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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中案例设计的探索与实践为例，对照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的有关要求，结合《光电效应》章节特点，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课程思政元素，探索课程思

政案例设计方法，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新型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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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case desig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physics and exam-
ines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Guidelin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a”. Focusing on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chapter, it uncovers embedd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in the course, explores meth-
ods for desig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s, and aim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moral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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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使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因此，大

学生思想教育的范畴不应仅仅局限于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各类学科课程都应当承担起适时对学生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 

2.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程的必要性 

2.1. 大学物理课程的特殊性 

大学物理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工科专业的一门必修的通识基础课，内容主要包括力学、热学、光学、

电磁学和近代物理部分，理论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渗透于自然科学的大多领域和工程生产的基础，

具有实施“课程思政”的特殊优势[2]。 
1) 授课对象量大面广。以航空基础学院为例，作为一门通识必修课，所有专业学生均要完成 120 学

时以上的学习任务。基于此，大学物理教员可以对不同系部、不同专业的大量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教学

资源利用率高。 
2) 大学物理授课内容可以与思政教育无缝衔接，有助于学生批判思维的形成。大学物理的研究对象

是自然界物质的结构、组成和相互作用的规律，是从物质世界发现、总结得出的结论，是一门从实际中

来，又到实际中去的学科。物理学的发展史既是一部科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人文史。重大理论的突破，

无一不是经历了大量的失败，伴随着对已有成果的不断否定才能够取得成功的。所以大学物理课程具有

很强的代入感，能够让学生体会到伟大物理学家的心路历程，并有助于批判思维的形成，而不是盲目地

相信权威。 

2.2. 大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新的理论、新的反应不断融入到大学物理课程中来，新的教材也不

断涌现。然而，当前的教材普遍侧重于科学知识的更新，却相对忽视了对物理学史的融入。同时，讲授

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师通常缺乏专门的思政教育背景，这可能导致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以至于学生只关注知识本身，而忽略了知识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很难形成系统的科学素养。在这样的教

学模式下，学生逐渐养成被动接受的习惯，对已有知识不敢提出质疑，批判精神更是无从谈起。 

2.3. “课程思政”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实施意义 

作为一门基础自然科学课程，大学物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传递的是科学精神。大学物理的授课

对象是一年级的本科生，正处于形成系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如能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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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把课程思政案例与教学内容巧妙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思政教育，将有助于引导学生建立正

确的唯物史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现课程思政的核心目标。 

3. 课程思政具体案例 

3.1. 案例简介 

《光电效应》这节课主要内容包括：光电效应现象、爱因斯坦光子理论以及实际应用。在实际授课

中采用了 BOPPPS 教学结构，包含导入、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环节。本案例的设计旨

在深入挖掘本次课中蕴含的丰富思政元素，并有效地融入课堂教学中，力求最大程度地提升思政教育效

果。 

3.2. 案例设计方法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创新教育模式，侧重于在课程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实现知识传授与价

值塑造的深度融合。它尤为重视价值观教育的实施，不仅通过直接的显性课程系统讲授思想政治理论，

还充分利用隐性课程的潜在影响力，以非强制性的方式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念。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全方

位、多维度地培育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增强其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推动学生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因此，在案例设计过程中应始终遵循“如盐在水，润物无声”的课程思政理念，在潜移

默化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瞄准新形势下创新人才培养，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案例构建的具体设计方

法如下： 
1) 深入挖掘物理学史中的思政元素，突出批判思维的重要地位。通过还原当时物理学界的困惑，让

学生站在物理学家的角度对关键问题做出选择，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权威的批判精神。 
2) 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形成科技向善思想。通过了解光电效应在诸多领域的应用，感受到物理

知识反作用于社会、促进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3) 以我国光学领域著名专家为例，培养塑造学生忠诚担当品格。引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同时

介绍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提升国家科技实力过程中体现出的无私奉献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帮助学生感悟

科学家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4) 展示正确的研究方法，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大学物理知识的每一部分都是研究一种特定的运动形

式，而每一种运动形式都由满足自身规律的基本物理理论所约束，这些理论由一条主线所串联，用严谨

的逻辑链接形成自身的框架体系和结构[3]。因此每一部分物理知识的传授其实也是研究问题方式方法的

展示，是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最佳素材[4]。 
5) 感悟课程中隐藏着的科学美感和人文情怀，提升学生审美素养。在物理学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具

有先天的优势，这也体现在科学美感的培养方面。一是物理学本身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辩证唯物

主义价值观，对培养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二是物理规律中蕴

含着丰富的科学美感，通过物理知识与思政元素的对接可以实现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 

3.3. 思政融合点 

思政元素的融入要立足于课程自身的教学理念及教学目标，并对标国家课程思政建设要求，结合大

学物理课程自身特点，既坚持“内容为主”，又注重问题导向，结合学校特色，有针对性地恰当融入思政

元素，做到思政与大学物理课程有机融合统一[5]。遵循以上理念，案例中主要提炼出以下几处思政融合点： 
1) 物理学史：关于光的本质研究的波动说与粒子说之争。 
在引入环节中介绍三次波粒战争的历史，帮助学生感悟物理学的发展过程，指出科学成果都是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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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学家在困惑曲折的历程中通过大胆质疑和理性批判取得的。 
2) 实际应用：光电效应原理在微光夜视仪像增强器中的应用。 
在应用拓展中分析微光夜视仪成像过程中，帮助学生体会物理转换法的科学内涵，感受物理知识对

社会文明巨大的促进作用。 
3) 科学家精神：龚祖同院士在中国微光夜视仪事业上的贡献。 
在讲解微光夜视仪原理的同时，同样要高度重视与学生的情感共鸣，以此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纽

带。中科院西安光机所所长龚祖同于 1960 年试制成功像增强器，用于被动式微光夜视仪，开创了中国夜

视技术的历史。他曾经这样说到：“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一生求学科研，耳闻目睹，在我心灵中形成这

种观念：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唯有科学技术是建国的大事，不朽的盛业。”龚院士的事迹将激

励学生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勇于面对挑战，不断超越自我，将个人的奋斗和追求与国家的发展紧

密相连，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4) 科学之美：光的波粒二象性所蕴含的对立统一之美。 
在小结环节提炼升华，揭示科学之美。光的波粒二象性为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科学依

据，深刻揭示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所谓无平不颇，无往不复，一阴一阳之谓道。物理学家 300 多

年的争论，最终归于对立统一。 

3.4. 预期效果 

通过《光电效应》授课后，使学生对于光的本质认识产生飞跃，重新确立光的微粒性，认识到光的

波粒二象性。在思政方面可以使学生感悟物理学辩证统一的思想，进一步感受到物理知识反作用于社会

的巨大作用，最终坚定科技报国的理想，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之中。 

4. 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类课程都必须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协同效应。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物理课

程，不仅独具优势，还能与教学过程深度融合、与思政课程相辅相成。只要每位教师都能有效利用课堂，

持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未来必将带来积极而显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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