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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物理实验是学生锻炼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的重要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课程的教学和育人的双重功能，在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设计及思政教

学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研究。分别对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和设计研究实验不同模块给出了大学物理实

验课程教学设计思路，以及课程思政研究的重点。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探

索研究了不同项目的课程思政元素，丰富了科学精神、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文化自信、爱国精神、辩

证唯物主义价值观等元素的案例，并在课程教学中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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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 are an important link for students to exercise their hands-on, innova-
tive, and self-learning abilities. They are also an important stage for forming correct values and out-
looks on life. In order to better utilize the dual function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education, som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design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design ideas and key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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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research in university physics experimental courses were provided for different modules of 
basic experiment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and design research experim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course teaching, explores 
and stud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different courses, enriches the cases of scientific 
spirit, rigorous and meticulous professionalism,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patriotism, dialectical mate-
rialism values and other elements, and has carried out certa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course teach-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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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实验》是大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第一门自然科学实践课程，是学生接受物理实验方法和

实验技能系统训练的开端，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1] [2]。该课程既是引领学生认识复杂客观世界，

探索未知专业领域的基本手段，培养学生熟练动手、缜密思维、系统表达、自主创新能力的必备环节，

又是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阶段[3] [4] [5] [6]。大学物理实验是物理学理论走向实践的途

径，实验课程的学习可以加深物理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训练学生的物理实验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也含有丰

富的思证元素，通过课程思政建设能够深入挖掘提炼课程中丰富的思政元素和所承载德育功能，坚定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指导

认知与实践，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 

2.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设计及思政教学现状和问题分析 

2.1. 研究现状 

随着国家对课程思政的重视，为了做好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发展，许多高校都对大

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索。一些研究对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如南开大

学的张春玲等人利用 O-AMAS 有效教学方法[7]，郑州大学的史新伟等人建立了 TSTC 教学体系，对课程

思政进行教学改革[8]。民族地区大学的尹佳等人探讨了为何及如何在课堂导入环节融入思政元素，分析

课程思政的课堂导入方法及具体措施[9]。电子科技大学的郭袁俊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设计[10]。东北大学的王旗等人探讨了课程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中的实践和应用[11]。目前很

大一部分研究都是以某一个实验项目或者某一个或两个思政点为例，探讨了项目思政元素点的挖掘[12] 
[13] [14] [15]，整门课程的完整的案例建设和研究还较少，因此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思政教学研究还需要更

深入地、系统地进行课程思政方式方法和案例的研究。 

2.2. 课程思政教学问题分析 

大学物理实验一般都在大一的下学期和大二的上学期开设，开课前都会对学生的基本学习情况进行

调查和研究，通过调查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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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来全国不同省份，调查问卷统计发现 8%的学生高中没学习过物理，部分文科学生几乎没有

学过物理，故造成此类学生物理基础偏弱，3%的学生学习兴趣不够浓厚，自主学习性不强，仅为了完成

实验任务而学习，这说明学生并不清楚物理实验的实际应用，思想认识水平差异性较大。 
2) 表 1 所示学生高中阶段做过的物理实验情况，多数学生高中物理课程中力学、电学部分为必修，

其余部分为选修，中学阶段的物理实验大多是以老师演示为主，印象都不深刻，学生做过的物理实验较

少，多数都为力学、电学实验，比如用打点计时器测量小车加速度，用电压表、电流表测电阻，统计发

现没有动手做过物理实验的学生占 29.1%。表 2 所示学生高中阶段参加过物理类竞赛情况，学生参加过

物理创新竞赛的占 17.6%，不少学生对物理创新活动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表示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但

多数学生的创新实践意识不够，动手能力不强，并且对物理科学发展史不够了解。 
 
Table 1. Physics experiments conducted by students in high school 
表 1. 学生高中阶段做过的物理实验情况 

仅学习理论没做实验 做过 5~10 个实验 做过 5 个以下实验 

29.13% 50.36% 20.51% 
 
Table 2.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physics competitions during high school 
表 2. 学生高中阶段参加过物理类竞赛情况 

没参加过 校级竞赛 市级竞赛 省级竞赛 国家级竞赛 

82.41% 11.31% 3.02% 2.51% 0.75% 

 
3) 学生基本没有使用过中国知网查阅文献，但学习积极性较高，愿意与人交流，协作性好，希望可

以通过查阅文献等辅助手段提高学习效果，希望了解更多的搜索文献的途径，开展小组讨论、自主预习

等多种教学模式，团结协作能力有待加强。 
4) 对于实验操作的耐心不足。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如果第一次实验结果不正确，学生基本愿意认

真思考并寻找问题的原因，重新进行实验操作，但有近半数学生表示，如果再次实验结果不正确，将会

影响实验信心，没有一定程度的耐心，缺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16]。 

3.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设计及思政研究思路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以实验基础理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或研究性实验四大模块为顺

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层层递进。实验基础理论模块旨在为后续实验测量和数据处理打牢理论基础。

基础性实验模块突出大学物理相关定理定律的验证、物理实验基本工具使用和基本技能训练，取齐学生

知识结构和能力层阶，为后续综合性实验做好铺垫，灌输事实求是、科学、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综

合性实验模块突出培养综合应用能力，将声光电技术相结合，运用传感技术、激光技术、超声技术解决

复杂的应用问题，使学生初步了解如何从理论向应用转化，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信、工匠精神、爱国情怀。设计性或研究性实验模块注重自主实践能力的提升，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

特点或兴趣爱好，能针对较复杂的物理问题，从给定的设计性或研究性实验清单中，注重融入开拓创新

的科学精神、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选实验项目、独立完成方案设计、熟悉现代仪器设备

设计原理和方法等思政元素，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课程内容设计由浅入深、注重“知识性”

和“应用性”的结合，尽可能将物理实验理论、方法与工程实践、实践应用、科技前沿相联系。教学实

施中注意实验设计思路的引导，注重学生实验思维方式的养成，在提升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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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重科学实验素养、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意识和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17]。 

4.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设计及思政实施措施 

4.1.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设计实施措施 

教学过程中注重能力素质的培养、价值观的塑造，而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实验基础理论模块以教

师课堂讲授为主，基本实验模块主要采用精讲多练、讲练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重点讲授实验要求、操

作要点及注意事项，强调安全意识、责任意识与规范意识；综合实验要利用形象化的语言解读教学内容，

多举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例子，通过形象化的语言解读物理原理，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实验，对

实验结果加以分析整理并提交实验报告，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实验要

求和目标。设计性实验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教师只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指导，提供充足的自主研究

空间，培养学生求知求真的精神。实验课程教学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 在每个项目教学方式上简化复杂公式的推导，原理公式要讲解，但不要从数学的角度去讲解，不

要沉迷于公式推导，而只要定性的讲解原理的来龙去脉和原理能够解决的问题，引导学生从使用的角度

去理解原理，避免进入复杂公式推导的怪圈。 
2) 实验操作上留给学生时间熟悉设备，步骤上可不做统一要求，允许学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主

设计实验步骤。教师要多指导，多引导学生分析实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必要时可进行演

示操作。同时在本次课安排学生下次实验课要进行的实验项目预习，要具体到教材中的章节和页码，在

下次实验上课前对预习情况进行检查。 
3) 充分利用教学活动日进行集体备课，实验课程进行过程中要求教师间充分交流，及时把握实验进

行过程中学生易出现的问题，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指出和讲清楚，避免问题积压、不良操作方法形成定式；

关注实验项目之间的联系，注重同组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知识和能力的连贯性和渐进性。 
4) 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制订不同的教学方法。在给文科生授课时，以引导为主，淡化实验步

骤的讲解，让学生用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教学方法，对照材料，理清实验思路，制定实验方案，完成实验，

并对必要的实验原理进行补充。在课程教学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其创新实践活动的宣传力度和鼓励支

持力度，力争出现新作品、好作品。 

4.2.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整合思政内容 

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从实验背景、实验内容、物理学史、实验数据处理等多个环节、多个

方面对课程思政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在教学过程中对课程思政内容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整合。

主要从事实求实的科学精神、严谨细致的敬业精神、文化自信、爱国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观、思想

政治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等几个方面，深入挖掘物理科学家的爱国事迹、我国科技发展成就等物理学发展

史，部分课程思政元素案例如表 3 所示。 
 
Table 3.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urse teaching cases 
表 3.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案例 

实验项目名称 课程思政元素 思政案例内容 

拉伸法测金属丝的

杨氏模量 
民族自信、激发爱国

情怀 

引入师昌绪院士为碳纤维材料发展做出的贡献，为战斗机研制成

功了第一代空心涡轮叶片，为祖国的航天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

贡献 

模拟法测绘静电场 爱国精神、民族自信 航天员在水下模拟太空失重环境的训练，激发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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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密度测量 事实求是、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多次精确测量数据，实验、仪器以及装备操作容不得半点差错 

刚体转动惯量的测

定 矛盾论的思想 设计实验方案时，忽略轻质滑轮的影响，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

忽略次要矛盾 

示波器的使用 民族自信、工匠精神、

爱国精神 
由示波器的测量及其应用，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工匠精神、爱

国情怀 

惠斯通电桥测电阻 精益求精、实证求真 惠斯通电桥的历史介绍，培养学生坚持不懈地寻求有效解决问题

方法的探索精神 

导热系数的测量 科学、严谨、细致的

职业精神 
不确定度分析对数据分析的严格要求，培养学生的科学严谨的职

业精神 

液体粘滞系数的测

量 
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江仁寿支援大西北时期，艰苦奋斗，测出液体钠、钾的粘度值 

电表的改装与校验 严谨细致、实事求 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的过程中，邓稼先领导的设计组，反复计算数

据，顺利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方案 

固体线膨胀系数的

测量 
安全意识、责任意识

与规范意识 固体热膨胀引起的安全事故，培养学生安全操作设备的责任意识 

电位差计的应用 爱国情怀、文化自信 引入热电偶先驱王同辰科学家事迹，激发爱国情怀 

牛顿环与劈尖干涉 善思笃行的科学精神 牛顿发现牛顿环及其对光学研究的贡献 

声速测量 爱国报国、无私奉献

的精神 赵淳生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回国，带领团队发展我国超声电机事业 

温度传感器温度特

性研究 爱国报国的精神 通过各种温度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的讲解，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实验要求和目标 

密立根油滴实验 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密立根设计实验及仪器的巧思 

霍尔效应法测磁场 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薛其坤团队在实验中观察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用光电效应测量普

朗克常数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 

物理学史，从赫兹发现光电效应现象、勒纳德等科学家总结的实

验规律、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到密立根的实验验证过程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

调整与使用 
认识是不断发展和深

化的 
迈克尔逊测量以太速度的否定性实验结论，既是经典物理学上空

的一朵乌云，又是后来“光速不变”原理的实验支撑 

4.3. 应用实践效果评估 

在 2021 级和 2022 级本科学生的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不断优化课程思政案

例和专业知识点的融合方案，及时反馈研究进展情况，做适当调控。将课程思政理论、案例研究和实践

方面的经验应用到课堂教学中，总结 2 学年的教学实践效果，我们发现学生的自信心、职业认同感、创

新能力明显增加。同时在实验考核时，融入思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思政元素的考核，实

现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的协同发展。 
在学生课外创新实践环节融入思政教育元素，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达到入盐入水的效果，学生的动

手能力、创新精神显著提高，拓展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竞赛项目，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团队协作精神和

集体荣誉感增强。在不同的物理创新实践竞赛中锻炼学生意志和信心，多名学生在不同物理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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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优异成绩。实现教学、考核和创新实践活动全过程育人效果。通过问卷调查和评教成绩发现学生对

课程的设计及思政元素对融合效果比较满意，接受度较高，95%的思政目标能够达成。 

5. 总结 

大学物理实验课程的教学既要注重对学生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又要注重对实验设计思路的

理解，注重创新能力的提高，还要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为更好地发挥大学物理实验课

程教书育人的作用，本文对当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课程教学设计思路与具体措施进

行了细致的研究；对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进行了一定的实践探索，从实验背景、实验内容和数据

处理等多个角度、多个环节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研究了科学精神、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文化自信、

爱国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观等元素的案例，及与课程内容的融合，丰富了科学家的爱国事迹、我国

的科技发展成就等物理学发展史，取得了明显的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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