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2.1 教学承担者:教学观念改革创新 打造铸魂育

人导师

作为课程的设计者,授课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任课教师发挥自身主

观能动性真正的转变思想观念,实现教学观念的改

革创新,才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只有

思想上对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性给予高度的重视,

才能够在实践中自觉地分析“教什么、怎么教、为什

么教”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自然就会在课程教

学中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现学生技能培养

和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作为教学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的校级教学管

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建设,在为教师开展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和给予足够

支持的基础上,做好思政教学改革任课教师的培养

工作,进一步弥补自然科学课程任课教师在开展思

政教育方面能力的不足,让教师有能力开展并做好

课程思政教育.通过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和学生

管理专家进行专项指导培训和研讨,进一步统一认

识,培养一批“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

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课程思政教师,并以

此为关键抓手和必备条件,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与自然科学课程所在院系交叉结合的思政课堂教育

交流和培训体系.
只有教学承担者的教师能够自觉地转变教学观

念,不断深入提升自身认知水平和挖掘实验课程丰

富的思政元素,才能在教学设计、教学理念、教学过

程中始终自觉地履行课程思政的育人使命,才能实

现实验课程的铸魂育人功能;只有管理者和管理部

门创造良好的思政教学环境,打造铸魂育人的师资

队伍,才能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2.2 教学对象:学习目标明确崇高 激发内在自发

动力

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是课程教学中需要

完成的思政教学要求,更是学生自我发展的内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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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作为培养的主体是影响课程思政培养目标

达成的关键,而学习主体的学习目标不明确、主动性

不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不

利于课堂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开展.如果主体自身意

识上未明确学习目标,客观上不从学生主体性的角

度进行内在激发,教师主导下的课程思政将很难达

到预期的效果,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最终变成了对教

师思政教育能力的提升.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只有

具有明确崇高的学习目标,才能不满足于现状,激发

自我学习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汲取每一个实验项目

背后的知识要素、科学理念、创新思维,才能在实验

实践过程中不断突破和发展,才能形成完美的人格

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实现学生科学素养和思想

政治水平的同步提升,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

人才.

2.3 教学内容:思政内容鲜活丰富 构建课程教育

与思政教育融合课堂

作为理工学生的重要通识性课程,大学物理实

验课程在为学生开展后续专业课程教育奠定了重要

的知识基础和技能培训基础的同时,其丰富的科学

知识背景和人文精神提供了大量的思政元素可供提

炼.在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和学生管理专家的指导下,

选择适合学生构成、符合课程授课规律的思政元素,

并将这些丰富生动的思政元素充分凝练与科学知识

体系进行有机的结合.在教研活动中统一思想,通过

课堂教学不断实践和提升,最终在教学执行大纲中

明确列出,实现课程指导思想和课程实践活动的

统一[24].

2.4 教学模式:课内课外拓展外延 营造立体化学

习过程

根据物理实验课程特点,以“有创造力和有魅

力”的实验课程线上线下教学理念为指导,确立“思

政融合、问题引领、兴趣驱动、自主探究、多元评价”

的实验教学思路,采用线上线下、课前课后、课上课

下相结合的教学组织模式,将“多平台协助、全方位

服务、全流程评价”贯穿“课前辅学、课中研学、课后

拓展评价”整个教学过程中,解决实验课程知识点

较难、课时紧张、思政课程的引入与科学知识目标达

成在学时分配和课堂授课安排上的冲突等一系列问

题,实现综合素质培养、知识传授、实践技能锻炼,思

政教育在实验教学全过程的有机融合.
这种教学模式可以较好地实现课程教育与思政

教育的有机融合,实现“穿越历史、遵循规律”的实

验课程教育,让学生在学知识、做实验的过程中,从

每一个实验的原理探索、设备研发改进中了解科学

的发展艰难和科学家的精神品格,激发学生求知欲

和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这种教学模式在拓展外延

中做到了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达到既能缓解课堂紧

张气氛,活跃课堂氛围,激发人文情怀,同时提高学

生课前课后自主学习积极性的目的,充分发挥课程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3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以等厚干

涉牛顿环为例

  等厚干涉牛顿环实验是大学物理实验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光学实验,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对光学

的相干知识具有直观的认识,强化学生对相关知识

的掌握.
利用网上课程充分做好课前引入,在问题驱动

下了解什么是等厚干涉,牛顿环是在怎么样的历史

背景下完成的实验项目? 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

和视频,让学生在了解光学发展的同时,充分学习科

学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系.光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波

三折”体现着辩证哲学的重要思想,闪烁着无处不

在的科学灵感,也充满着科学家无畏的质疑探索

精神.
利用课堂讲解,分两个层次逐层深入讲解为什

么能够形成牛顿环? 第一个层次从经典原理图讲解

到实际牛顿环仪器现场拆解,让学生在惊叹声中明

白平凸透镜和下面玻璃平板几乎无法分辨.在讲解

中使学生明白平凸透镜的曲率半径要达到几乎用肉

眼无法分辨,这与从书本被动接受的图像完全不同,

从而清楚原理图到实际实验过程中的距离和困难,

了解到实验伟大的同时明白科学家从理论到实践探

索过程中的艰辛付出.第二个层次从牛顿环的理论

公式讲起到实际测量使用公式讲解,让学生明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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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仅仅是操作,背后有着数学建模的重要思想.做

实验不仅仅是闷头苦干,更多的是要学会客观评价

测量过程中工具、方法的选择,也许数学简单推理比

实验工具的改良效果更好,让学生在方法论中悟出

学习的正确方法[25,26].
在课后延伸的网络教学和交流中,讲解光学对

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量子通讯方面取

得的重大成果,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通过历史上

1675年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与欧洲的科学发展史的

对比,告诉学生科学的发展进程需要一代一代人的

付出和努力.中国从四大文明发源地到近代科学的

落后,有着发展历史上的一系列原因;我国今天虽取

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不难发现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

而这些都需要一代代青年人不断的奋斗[27].

4 结束语

作为受益面较大的理工科院校基础性实践课

程,大学物理实验具有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和开展思

政教育的优势.只有教学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积

极参与其中,实现思政教育各元素的协调和有机结

合,才能实现科学知识传授、能力素质和价值引领的

共同发展,实现课程教学与思政教学的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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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andExploration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f
CurriculumTeachingi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

LuoYanwei WangJuntao
(CollegeofScience,He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engzhou,Henan 450001)

Abstract:GeneralSecretaryXiJinpingdeliveredanimportantspeechattheNationalConferenceonideological

andPoliticalWork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proposedthat"Wemustadheretothecentrallinkofmorality

andcultivatingpeople,andimplem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workthroughoutthewholeprocessofeducationand

teaching,soastorealizethewholeprocessofeducatingpeopleandall-roundeducation.Variouscoursesand

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sgointhesamedirection,formingasynergisticeffect."Asapublicbasic

coursethatbenefitsmorestudents,collegephysicsexperimentshaveuniqueadvantagesinintegrating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ducationintoresearchandpractice.Thisarticlestartsfrom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of

collegephysicsexperimentcourses,analyzesthefeasibilitydesignofcarryingout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thesamedirection,andexplorestheorganicintegrationpathandmethod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lementswithspecificteaching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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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choolPhysicsDeepLearningBasedon
CircularMotion ModelConstruction

MaoNing WuFeng HuiZhixin FengGuolin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InformationEngineering,NingxiaTeachersUniversity,Guyuan,Ningxia 756000)

Abstract:Thetraditionallearninglinksaredividedintolevelsaccordingto Bloom′seducationalgoal

taxonomy,andthe"circularmotion"modelisusedasthecarriertostudyhowtotransitionfromthetraditional

curriculumthatmainlyimpartsknowledgetothecurriculumreformofeducatingpeoplewithknowledge,and

cultivatestudents′modelingability.Takingmodelconstructionteachingasanexampletocarryoutdeeplearning

teachingdesign,torealizetheleapfromshallowlearningtodeeplearning.

Keywords:circularmotion;modelbuilding;highschoolphysics;deep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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