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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应用技术型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近代物理学》
教学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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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应用技术型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以近代物理学课程为例，对电子信息工程类相关专业课

程思政的建设以及如何实践进行了初步探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课程思政，要求以专业思政为主导，引入课程思政的相

关元素，改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模式。还提出了有效实现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果教师是关键，以及课程思

政的最终目标是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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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要求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社会
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各大高校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任务，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基于这些新要求，高
校必须转变已有的、古老的教育理念，而依托于多学科
的课程思政教学正是符合这种新要求综合教育理念。《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教师是课程思政
建设的主力军，而课堂教学是主要渠道。关于高校的课
程思政建设，教育部部长提出高校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
的直接实践者和推动者，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果可放入教
学评价和考核中，且相关部门要按时对课程思政课程进
行监督，做到各个层面同心、同向、同行，最终达到“校
校有精品、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
喜人局面。由于高等教育的专业性极强，因此高校教师
绝大部分都是专业教师，课程也是针对各专业开设的相
关专业课程，因此学生接触得最多的也是专业课教师，
故而，专业课教师对学生的发展与成长影响最为深远。
所以，将课程思政建设与专业课进行结合并实践起来是
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本文阐述了课程思政建
设与近代物理学的融合，将课程思政与近代物理学的教
学目标相结合，突出课程的育人目标，其成效与教师、
学生以及教学方法均息息相关。

1 一流课程建设的核心——课程思政
一流课程建设是一流专业建设的基础，达到一流

的育人目标和水平是一流课程建设的主要任务，高水平
课程的建设与实施可以全方位的培养学生，促使学生全
面发展，是我国各高校当前进行教学改革和提升培养质
量的主要方向，而一流课程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点在于课
程思政的具体成效。综合国力的提升无疑是人才质量和
数量的提升，一流课程对培养专业人才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因此，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课程思政
的建设与实践，首先，要基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构建全
面的育人体系；其次，基于专业课本身的特点，以该课
程的专业知识为基础，深挖符合该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元
素，改变以前手把手教授知识的教学理念，转为以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实现课程思政的目标
教学理念。在课程思政与专业课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

这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
课程思政的构建和实施要考虑该专业的人才培养

目标，将培养目标与课程思政进行有机地融合。近代物
理学这门课程不仅要教授学生学习相关的知识，主要还
是为了给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念，从 18 世纪至今，
物理学一直在不断的进步，这些成果离不开每一位物理
学家兢兢业业的研究。通过将课程思政与该课程紧密结
合，不仅要让学生能系统地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领会
世代物理学家们十年磨一剑的高尚的科学精神、提升科
学素养才是最重要的目标。笔者与教学团队重新构建了
近代物理学的课程内容，将物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科
学精神以及科学素养均纳入其中，并具体化，最终达到
立德和树人的融合。科学研究从来都是理论与实践相融
合的过程，即所谓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例如，
19 世纪盛行的“以太”说，也是当时物理学界的“两
朵乌云”中的一朵。当时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只
是一种理论，却没有相关证据能证明以太的存在，迈克
尔逊和莫雷为了证明以太风的存在，做了相关实验，而
后面的实验结果却推翻了以太的存在。这种不人云亦云，
坚持真理，勇于实践，热爱科学的科学精神和素养就可
以在课程教学中润物细无声地进行融入。

2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点——教师
课程思政取得相应的成效是应用技术型大学进行

立德树人的核心和关键，是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的重点，也是高校教师提升教学质量的基本点，课程思
政是否能达到喜人的局面的关键点在于教师。课程思政
要想取得预期的成效，教师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自己，无
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必须有极强的自觉性，设计课
程时以课程思政的目标为出发点。基于专业知识，以专
业知识相关的思政为主线，全程围绕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从历史沿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科学角度以及当前的现实需求等深挖该门课程的思政元
素，构建该门课程的育人体系，从而最终实现课程思政
的目标。

笔者所授课的专业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物理是
该专业所必须学习的模块之一，在构建近代物理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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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学目标时，首先，应该围绕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来进行，最终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
掌握电子信息技术理论与实践的专业人才。其次，将课
程思政与近代物理学专业进行融合，重新构建课程体
系。构建课程体系时应注意两点，其一，重视物理知识
的系，完善知识结构，对重点难点加以阐述和说明；其二，
除了课堂教学将课程思政与理论知识进行融合之外，课
后练习以及后续的相关实验实践都应该围绕着该目标进
行。比如，在设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教学中，减少复
杂的公式推导，增加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对
比，以及它由来、原理和应用，目的是引领学生认识到
科学方法的魅力所在，最终学生受这种魅力的感染将其
应用到今后的学习和实践当中去，成为一个合格的、符
合国家培养标准的专业人才。同样，在讲授氢原子的光
谱和其他性质以前，先引入薛定谔方程及其解的意义，
环环相扣，最后引入氢原子光谱及其精细结构，通过深
入分析科学判断和应用为中心的科学精神对科研和学习
的重要性。重构后的课程体系，降低近代物理学这门课
程的难度，不仅让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掌握了该专
业需要掌握的相关物理知识，还可巧妙地加入课程思政
的元素，进而引导学生朝着正确的科学观方向上全面发
展。

3 课程思政的最终目标——爱国主义情怀，
社会责任感

近代物理学是由西方国家最先开授，在课程教学
中，所涉及到的知识几乎都是由西方的物理学家们所提
出，从课程开始的相对论到最后的天体与宇宙，这会引
起学生质疑，难道我国就没有相关人才和成果，对物理
学就没一点贡献吗？作为该课程的教师势必要担起思政
教育的责任和大旗，一言一行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价值
观和对祖国的敬畏之心。不能直接否认我国在近代科学
上的落后，应该客观分析当时落后的原因，从而激励学
生在祖国日益强大的今天继续努力，将爱国、强国、报
国的情怀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例如，年初验收
成功并投入使用的中国天眼截至目前已经发现 240 多颗
脉冲星，而且，将在 2021 年将其对其他国家的科研工

作者进行开放用于研究。又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
秀雄和王兵教授十年磨一剑，于今年九月在国际顶尖数
学期刊《微分几何学杂志》发表了高水平论文，成功解
决了两道世界数学难题。通过数代科学家们的奋斗，中
国已经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科学家的
名字出现在顶级科研杂志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教师在讲
授专业课的过程中，应该在适当的章节融入类似的事例，
就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的熏陶学生，激发他
们的斗志和爱国情怀，进而实现课程目标与德育目标的
有机融合，激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4 结语
新纪元的高校电子信息工程类课程已经不能仅限

于以前的知识传授了，而是要将知识传授与价值观的塑
造有机结合，全方位的培养多学科融合的专业人才。专
业课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关键，要深挖专业课的思政元素，
重构课程体系，巧妙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中。正确引
导学生的价值观、科学精神和理想信念，让学生在学习
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就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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