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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半导体物理与器

件课程作为应用物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旨在为培养半导体领域的科研和应用的创新型人才打下基础.该课程的教

学内容中蕴含了丰富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易于在教学中实现课程思政教育,通过教学中课程目标和内容的优化

设计,教学方法和平台创新融合,以达成融合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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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1]当代大学生将成为未来几十

年各行业的中流砥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坚力量.因此,对于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怎样培

养是每一个高校教师和每一个课堂的重要命题.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作为应用物理学专业的

核心课程,内容涉及半导体材料的基本结构和半导

体器件的基本结构、物理原理和光电特性等基础知

识,旨在为培养物理学及相关学科前沿问题的科研

人才和能够运用物理学基础知识服务现代高新技术

和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型人才打下基础.通信技术、环

境污染和能源短缺问题、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

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和挑战,

也是当代中国和全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半导体

材料和器件在这些高新技术领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

且难以替代的,因此半导体行业的领军者和参与者

都需要有自信、有担当、有追求,脚踏实地,做开创新

时代的有志青年.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中的理论

知识和器件特性与这些前沿科技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传授半导体知识原理和培养半导体行业的创新开

发能力外,还需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培育坚持真理,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2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

2.1 课程教学全过程贯穿思政教育指导思想和核

心内容

2.1.1 半导体物理相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灵活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和社会最本质规律及

其特征的科学论述,它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以及帮助人们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2].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中的许多理论知识和

实践经验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

理解和阐释.主要体现在:

(1)课程中涉及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马克

思主义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守恒定律是自然

科学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础的规律与本质,是我们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普遍、最有效的科学武器

之一.
(2)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开发应用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论.半导体相关的实验结果可以检验

和证实相关理论,也可对理论原理的丰富和完善提

供实践经验,反过来半导体理论又能进一步对半导

体材料和器件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半

导体物理理论的发展和器件的开发应用互相制约、

相辅相成,永远有机地共同推动着整个半导体行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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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和分析半导体器件原理时,需要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比如在分析各类半导体器件

的特性时,既要看到器件的理想特性,也要考虑非理

想特性,要两点兼顾,但同时又要重点抓住主要影响

因素,解决主要问题,不能等量齐观,犯均衡论的错

误.同时基于二极管、晶体管、场效应管制成的半导

体器件种类很多,特性不一、应用广泛,在分析和解

决具体问题时,要在半导体物理普遍性原理的指导

下,重点分析具体器件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矛盾论的基本内容,

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分析半导

体器件的关键.

2.1.2 半导体行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体现

我们要建设成为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构建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美好社会,从

个人角度来讲就需要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基本道德规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

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培养年轻一代成为走在时

代前列的开拓者和奋进者,在时代洪流中披荆斩棘、

开创佳绩.
半导体行业经历的全球“芯片荒”以及中国的

“用人荒”,芯片行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和芯片交

货遥遥无期的双重挑战,在人才争夺与产能不足中

依旧一片兵荒马乱,这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

新能源汽车等众多产业产生影响.美国的芯片禁令

告诉我们要始终牢记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的发展理念,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为相关高新技

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我们的青

年学生要满怀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努力奋斗,学有

所成之后为国家高新技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每一个领域的创新发展都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

累和人才积累,芯片产业也不例外,这就需要每一个

从业者具有忠于职守,克己奉公,脚踏实地谋发展的

敬业精神.同时,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我国在半

导体行业的各领域都发展迅速,这是我们新时代中

华儿女的骨气和底气,也让我们更加坚定自信,对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当然这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坚持求真务实、勤奋努力,用青春和汗水共创

美好新时代.

2.2 课程内容全方位展现科学精神

2.2.1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的发展历程是科学精神

的体现

从1833年法拉第发现半导体材料拥有负电阻

温度系数的特性,到如今的智能手机、LED、计算机

等各种半导体器件随处可见,这100多年来,半导体

物理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的开

发应用经历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

们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精神的

完美阐释.

2.2.2 半导体物理基础知识是科学精神内涵的

体现

半导体物理理论主要以能带理论为基础探讨半

导体材料的载流子在杂质和缺陷、光、电、磁等影响

下的分布和输运状况,并依此探讨二极管、晶体管、

场效应管以及各类复杂半导体器件原理特性.这个

理论知识体系对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相关特性进行理

论解释和有效预测,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体现了实

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精神.

2.2.3 半导体器件原理和应用是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的综合体现

自然科学与社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自

然科学也承载着价值引领的使命[3].无论是基础的

二极管、双极型晶体管和场效应管等半导体元器件,

还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制成的计算机和智能手机,都

影响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LED照明节能

环保,网络通信方便快捷可知天下事,信息化和自动

化发展的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释放了繁重体

力劳动力的双手,对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产生影响,提

升了社会生产力.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了敢于

挑战、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还体现了为社会发展和

人类文明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人文精神,这都

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的体现.

3 课程思政的优化设计与实施路径

3.1 课程目标体现价值引领

课程目标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向,贯穿于课程

教学的全过程,在课程目标的设定上需要坚持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有机融合,在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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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需要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半

导体物理基础理论和半导体器件结构原理的基本知

识,拥有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怀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担当重担的

奉献精神.从价值引领上来说,主要体现在:

(1)培育科学精神.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

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科学精神、

科学素养、科学作风和创新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获

取知识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
(2)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增强运用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3)增强 “四个自信”.强化学生民族和文化的

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
(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培养

勇于承担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

成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3.2 课程内容实现思政融入

教学内容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实现课程

目标的养分,要紧密围绕融合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价值塑造的课程目标来设计课程内容.
(1)将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发展历史融入课程

内容.通过科学家们追求真理、敢于挑战、勇于实践、

开拓创新的精神,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2)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融入课程内容.如非

本征半导体中费米能级、载流子的浓度、电导率等参

量受杂质浓度和温度的影响,但在不同的温度区间

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在分析时,需要明确主要

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在不同条件下主次矛盾相互转

化的问题.在理解各类半导体器件的特性时,需要了

解理想器件特性和非理想因素的影响,除了需要了

解主次矛盾之外,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普

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相结合,在半导体物理的普遍性

原理指导下,重点分析具体器件的特殊性质,才能得

到与实践结果相一致的结论.诸如此类的在课程内

容中融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以此增强学生灵

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3)将半导体技术前沿和相关产业的最新动态

融入课程内容.如芯片禁令、科技制裁等受制于国外

“卡脖子”的现状,用以唤起学生的爱国奉献精神,

主动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又如国家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的骨气和志气以及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最新动态,帮助学生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与联系,

增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自信.

3.3 教学方法运用融合创新

教学方法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手段,是课程内容

的具体展现,要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设计合理的教

学方式.除了传统的讲授知识点外,综合融入以下主

要教学方法:

(1)引入问题导入式教学.通过提出需要解决

的问题引入教学内容,突出课堂教学重点的同时让

学生理解其中的物理意义或思维方式,同时通过比

喻、归纳、类比等方法引导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式

和方法,帮助学生将半导体理论和器件相关知识有

机地联系起来,避免孤立地理解和记忆知识点[4].例

如通过提出问题“二极管PN结单向导电性的物理

原因”引入PN结的基本结构,并综合运用半导体载

流子的输运、费米能级、能带结构等基础知识讲授

PN结的空间电荷、内建电场、内建电势差等基本概

念及其在外加偏压下的变化情况,从而分析得出正

偏和反偏对PN结导电特性的影响.由此引导学生

在掌握知识、提升能力的同时采用科学的思维方式.
(2)增加案例教学.运用半导体仿真软件对二

极管、晶体管、场效应管进行仿真模拟,由此将半导

体器件的结构和特性可视化地呈现出来,由此直观

体现材料性质、掺杂浓度、温度、电压等因素对器件

特性的影响,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合半导体理论

知识和器件原理,能够理解半导体原理是半导体器

件特性的理论基础,而器件特性是半导体物理定律

的宏观呈现,它们缺一不可、相互印证.由此引导学

生在处理问题时要理论联系实际,要理解普遍性和

特殊性原理.
(3)引入信息化教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讲解基

础知识点,学生依据这些基础概念和网络平台基础

课件、慕课的教学视频等自主学习资源,搜索浏览半

导体相关前沿期刊论文和半导体产业相关网站,经

过小组交流讨论学习,进入课堂讲解讨论,由此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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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并完成知识的迁移,同时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结协作解决问题的

能力[5].

3.4 教学平台延展课堂内外

教学平台是专业人才培养的载体,是实现课程

思政目标的土壤.对于学生的价值引领不仅在课堂

之内,还在于课堂外的方方面面.在课堂内,学生从

教师身上不仅学习课堂上的知识和能力,还会学到

做人做事的准则,所以教师自身的道德品质是对学

生进行思政教育和价值引领的最潜移默化的方式.
教师除了通过课程内容来实现育人目标之外,还可

以从课堂教学中体现出的自身价值观对学生产生直

接的价值引导,比如教师上课从不迟到早退,每次授

课准备充分,作业的批改和点评到位的敬业精神;授

课时真心关爱学生,严格要求学生,公正对待学生的

友善精神等都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引领作用.
在课堂外,教师对于学术研究上追求真理,勇于探

索科学精神和恪守学术规范,诚实守信的道德品

质,是对学生最好的榜样教育.此外学生在课堂之

外参加的各类型的实践课程、创新创业实践实训

活动、校内外志愿服务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等,可

以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马克思理论方法有助于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体会敬业、诚信、友善有助于

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体会科

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精神有助于勇于挑战、开拓

创新.

4 结论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课程的教学全过程贯穿思政

教育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课程内容全方位展现科

学精神,可以通过优化设计实现价值引领的课程目

标、融入思政教育的课程内容、运用融合创新的教学

方法,多平台育人的方式将课程思政贯穿于课程教

育的各环节中,努力实现半导体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的同时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

观,以此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 10 18

2 牛先 锋.马 克 思 主 义 为 什 么 行[J].中 国 纪 检 监 察,

2019(15):40~43

3 张威.高校自然科学课程体现思政价值的意蕴及路径探

索[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6):56~61

4 吴显金,刘子建,刘曼,等.基于问题引导的“电子技术”

精品示范课堂教学[J].新课程研究,2017(4):67~69

5 陈卉,师向群,胡云峰.“微电子器件”课程混合式教学资

源建设研究[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20,42(1):30~

32,109

ExplorationandPracticeon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ofCurriculumin
SemiconductorPhysicsandDevices

SuPing TaoChuanyi ZhouMi
(SchoolofScience,Chongq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

Abstract:Fortherejuvenationofthenation,themajorpropositionofcultivatingyoungpeopleinthenewera
wasputforwardatthe19thCPC NationalCongress.Asthecorecourseofappliedphysics,thecourseof

semiconductorphysicsanddeviceslaysafoundationforcultivatinginnovativetalentsinsemiconductorresearch
andapplication.Thecontentofthiscoursecontainsrichideologicalvalueandspiritualconnotations,anditiseasy
torealiz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eaching.Throughtheoptimizationofteachingobjectivesand
contentaswellastheinnovationandintegrationofteachingmethodsandteachingplatforms,itcanhelpachieve
theeducationalgoalofintegratingknowledgeimparting,abilitycultivation,andvaluableguidance.

Keywords:semiconductorphysicsanddevices;valueguidancethroughthecurriculum;scientificspirit;

implement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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