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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在普通物理实验课程加入育人元素,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的经验.普通物理实验的育人元素包括科 

学精神、科学思想和方法及物理学对社会的作用.在课程中进行价值引领的方式为:课堂讲授或讨论，利用课程网络平 

台传播及讨论，利用课后作业开展调研，制作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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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为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根本 

问题，对教育改革创新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为了 

落实《若干意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2019年10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和《关于一流本科 

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坚持知识传授与 

价值引领相统一”.

大约在10年前，笔者发现部分学生对前途感 

到迷茫，缺乏学习动力；对专业缺乏认识，没有认 

同感,因而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同时也缺乏坚强的 

意志去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为了解决学 

生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笔 

者尝试在普通物理实验的教学过程中加入物理人 

文思想，在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适当 

的价值引领，这些做法无意中契合了以上几个意 

见中对新时期本科教育的要求.本文将从课程育 

人元素和价值引导的方式2个方面总结了普通物 

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经验，并且给出了具 

体实例.

1物理实验课程的育人元素

1.1利用科学精神引领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目 

标，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

物理学的发展史，是一代代物理学家孜孜不 

倦地追求真理的发展史，每个物理发现的背后，都 

有物理学家锲而不舍的故事，这些感人的故事，可 

以启发大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激励他们 

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并为实现人生目标而奋斗. 

笔者挖掘了与普通物理实验相关的物理学发展 

史，并将相关的物理学史加入到实验教学中，在传 

授物理学知识的同时传承科学精神，关注科学精 

神对学生学习目标、生活目标及个人意志品质的 

影响.

在夫琅禾费衍射实验中，引入衍射现象的发 

现及对衍射的定性、定量分析的历史.讲到格里 

马第和胡克分别发现衍射现象，惠更斯原理对光 

的衍射现象的定性解释，以胡克和惠更斯为代表 

的波动说与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关于光的本质 

的争论.讲到1818年法国科学院的悬赏征文，希 

望通过征文，鼓励用微粒理论解释衍射现象.菲 

涅耳提交的论文从惠更斯-菲涅耳原理出发，定量 

计算了圆孔和圆屏的衍射.讲到泊松运用菲涅耳 

方程推导圆盘衍射，得到在盘后方一定距离的屏 

幕上影子的中心应出现亮点，泊松认为这是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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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于是声称菲涅耳的波动理论被驳倒.阿拉果 

从实验上证明了泊松亮点的存在.阿拉果本来是 

牛顿派支持微粒说的，经过与菲涅耳共同研究衍 

射现象之后，转向了波动说.

这一段历史，传达了 一代代物理学家追求真 

理、实事求是、不惧权威的科学精神.

1.2利用科学思想与方法培养学生优秀的思维 

品质

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科学思想的指导和科 

学方法的应用，正确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是认 

识世界的手段，是创新、发明的必要条件.每个实 

验都包含美妙的物理思想和奇妙的研究方法，在 

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体会、总结和提炼所做的实 

验中包含的物理思想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培养学 

生优秀的思维品质和正确的工作方法，引领学生 

享受物理的情与趣,欣赏物理的妙与美.

在实验过程中引导学生体会实验包含的物理 

思想,总结实验使用的研究方法,这在每个实验项 

目中都会贯彻落实.普通物理实验开设的时间是 

大一第二学期和大二第一学期，学生还没有接触 

量子力学.光电效应的实验内容是：用红、黄、绿、 

蓝和紫色光照射金属板，测量光电流随电压的变 

化曲线，研究截止电压与入射光频率的关系.在 

做实验之前，提问学生，根据光的波动理论，预期 

的实验结果是怎样的？实验结果出来之后，再与 

学生讨论，结果是否与预期一致？用波动理论能 

不能解释得到的结果？接着再提出问题：如果光 

是具有一定能量的粒子，能不能解释实验得到的 

结果？如何解释？通过这些提问，引导学生认识 

光的量子性这一深邃的物理思想.接着，可以再 

让学生们讨论如何理解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二 

者是否矛盾？通过讨论，让学生理解波动性和粒 

子性是光在2个不同层次上的性质，二者看似矛 

盾，实际上统一，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⑴.

在解释光电效应实验内容时，适时地向学生 

讲授定量分析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学生测量完数 

据，进行数据分析阶段，向学生讲述了光电效应研 

究初期，勒纳德如何用契合法旧确定了截止电压 

与频率有因果关系,以及怎样用共变归纳法旧由 

伏安特性曲线得到截止电压，由截止电压与频率 

的关系得到普朗克常量.通过光电效应实验，学 

生可以了解定量分析、契合法以及共变法等科学 

研究方法.

1.3认识物理学对社会发挥的作用，提升学生自 

我价值认识

物理学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改变 

了世界.物理学科为应用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工程和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力，引起了 

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并向 

各个领域渗透，推动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生活 

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世界面貌囚.笔者在课程中 

引导学生认识自然与社会中与实验项目相关的现 

象，与实验项目相关的物理知识在科技及日常生 

活中的应用,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提高学生作 

为物理学学习者及未来物理学工作者的自豪感 , 

提升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提高学生的自信 

心，减轻对前途的迷茫和无助感.

在偏振光实验中，引入偏振概念时，笔者讲到 

动物与偏振光，举了翠鸟捕鱼、蜜蜂的摇摆舞⑷、 

非洲粪金龟囚、螳螂虾隐私通信⑷的例子.讲到 

日常生活利用偏振光的例子，如立体电影、液晶显 

示器、偏光太阳镜、汽车挡风玻璃等.讲到偏振在 

科学技术领域的应用，比如电光开关、应力测量、 

偏振遥感探测等.引入这些例子，让学生认识到 

物理既有趣又有用，提高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对专 

业的认可度，坚定学习物理的决心和信心，提升学 

生做为物理人的价值感.华东师范大学同行观摩 

偏振光综合实验教学后评价：教师引入偏振光概 

念非常用心，从自然界中生物的例子，到偏振光在 

日常生活、科学领域的应用，非常丰富、有趣，可看 

出教师做了很多调研，实验内容设计也非常有趣.

2物理实验课程加入育人元素的方式

成功的实验教学，会让学生获得许多能力和 

心理体验，在“润物细无声”中影响学生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在知识传授过程如何实现有效的价值 

引导，需要教师不断地探索.笔者尝试以下方式：

1） 讲授及讨论.每个实验的第一个环节是教 

师讲解实验，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这个环节以讲 

授的形式传达给学生.每个实验项目蕴含的物理 

思想、使用的研究方法，适合在做实验过程面对面 

地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讨论，然后加以归纳总结.

2） 网络平台.利用课程网络平台开设了“影 

视中的物理实验”及“三色书屋”主题论坛.

a. “影视中的物理实验”主题论坛介绍学生观 

看涉及物理实验的影片，然后展开讨论，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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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物理及物理实验在日常生活中 

的应用，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b. “三色书屋”论坛向学生推荐物理人文方 

面的书籍,师生就阅读进行交流，旨在提高学生的 

科学及人文素养.

3） 课后作业.一些内容可以做为课后作业， 

比如，全息照相实验，留的作业是“调研全息技术 

的应用”，学生了解到全息干涉计量、全息光学元 

件、全息显微术、模压全息、超声红外及微波全息. 

讲到全息在医学诊断、舞台设计、工业检测、军事 

等方面的应用，大部分作业是内容丰富而且详实 

的调研报告.通过调研，学生不仅开阔了知识面， 

加深了对全息技术的了解，也深刻地体会到全息 

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提高了学习物理的兴趣，也提 

升了做为物理人的自豪感.

4） 实验室展板.将物理学家的生平故事和经 

典的实验做成展板，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3结束语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 

2种方式，第一种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 

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人类生活的 

工具;第二种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尽管 

草率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太明显，但至少同第一 

种方式一样锐利.物理既是科学，也是文化□，物 

理课程思想政治元素在塑造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适 

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物理实验课程，需要把立德 

树人做为课程的根本标准，以此设置课程、设计课 

堂教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不能只做传授 

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 

行、品位的“大先生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指导学 

生如何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领略科学的魅力，也 

要注意，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的理想信 

念、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才是学生应该掌握的、更 

为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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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education of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LI Xao-wen
(Department of Physics, Beijing Normal Univerrity,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adding educational elements to the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 

was iritroduc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values.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in general physics experiments 

included scientific spirit, scientific thoughts andmethods, and the role of physics in society. The ways 

of value cultivation in the course could be lab teaching or discussion, using the network platform of 

the course to spread and discuss, homework, using display board to spread, etc. Examples of adding 

educational elements to experiment courses we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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