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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甘　雨

（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在高校专业课中融入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得益彰、形同作用，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内容，也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本文首先分析了《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的必要性，然后结合《激光

原理及应用》课程教学经验，探索了课上课下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践，最后对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为相关课程思政提供借鉴与参考，

以实现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思想价值观能够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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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培育人才是高校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

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加

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面临的重大政治命题。”坚持党对高校的全

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立

德树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坚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确保高校始终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坚强阵地。

长期以来，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立德树人

的首要部分，起着引领性作用。它通过在国家教育系统中进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让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基本内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并转化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培养现代社会的公

民意识。

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程教育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既是

专业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课程思政，

可以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这是新时代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必要性

激光是 20 世纪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齐名的四大发明之

一，在光学科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目前，但凡是涉及到光学的

领域，基本都离不开激光，现代光学是以激光为基础的光学。激

光及相关技术已成为当今最主要的光学手段与技术，它的用途广，

深入的领域多，对科技、经济、军事、社会发展的影响大。著名

光学仪器专家金国藩院士在《激光原理及应用》一书中写到：鉴

于激光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如此重要作用，激光原理和它的各种

应用技术已成为各行业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门高新技术。

《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围绕激光的物理基础、工作原理、

主要特点和相关技术及应用进行讲解，是国内外高校光学及相关

专业的重要的基础课程，课程从知识、能力、素质等层面均有提

出达成目标。其中，素质目标主要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了解

激光产生机理的基础上，形成较激光原理的基本概念、整体知识

架构和体系、物理学思想以及实际应用技术，实现学以致用的目

的，掌握激光器的结构、特性、分类和相关技术，培养学生利用

激光以及激光技术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和工程实践的理论基础能力，

也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相关专业课和今后从事激光应用与激光

技术相关工作打下基础；同时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培养辩证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建设、德才兼备的可靠接班人。因此，在《激

光原理及应用》课程的教学中，以课程知识为主线牵引，融合国

家民族大义和人文精神，在课程中同时潜移默化的进行思政教育

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三、《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从激光的基本原理讲起，首先阐述

作为激光产生物理基础的受激辐射理论，进而介绍围绕该理论激

光产生所必须的激励、增益、放大等主要过程；然后介绍激光谐

振腔结构与模式特点、激光线宽、输出功率等影响因素，并围绕

高斯光束主要特征进行了重点介绍；此后介绍了激光器性能的控

制与改善技术；最后对典型激光器分类及主要应用进行介绍。通

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激光的产生机理、特性、与物质之间

的相互作用，激光器的种类、用途等。学生以工程技术和应用研

究为主要方向，力图为激光应用打下理论基础。

课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政育人体系的探索及思政元素的

挖掘：

1. 深入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教学改革发展全过程，落实

到课程的教学环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教育战线，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加强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的认识思考。

2. 加强品德修养，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的培养。根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奋斗

精神，加强学生的品德修养。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因此课程建设中要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的培养。

3. 推进拔尖人才培养，为国之重器储备人才。近年来国家建

设成果丰硕，华龙一号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高校必须为国

家培养勇于担当、接力奋斗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

年科技人才。

《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架构及实施过程如图

1 所示，按照课程内容分为六个部分：绪论、辐射理论概要与激

光产生的条件、激光器的工作原理、激光器的输出特性、激光的

基本技术和典型激光器介绍，在绪论和辐射理论概要与激光产生

的条件两个部分中，通过我国王大珩院士和王之江院士的事迹，

介绍我国第一台激光器诞生过程，弘扬我国老一代激光人高瞻远

瞩、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甘落后的民族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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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的工作原理部分，通过我校马祖光院士的事迹，介绍“钠

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世界首次发现过程，弘扬以

马院士为代表的我国科研工作者刻苦钻研、为国争光、淡泊名利、

高风亮节的传统美德，同时体现哈工大人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

校训精神；在激光器的输出特性和激光的基本技术两个部分，通

过授课教师本人科研经历和王淦昌、范滇元、邓锡明三位院士的

事迹介绍我国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重大科学工程的发展史与取得

的领先成果，在表明激光输出特性和相关技术重要作用的同时，

激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坚持四个自信，树立造福

全人类和报效祖国的大志向；最后在典型激光器介绍部分，通过

王之江、邓锡明和王守武三位院士的事迹，介绍典型激光器的分类、

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激光产业和市场已占据世界首要地位的发展现

状，激励学生坚定目标、不断努力、不畏困难、勇攀高峰。

图 1《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架构及实施过程

将网络平台和调研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汇总整理，进行讲义制

作和授课工作，通过教师讲课的方式将知识点传递给学生，典型

榜样事迹通过视频、图片、链接等形式分享给学生，同时通过课

堂讨论、实验演示、身边事迹和实例影响以及自身科研项目介绍

等方式，使学生明确我国和我校在激光领域的进展和贡献，通过

本项目实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增强爱国热忱，树立科

研报国、坚忍不拔、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将专业知识学习与人

文教育相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主要成效

体现在以下 3 方面：

1. 思政课后，学生上课热情提高，可集中精力听课并认真观

看相关视频，通过后续相关环节考试答题，体现了良好的思政效果。

图 2 综合考试相关试题

2. 思政教学后，学生受到榜样事迹的震撼和鼓舞，积极开展

了向身边榜样学习的活动。课下学生参观了校内马祖光院士纪念

长廊，在图文并茂和更为细节的展示中感受了以马院士为代表的

我国科研工作者刻苦专研、为国争光、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传

统美德，表达了对哈工大人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的感慨，

激励了学生为祖国富强努力拼搏的精神。

3. 在课上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自身科研项目介绍，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建立起理论知识与实际科研的通道，做到学

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同时通过介绍我国激光惯性约束

项目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课堂上的思政效果。

四、总结

专业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对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优秀可

靠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激光原理及应用》课程思政必

要性、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主要成效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将历史发展脉络融入理论知识学习，培养学生学习与科研中的人

文情怀，学习我国光学与激光领域奠基人的高瞻远瞩、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不甘落后、艰苦奋斗精神。将人物故事与知识讲授相

融合，更为生动具体的让学生掌握该部分知识和内涵意义，并在

考试中融入了相关试题；课下引领学生参观了校内马祖光院士纪

念长廊，在图文并茂和更为细节的展示中弘扬了以马院士为代表

的我国科研工作者刻苦钻研、为国争光、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

传统美德，同时体现哈工大人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精神，

激励学生为祖国富强努力拼搏的精神；教学时理论联系实际，注

重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的背景。通过讲授和演示实验结合的方式，

授课过程逐级设问引发学生思考，通过学生发言谈感受等方式引

导学生们产生向英雄人物学习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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