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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引领方向，致力于将思政教学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以培养新一代“德

才”兼备的大学生。医用物理学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具备授课专业广、学习人数多等教学优势。为了探

索课程思政与医用物理学最佳的融合途径，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改善课程思政教学单一化、说教化、

局限性等问题，本文采用“CBL-RISE”(Cased-Based-Learning, Reference-Instruction-Self-Education)
教学模式，详细讨论了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的设计及应用。文中以流体力学为案例基础，以都江堰水利

工程为文献导学，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引

领教学形态，培养自主学习的综合性人才，为进一步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提出了新方法及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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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leading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
tion in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cur-
riculum content, a new 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can 
be trained. As a basic course, medical physics has many teaching advantages, such as a wide range 
of majo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best wa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medical physics,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simplification, education and limi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teaching mode of “CBL-RISE” (Cased-Based-Learning, 
Reference-Instruction-Self-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edical physics in detail. In this paper, fluid mechanics is taken as a case, 
Dujiangya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used as a literature guide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autonomous learning,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lead the teaching form with 
the value of “moistening things and being silent”, and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talents for auto-
nomous learning, which puts forward new methods and new ideas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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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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高等教育需要有效利用课堂平

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综合性人才[1] [2] [3]。 
医用物理学作为高等医学类院校的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具有授课专业广泛、授课人数众多等

特点，成为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优势课程。同时，医用物理学课程内容蕴含丰富的科学思想及先进方法，

也为课程思政的开展提供了大量优质的案例及拓展平台[4]。 
在政策的指导下，全国高校已陆续开展全方位的课程思政教学探索，课程思政与文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等众多课程的融入已经初见成效[5]。然而，课程思政教学的推广也凸显许多问题：(1) 课程

思政的说教化。许多课程强行植入思政要点，课程思政成为了“喊口号、写标语”的形式，导致学生接

受程度低，教学效果差。(2) 课程思政的单一化。思政教学与课程内容衔接不紧密，导致无差别化的课程

思政教学，思政与课程内容脱节。(3) 课程思政的局限性。思政教学仅限于课堂内容的解读，导致课程思

政无拓展性、延伸性，并未实现培养自主学习、勤于思考、善于发现的课程目标。 
鉴于此，本文将新型的 CBL-RISE 教学模式引入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CBL-RISE”模式源于“CBL”

(Cased-Based Learning)案例教学模式与“RISE”(Reference-Instruction-Self-Education)的综合应用[6]。一

方面，丰富的案例教学在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中能够提高思政内容的亲和力，实现情境共鸣的效果。

另一方面，相关的文献及资料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培养学生文献检索、总结归纳的能力，实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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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维和思政内容相互融合。 

2. CBL-RISE 模式的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设计 

医用物理学是一门基于物理学基础知识，构建医学技术应用的综合性学科。该课程内容包含丰富的科

学思想、蕴藏了深厚的物理学故事。基于学科特点，课程从四个方面进行 CBL-RISE 模式课程思政设计。 

2.1. 唯物主义及科学思维的构建 

医用物理学讲授过程中紧密联系物理学史的内容，讲述物理学发展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内外科学家事

迹。从我国古代的著名典故到外国科学发展的名人名事，这些素材均是课程思政的丰富案例。从曹冲称象，

到司马光砸缸；从牛顿发现苹果落地，到库仑总结电荷规律。每个故事均启发学生以唯物辩证主义的思想

思考问题，正确理解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并鼓励学生善于思考、善于发现，激发学生科学思维。 

2.2. 爱国主义及家国情怀教育 

新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离不开老一辈科学家的全身心投入，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钱三强等在

“两弹一星”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成就。他们牺牲个人利益，为祖国的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克服艰苦的科研环境，为祖国攻克难题。课程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介绍这些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

可以激发学生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启发学生居安思危，培养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的家国情怀。 

2.3. 中华文明的传承及民族使命感的担当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基础，无论是人文地理，还是科技应用均为人类的历史写下

了壮美的篇章。《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均凝集了中国古代科学家丰富的智慧。指南针、

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四大发明”与世界奇迹长城、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均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对物

理的推广及应用。课程教学中，适宜的讲述中华民族的文化故事，科学应用等，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民族使命感，成为新时代有担当的青年。 

2.4. 新时代的科学挑战与进取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sign for medical physics courses in CBL-RISE mode 
表 1. CBL-RISE 模式的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一览表 

序号 教学内容 案例教学 CBL 文献导学 RISE 思政培养 

1 绪论 自然的哲学——物理之美 水滴的形状 唯物辩证思想 

2 力学 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 京张铁路 爱国主义教育 

3 流体力学 都江堰水利工程历史和应用 都江堰“岁修” 民族自信心教育 

4 热学 生命的诞生和消亡和信息熵 癌症与熵 唯物辩证思想 

5 静电场 心电图的发明和应用 急救设备 AED 科学思想培养 

6 磁场 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 司南的历史 民族自信心教育 

7 电磁学 安培的分子环流假说 麦克斯韦电磁方程组 科学精神培养 

8 直流电 伽伐尼发现“动物电”的事迹 神经网络方程 唯物辩证思想 

9 光学 激光的发展历史 激光医学 科学精神培养 

10 原子核物理 “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事迹 氢弹 爱国主义教育 

11 量子力学 中国“量子通讯”的发展 量子纠缠态保密 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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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均突飞猛进。尤其在基础建设、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设备制造等领域进入了国际先进水平。如已建成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眼”；已经研制成功的

世界首个量子通讯卫星“墨子”号等。课程教学中，涉及相关物理基础部分，着重介绍这些科技成果的

发展和应用，有助于启发学生科学探索的动力，激发学生投身祖国建设、报效国家的热情。 
基于以上四部分思政案例，课程将案例教学(CBL)同文献引导自主学习(RISE)模式相互结合。根据课

程内容，每章选取一至两篇文献或资料，有针对性、目标性的引领学生开展深入思考及自主学习，同时

章节设计相应的思政培养目标，让学生在案例分析和文献导学中潜移默化体会课程思政内容，其详细设

计如表 1。 

3. CBL-RISE 模式的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应用实施 

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需要实现两方面教学目标。一方面，学生能掌握扎实的物理知识及基础科学技

能；另一方面，学生能够潜移默化接受思想教育，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得到正确引导。鉴

于此，CBL-RISE 模式课程思政教学主要以四部分为基础，详细实施路线绘制于图 1 中。 
 

 
Figure 1. CBL-RISE medical physics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roadmap 
图 1. CBL-RISE 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实施路线图 

3.1. CBL 案例分析 

根据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目标，课堂选择多元化的案例进行分享。课程思政案例源于中外经典的科

学家事迹、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时事生活情景故事等。案例分享大多采用图片、动画、视频等形

式，丰富的数字资源案例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关注度。 

3.2. RISE 文献导学 

根据课程思政的能力培养目标，课程选取相关文献及资料进行导学。课程文献和资料大多源于经典

著作的节选、知名科学家的评论、科技热点论文、时事新闻资讯等。文献资料形式可采用电子文档、纸

质书籍、报刊杂志，实物模型等多种形态。通过文献导学，一方面，学生能多方位、多角度地理解课程

要点及思政内容；另一方面，学生也能形成自主总结、辨证归纳、层层推敲的学习模式，为解决知识困

惑继续学习，形成“思考–问题–查阅–总结”的良性循环。 

3.3. 分组讨论 

根据课程思政的情感目标，课程设置学习小组，布置小组任务，进行分组交流。组内采用组长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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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协作的模式，培养学生协同合作、共同学习的能力；组间采用组员辩论、观点互动的方式，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自主归纳的能力。各小组间实现了信息的共享、资料的统筹、知识点的内化过程，培养了

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激发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3.4. 课后拓展 

根据课程思政的拓展需要，课程设置课后拓展平台。学生将课程所学所想、所思所闻归纳成思维导

图、思政小论文等上传课后平台。平台设置师生互评、生生互评、交流分享功能。通过留言、评论、点

击、分享等数据，更进一步地促进学生对课程的自主学习和反省思考，学生的思政教育得到了更进一步

的延伸，加深课程思政教育的课后效果。 

4. CBL-RISE 模式的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实例 

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需要实现三阶段目标，分别为知识目标、情感目标、能力目标。因此，如

何合理分配课程思政及基础知识的教学比例、如何有机衔接两者的教学过程成为课程思政的难点。鉴于

此，文中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中的流体力学为案例，分为四大模块详细阐述 CBL-RISE 教学设计及实践方

法。详细设计情况列于表 2。 
 
Table 2. Teaching design of “CBL-RISE” mode for Dujiangyan irrigation project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fluid mechanics 
表 2. 都江堰水利工程与流体力学“CBL-RISE”模式教学设计 

序号 课程模块 课程案例 教学方法 思政目标 

1 案例分析 李冰父子治水之都江堰 案例教学 科学精神培养 

2 文献检索 都江堰与流体力学 文献导学 唯物辩证思想 

3 分组讨论 时代科技发展中的岁修 同伴学习 科学发展观 

4 课后拓展 都江堰水利工程中的流体力学 问题情境 民族自信心 

4.1. 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采用视频方式，重点讲述公元前 250 年，蜀国太守李冰，父子二人共同治水的故事，二人

勇于创造、敢于担当的精神，最终建成宏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筑解决了成都平原

地区水涝灾害的巨大问题，造福平原万千百姓；同时还实现了“水润泽万顷田”的宏伟灌溉系统，最终

成为水利工程界的鼻祖之作。从视频故事分享中，启发学生认识到我国先祖的智慧，激发民族自豪感及

自信心，启迪学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扬而奋斗的决心。 

4.2. 文献导学 

基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筑历史，课程提供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相关文献三篇，分别列于表 3 中。资

料从都江堰的修建历史、文化内涵、哲学思想、技术演变等方面启发学生多方位、多视角地理解该工程

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贡献，以及现代科学对该工程的认识。 
 
Table 3. Dujiangyan irrigation proje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literature guidance 
表 3. 都江堰水利工程文献导学资料列表 

序号 文献资料 导学目标 

1 都江堰水利工程：流淌千年，膏润万顷[7] 李冰父子治水的历史 

2 试论都江堰的哲学内涵与文化底蕴[8]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都江堰 

3 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的历史演进[9] 古今水利工程的技术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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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及查阅相关资料，学生能够自然地将流体力学知识与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联系，绘制出流

体力学示意图(图 2)。从工程结构、理论知识、实际应用、时代演变等方面进行深入了解，构建古代技术

与现代科学的科学发展框架，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 鱼嘴分水应用 
鱼嘴分水堤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部分，该部分首次实现了无坝引水的工程应用。由于鱼嘴将江

面一分为二，江面面积大的区域流速小；江面面积小的区域流速大。上述现象符合流体力学中连续方程

的意义，从水流面积及速度方面合理解释了鱼嘴分水的原理。 
2) 离堆排沙原理 
离堆位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中心地带，水流经过离堆后呈现沙石与河水分离的效果。当沙石与离堆

相撞，形成水流漩涡；沙石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加速下沉，上层清澈河水由此被分离开来。该部分设计符

合流体力学中斯托克斯定律的描述，采用离心力原理分离沙石。 
3) 宝瓶口水量控制 
宝瓶口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咽喉部分，该部分控制着整个流入成都平原的水流量。春夏季节水量较

丰富，宝瓶口严格控制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以避免水涝灾害；秋冬季节水量较稀少，宝瓶口引水入成

都平原，实现灌溉需求。《华阳国志》记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正是描述了宝瓶口的重要作用。宝

瓶口通过控制水流速度、流动面积等，有效地控制了不同季节的水流量，能够满足伯努利原理的阐述。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Dujiangyan irrigation project wa-
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ased on fluid mechanics equation 
图 2. 流体力学方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示意图 

 

通过文献导学模式，学生从文献资料中自主总结出流体力学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联系，感受到都江

堰水利工程设计的神奇与宏伟。一方面，文献导学让流体力学的知识点呈现得更加具体生动；另一方面，

文献导学使学生更深切地体会我国先祖的智慧、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启发学生的传承及创

新思维。 

4.3. 分组讨论 

课程继续提出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历史资料[10] [11] [12]，引导学生开展分组讨论，论题围绕都江堰

水利工程在时代变迁中的岁修事迹。通过时间的梳理、事件的回顾、技术的演变，启发学生逐步从以下

两个方面领悟思政的要素，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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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of Dujiangyan irrigation project annual repair project 
表 4. 都江堰岁修工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一览表 

序号 时代 重大历史事件 

1 公元 228 年(蜀汉建兴六年) 诸葛亮设兵护堰 

2 公元 1550 年(明嘉靖二十九年) 施千祥之“铁牛鱼嘴” 

3 公元 1717 年(清康熙丁酉岁) 《灌县都江堰水利志》载修缮 

4 公元 1949 年(新中国建国初期) 解放军入川抢修都江堰 

5 公元 2020 年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冬春岁修 

 
1) 中华儿女的世代维护与坚守 
二千多年历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成都平原的百姓造福，这都离不开中华儿女世代的修缮

和守护。从诸葛亮设兵护堰，到新中国初期解放军入川抢修，每个时代的中华儿女都承担起了历史的重

任，为家国为百姓义无反顾地坚守都江堰水利工程，这是中华儿女坚毅不屈，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

体现。这些事迹激发起学生的家国情怀，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意志。 
2) 岁修工具与时俱进 
随着时代的变迁，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岁修”工具从农耕时代的竹笼、杩槎，迅速发展至挖掘机、

盾构机等先进设备。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岁修”工程的效率得以提升、人力、物力、资源得以

节省，大力度的保障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顺利运行。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技术的革新。

“岁修”技术的进步也是我们对古人治水经验和治水智慧的传承和发展，启发学生树立“科技强国”的

志向，积极进取、努力提升，成为新时代的接班人。 

4.4. 课后拓展 

课后拓展启发学生从人文哲学、工程技术、基础科学等多个方面浅谈都江堰水利工程，形成一篇课

题小论文，并上传至课程“线上”平台。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相互评议及分享，留言及建议。通过拓展学

习，学生对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文化传承、建造历史、维护经历、技术方案及科学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的使命感，以及与时俱进的奋斗热情。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型 CBL-RISE 教学模式的引入使医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同时，课程思政教学逐步实现

“润物细无声”的教学形态。一方面，通过案例教学引导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激发学生的爱国

主义情怀及民族自豪感，启发当代青年为祖国、为人民而奋斗的决心。另一方面，通过文献导学引导学

生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积极探索、团队协作的能力，激发学生不畏困难，百折不挠，越

挫越勇的意志，启发当代青年为攻坚克难、创新发展的毅力。同时，实践发现 CBL-RISE 模式的课程思

政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和不足。其一，学生人数不宜过多，保障能够充分地调动每个人的参与。其二，学

生需要适应时间，从传统“灌输式”教学到“案例–文献”导学式学习。鉴于此，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

善 CBL-RISE 模式的课程思政探索，以实现更加完善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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