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１卷　 第３期

２０２１年３月　 　
　　　 　　 　　

物　理　实　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３
　 Ｍａｒ．，

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櫶
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２８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２０２０年度本科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设项目（Ｎｏ．ＪＧＺＤ２０２０１２）
　作者简介：郑志远（１９７５－），男，山东潍坊人，中国地质大学物理实验 中 心 教 授，博 士，研 究 方 向 为 物 理

实验教学．Ｅ－ｍａｉｌ：ｚｈｙｚｈｅｎｇ＠ｃｕｇｂ．ｅｄｕ．ｃｎ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４６４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２６－０６

实验室环境思政的思考与构建

郑志远，董爱国，黄昊翀，刘　昊，李传涛，张自力
（中国地质大学 物理实验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中国地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结合实验室的具体情况，通过大师故事、中国故事、优秀学生事例等内容在

实验教学环境中充分融入了思政元素，构建了环境思政的硬环境．在此基础上，通过人文元素的熏陶和教师的言传身教

等构建了环境思政的软环境．环境思政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形成了立体化的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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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

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

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 公 德．要 把

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

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教育

部在２０２０年春季发布了《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等 系 列 立 德 树 人 相 关 文 件，要 求 所 有 学

科、所有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入，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要求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

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

格局．这里所谓的隐性教育是在课程中插入思政

时，能够结合当时的授课内容与情景，做到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般地起到价值塑造的效果．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

好的方式 是 将 盐 溶 解 在 各 种 食 物 中 自 然 而 然 吸

收．”这句话贴切、形象地回答了对隐形教育的理

解．根据教育部部署要求，各高校各学科开始了

探索与尝试［１－４］．中 国 地 质 大 学（北 京）物 理 实 验

中心针对实验课程的特点，提出了环境思政的理

念，并将该理念与课程思政的其他方面相结合，构
建了立体化、全方位的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教

学体系．

１　实验室环境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特点是：基于现实仪器，

在操作过程中学会技能，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学会

严谨；在简单实验内容中学会思考，在复杂仪器中

学会合作，所以这门课程对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

科 学 素 养、物 理 思 想 的 培 养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的 优

势［５－７］．另外，与 理 论 课 相 比，仪 器 实 物 及 实 验 环

境更容易设计和营造思政情景与氛围，让学生沉

浸式地感受和领悟实验内容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

和人文情怀，在润物无声中实现价值塑造．要达

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就需要借助一定的环境来实

现，而物理实验这门课程由于本身课程特点具备

了满足这样条件的先天优势．
实验室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可

以分为实验室内部环境与实验室外部环境．实验

室内部环境主要指具体实验室内部营造的与实验

相关的展板、图片以及多媒体展示等内容．实验

室外部环境指实验室外的楼道走廊环境甚至整座

教学楼的环境．软环境指与学生相关的事务处理

方式、人性化的实验室规定、教师的言行举止等构

成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长期成长起来的学生会



更具有爱心、情怀，更懂得感恩，考虑问题更加全

面，处理事情更加严谨．

２　环境思政的具体内容

无论是室内环境还是室外环境都可以从大师

故事、中国故事、优秀学生事例、软环境等方面体

现思政元素，具体关系结构如图１所示．大师故

事是利用大师或科学家的名声，充分利用闪光点

发挥引领作用．优秀学生事例是利用发生在身边

的故事来影响学生．另外在选取优秀学生事例时

需要考虑本领域或学校的特色，这样的素材对本

校学生而言更有说服力．为学生讲解发生在国内

的大事件、大工程更有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

族自信［８－９］．除了看得见的硬环境外，还应该注重

软环境的建设．

图１　环境思政的结构示意图

２．１　大师故事的价值引领

　　物 理 学 是 在 实 践 基 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一 门 学

科，几百年来涌现出了诸多引领学科发展和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家．可以借助科学家的感人

故事来激励学生，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特别是与实验内容相关的大师故事，结合具

体实验内容，更容易营造故事情境，传递正能量．
例如在“光电效应测量普朗克常量”的实验中

可 以 介 绍 普 朗 克 发 现 该 常 量 的 故 事．普 朗 克 在

１９００年的德国物理年会上提出该常量，在这之前

他已经冥思苦想了６年．这６年中他试图用传统

的连续理论来推翻自己对于能量的量子化假设，
但始终无法实现，最终被迫承认能量是一份一份

的．由此可以让学生明白科学的进步需要突破自

我 的 勇 气．然 后 再 进 一 步 讲 解 普 朗 克 坎 坷 的 一

生，即使在妻子、双 胞 胎 女 儿、２个 儿 子 这 些 至 亲

先后离世，以及二战中被希特勒迫害，普朗克始终

没有放弃学习．在１９４７年３月最后一次演讲中，
他平静地说：“唯有学习才能使我快乐”．

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者德国物理学家克利青

教授，对中国记者谈到他的成功时说到：“成功之

道在于持之以恒，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积累知

识，积累经验……”．霍 尔 效 应 的 研 究 历 程：由 德

国科学家克利青到华裔崔琦，再到本土科学家薛

其坤，这都是民族自豪感的教育内容．
在讲解具体实验内容的情景下引入思政元素

都，自然能够起到润物无声的教育作用．对于科

学家的挑选应该注意，除了国外的大师，还应该挑

选国内科学家，以此彰显祖国的发展和强大．比

如在楼道中选取屠呦呦、袁隆平、王选等几位代表

性的科学家进行宣传，如图２所示．

　　　　　　　　（ａ）　　　　　　　　　　　　　（ｂ）　　　　　　　　　　　　　（ｃ）

图２　展板展示的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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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国故事的家国情怀

图３为展板展示的中国故事．新中国成立以

来科技取得一系列重大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就

值得作为教育素材．例如“嫦娥一号”是中国自主

研制并发射的首个月球探测器．中国月球探测工

程“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研制，主要用于获取月球表面的三维影像，分析

月球表面有关物质元素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厚

度，探测地月空间环境．“嫦娥一号”于２００７年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发射

升空．“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５
个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

另外，１９９２年 中 国 决 定 实 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并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

发射成功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

对接技术，解决有一定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

间应用问题．近年我国神州系列飞船完成飞行任

务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充 分 彰 显 我 国 综 合 国 力，提 升 了 国 际 话 语

权．图３是在楼道中展示的与航天有关的图片．

（ａ）　　　　　　　　　　　　　 （ｂ）　　　　　　　　　　　　　（ｃ）

图３　展板展示的中国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中国高铁、中国中医药、中国

深潜、中国基建等系列中国故事，这些故事让学生

了解科技进步，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学生的爱国

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２．３　优秀学生事例的榜样力量

学生很容易受到身边同学的影响，因 此 可 以

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树立优秀的榜样．
这些优秀 的 学 生 通 过 长 期 在 物 理 实 验 中 心 承 担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长起来［１０－１２］．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是在学校经费的

支持下，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或

依托实验室平台，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学生需要独完成实验项目的设计、实

验条件准备、项目实施、数据处理、报告撰写等工

作．这些环节，不仅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而且进一步在实践中培养了学生的

创新 能 力、协 作 意 识 和 团 队 荣 誉，实 现 了 价 值 导

向．通过这些创新项目，部分学生逐步成长起来，

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学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图

４给出了部分品学兼优学生的成果及感言．
工程学院的刘涛同学感慨到：这几年 走 过 来

自己一直觉得，其实在实验室的学习期间不在于

你做出多少东西而在于你自己学到多少东西，感

悟到多少东西，并能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专业领

域，做出成绩；正是这样的原因，我感觉自己在实

验室学到的东西才是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材料学院的童望舒同学写到：在科研过程中，

靠兴趣去探索，靠责任心去坚持，靠良好的科研习

惯去解决问题．在整个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专业

知识与技能，同时在更大的平台上开阔视野，锻炼

了自己的综合能力，培养了良好的科研习惯，奠定

了继续学习深造的基础．
在展板中不仅展示了这部分学生取得的各项

成绩，同时也给出了做事、做人的道理．这些优秀

学生自身的事例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来影响身边的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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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图４　部分优秀学生事例展示

２．４　软环境中的思政

作为实验室的环境思政而言，除了在 硬 环 境

中体现之外，还应该包括软环境建设．
２．４．１　人文元素的熏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从２００７年开始 针 对 本

科生设置课外创新项目，即在学校经费的支持下，
在各学院教师指导下，依托学校各级各类实验室

平台来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该项目由学生自主

组建团队，利用课外时间来完成，物理实验中心除

了给学生配备指导教师外，同时还需要提供实验

室．由于地质大学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对于

理工类学生应该注重人文情怀的培养；而且对于

像 物理实验中心这类的基础实验室，涉及到的学

生众多，进行思政建设的意义更大，受益面更广．
在承担该创新项目过程中，实验中心给学生提供

了各种工具［图５（ａ）］．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
学生可以随便使用这些工具，提供的元器件以及

实验耗材都是免费的，学生仅需要做好使用登记

以及维护卫生．开放的运行模式可以培养学生的

自主管理能力，而自由的氛围可以培养学生的创

造力．
除了工具之外，实验中心还在实验室 中 增 添

了各种社科书籍和人文杂志，营造人文氛围［图５
（ｂ）］．学生在学习之 余 作 为 一 种 调 节，不 自 觉 地

开始阅读这类书籍，增加人文社科知识，培养人文

情怀．这对于理工科的学生而言，显得尤其重要．

（ａ）　　　　　　　　　　　　　　　　　　　　　（ｂ）

图５　学生创新实验室的环境

　　到目前为止，我校物理实验中心每年承担全

校各专业 约６０项 的 创 新 项 目，参 与 人 数 约２００
人．通过在物理实验中心的学习，每年涌现出几

十位品学兼优的本科生，他们考入上级学校继续

深造．

２．４．２　教师的言传身教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物理实验中心实行开放

性教学，除了平时在上课时间、实验内容上的开放

外，每年的寒暑假同样对学生实行开放运行．寒

暑假开放有２项内容：其一是允许学生在物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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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心完成承担的科技项目；其二是可以完成下

学期计划内的实验内容，取得的成绩与正常上课

的等同，有了成绩后下学期正式开课后学生可以

不上此课．这样的开放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学生的

自学能力，又能缓解实验室上课资源紧张的问题．
此开放模式从２００５年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每年

的开放通知会在教务处网站上发布，这也是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全校唯一一个发布寒暑假开放通

知的实验室．在假期开放过程中，实验教师利用

假期值班时间来指导学生完成实验内容．由于在

假期期间，实验完成时间不受限制，教师与学生可

以深入地讨论实验内容，就课堂扩展内容、补充内

容 进 行 深 入 研 究．学 生 们 也 逐 步 喜 欢 这 种 自 由

的、轻松的实验学习氛围，也被教师的默默付出而

感动．
作为教师除了传道授业外，也应该从 学 生 角

度看待问题，进行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抓住

问题的本质，为学生树立解决问题的榜样．物理

实验中心承担全校１　５００名本科生的实验课，实

行自由选课方式．从２０１８年开始，实验中心建立

微信公众号，发布各种通知．在学期末会进行实

验补做，为防止学生看不到通知而错过补做机会，
实验教师先后多次发布通知（如图６所示），同时

在微信群也发布通知．发布通知这类事情虽小，
但充分彰 显 教 师 的 责 任 心 和 换 位 思 考 的 工 作 态

度．在事后的教学质量反馈研讨中，部分学生对

这件事记忆犹新．这也充分体现了教学无小事，
教师言传身教的重要性．

　　　　 （ａ）　　　　　　　　　（ｂ）　　　　　　　　　　（ｃ）　　 　　　　　　　　（ｄ）

图６　通过微信公众号先后多次发布实验补做通知

３　结束语

对于实验 室 的 环 境 思 政 而 言，除 了 展 板、图

片、多媒体播放器等硬环境之外，也要充分认识到

软环境思政建设的重要性，无形的软环境在某些

条件下比硬环境更能彰显作用．比如在学生的选

课、补做实验、实验分组、实验室开放时间、服务社

会等方面都可以给学生营造有温度、有深度的做

人做事的环境．要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塑造，仅仅

依靠环境思政是不够的，需要结合更多方面的力

量，例如教师的思想意识、上级领导的重视、一线

教师的执行力度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课上与

课下、课内与课外的无缝衔接，实现立体化的引导

与影响，最终完成价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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