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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应用光学”课程的教学探索
杨　晶　林晓艳　陈　进　王凤超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理学院　上海　201418）

【摘　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

本载体。本文以“应用光学”课程教学为例，探索课程思政视域下德育元素的融入方式，推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类

课程思政教育的进程，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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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

要标志。内涵式发展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理念，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

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作出重要指

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所有课堂都

有育人功能，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事，其它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1]。高校专业

课程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授

业”、“解惑”为主，而“传道”部分较为缺失，因此如何

继续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专业课程

教学过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成为摆在高校教师面前

的现实课题 [2]。客观上，这需要教师致力于探索并作出理性

的回应。理工科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

伦理的教育，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

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在“应用光学”课程中基

础上，拟从完善教师思政教育理念、教学方式改进、专业知

识点与思政元素融合三个方面，探索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的

有效融合方式。

一、“应用光学”课程的课程思政必要性

“应用光学”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

本课程主要探讨的是几何光学的基本知识，研究的是光的传

播和成像规律，典型光学系统的工作原理、光学特性，像差

理论的部分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对几何光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典型系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为学习

光学设计、光信息理论和从事光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课

程教学以传授几何光学理论知识为主线，培育同学们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及技巧，培养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和刻苦钻研精神及独立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强

化基础、提高研究能力、加强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目

标。课程设置有很强的职业针对性，职业道德与专业技能为

企业最为注重的两个方面，前者尤甚，故将德育教育融入专

业课程教学亦为行业的现实迫切需求。

任课教师应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根据课程特

点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包

括：家国情怀、品格塑造、专业伦理、科学精神等，让学生

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明确责任与担当，知晓如何做人、

如何做事。将中华传统文化、前沿科技成果和科学家事迹等

内容以背景故事讲解、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反转课堂等形

式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长为

工作作风严谨、职业道德高尚和创新能力优秀的应用型人才，

这对于构建和完善课程思政在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有着重要

的意义。

二、“应用光学”教学中课程思政措施

（一）完善教师思政教育理念

专业课教师是高等教育最基础的力量，也是课程思政主

要的实施者。专业课教师的言行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

对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起到引导作用。但是，现阶段

真正做到将专业课内容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专业课老师比例

不高 [3]。因此，全面推荐课程思政建设，关键在于提升专业

课教师育德意识和能力。完善专业课教师思政教育理念，可

从以下几点着手：（1）加强教师基本功的培养，包括思想

政治理论、教与学、心理学等基本知识和素养，通过自身学

习提高教师的基本素养。（2）完善教学制度，可通过教学

设计将德育元素以基因方式植入到教学各个环节中，通过教

学制度的完善督促每位教师参与到课程思政建设中。（3）

开展教学研讨、行业交流等活动，通过跟同行和企业交流促

进自身教育教学思维方式的改善，将专业领域的新科技、新

思想融入到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有效推广离不开一支专

业理论水平高、思想素质优秀、文化底蕴深厚教师队伍 [4]。

广大专业课教师应乘势而为，努力将传道授业和明德修身结

合起来，做一名“经师”和“人师”结合的新时代教师。

（二）教学方式改进

韩愈《师说》之“传道授业解惑”，是指教育的综合过程：

传道、授业、解惑，三个并列而行，缺一不可。“传道”即

为传授道德观念，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是不可成才的。

德育的培养不再只是思政课程的责任，而是更加需要在专业

课程中体现，实现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演变 [5]。将德育元

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课程内容，将无意识变成有

设计，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受到德育教育，关

键在于教学方式的运用 [4]。本课程对应思政内容的教学手段

主要包括：

1. 根据课程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将专业知识以故事的

形式讲授，从中发掘、呈现和升华出价值观，比如“微粒说”

与“波动说”的争论、中国古代几何光学的发展、理想光学

系统中的哲学思想等。让学生从科学家的争论中感受到前辈

们对真理追求的坚持与努力，从中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水平

感受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

从理想光学系统的整体与局部辩证统一关系启发学生站在哲

学理论的高度去看待事物的发展。

2.推荐学生观看相关的影视作品和书籍，比如电视剧《功

勋》、电影《钱学森》、书籍《王大珩传》等。寓教于乐，

即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又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价值

观，科学合理地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让学生

了解中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艰苦奋斗的岁月和为国奉献的热

情，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启发学生在民族发展

的高度进行人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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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翻转课堂，以 4-5 名学生为一个小组，要求每

组完成一次以光学系统为主题的课程汇报。学生的积极参与

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环节，让学生从参与中体验、感悟、感动，

从而升华到情感和行为。从近两年学生的汇报可以看出，汇

报内容除了针对主题的光学知识外，基本都会涉及到光学发

展史、最新的科技进展或学生感兴趣的专业课题。每个汇报

的准备过程都是一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碰撞，能够有效促

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拓展与深化，有助于学生

增强专业认同感，更直接地启发他们思考如何担负起新时代

接班人的使命。此外，学生的汇报也能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真

实的想法，在后续的教学中更好地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心。

（三）专业知识点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合

知识点是教学的基本单元，也是思政元素最基本的承载

点。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使好的案例成为专业

课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用光学”课程中有很多知

识点都蕴含着人生哲理，本文结合“应用光学”的教学内容，

尝试从以下几点切入思政元素：

1. 光学发展史与人类对真理的追求。

光是哲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中的永恒话题。千百年来，

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光的本性。17 世纪以来，在以牛顿为

代表的“微粒说”和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之间，展

开了一场长达 200 余年的大论战。牛顿以微粒说解释光的直

线传播，解释反射、折射现象。牛顿的光的微粒说与其创立

的经典力学的概念框架是一致的。但是，微粒说并非“万能”，

比如，我们下文提到的“光的直线传播定律”就有一定的局

限性，当光经过尺寸与波长接近或更小的小孔或狭缝时，将

发生“衍射”，光将不再沿直线方向传播。惠更斯提出了与

微粒说相对立的波动说，认为光是一种机械波，可以解释光

绕过障碍物偏离直线传播的衍射现象，也能解释光的反射和

折射现象。但由于实验手段的缺乏和牛顿的权威，微粒说在

整个 18 世纪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6]。

然而实验是最高的裁判，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的双缝

干涉实验证实了光的波动说，至此微粒说出局。这场大论战

既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也是对权威的挑战。追求真理的道

路是艰辛的，但探索是无止境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

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这是对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总结 [7]。光学理论

在经历了几何光学、波动光学的发展，进入到电磁光学、量

子光学阶段。这些理论相继发展，变得复杂但精密，而光学

仍在发展，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仍在继续。

2. 光的直线传播定律与中国古代光学发展。

几何光学认为，在各向同性的均匀介质中，光是沿着直

线方向传播的。“小孔成像”即是运用这一定律很好的例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以兼爱为核心，以

节用、尚贤为支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

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最著名的是他进行了小孔成像实验，

即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提出了初步的几何光学

的概念。《墨经》是墨子和他弟子的著作，记述了他们对逻

辑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文中非常言简意深地讲述了几何光

学成像和光源等。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讲过，墨子关

于光学现象的描述比“我们所知的希腊早”、“印度也不能

比拟”。我国光学家钱临照在注释《墨经》光学部分内容时，

指出“就体制而言，俨然是一部完整的几何光学；就内容而

言，是不尚空论，而是老老实实的实验记录；就年代而言，

比今日欧美学者所认为世界上最古的光学书籍，传说为欧几

里得所写得光学一书还要早 [8]。”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近现代光学的发展跟世界确有一定的差距，如何直面差距、

解析差距、缩短差距值得我们思考。这一案例有助于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家国情怀、政治担当。

3. 理想光学系统的组合与整体局部辩证统一关系。

按照定义来说，物体所在的空间为物空间，像所在的空

间为像空间。广义上来说，物空间和像空间是逻辑上的概念，

不是真的某个空间范围。实际上，物空间与像空间往往是重

合的。对于组合光学系统而言，第一组光学系统的像空间跟

第二组光学系统的物空间就是重合的。在分析两组光组组合

时，我们既需要单独研究第一组、第二组光学系统以明确成

像过程，又需要研究组合系统以分析整体效果。组合光学系

统相当于整体，第一组、第二组光学系统相当于局部，二者

不可分割，相互影响，辩证统一。这要求我们既要树立全局

观念，又必须重视局部。从物像空间的相对性体会光学之美，

从组合光学系统体会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关系，学会多角

度认识事物、感受世界。

三、结论

本文在“应用光学”课程基础上，探讨了课程思政与专

业课程的有效融合方式。首先根据应用光学课程的主要内容、

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中的课程地位及应用光学课

程的课程要求，分析了应用光学课程的课程思政必要性；然

后结合实际教学体验，分别从完善教师思政教育理念、教学

方式改进和专业知识点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合三方面介绍了课

程思政的措施。以期能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把

德育教育融入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使课程的育人功能和

价值取向更加鲜明，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责任感的社会

主义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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