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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三全育人体系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保障国家人才培养的战略性举措。本文探讨如何在原子物理学

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学改

革，充分发挥课程育人的功能，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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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hree-wide education syste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rses is 
a strategic measure to ensure nat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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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of atomic physics and help students to shape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in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cultivating ability. 
And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urriculum,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timulate students’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Keywords 
Atomic Physic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urriculum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课程思政建设背景和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重要论述中，深刻分析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2014 年上海市将德育纳入教育综合改革项目中[1]，2017 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格局，

明确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国各高校陆续在三全育人体系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改革[2]。
课程思政要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形成协同效应，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实现三个教学维

度，既教授学生知识与技能和过程与方法，又达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目标。根据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导，专业课程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机载体，需要针

对课程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的特点，深度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价

值理念与科学精神培养结合起来，有机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3]。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高校课程思政往往空有其名，很多专业课程教师也不能正确理解专业

理论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引领之间的关系，只管埋头教书，不管道德育人，导致专业课程和政治思想理论

课程各自为营、长期分离，政治理论课教师孤军奋战，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缺乏信服力。另外，随着网

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学生处于思想舆论多元化的环境中，在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没有正确

的引领，在受到多种价值观的冲击后容易出现价值观缺失甚至扭曲的现象。高校亟需开展思政课程建设，

改变这一现状。本文以物理专业核心课程《原子物理学》为例，深度挖掘课程中思政元素，分析专业课

思政课程的建设思路和方法。 

2. 《原子物理学》课程特点和培养目标 

《原子物理学》课程是物理专业必修核心课程。课程以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探索物

质微观结构的基本规律，课程内容蕴含了前辈科学家们的智慧结晶。《原子物理学》课程内容既包含经

典物理的内容，又涉及量子力学范畴，具有基础性、前沿性和创新性的特征。从二十世纪以来，诺贝尔

物理学奖一半以上的工作都与原子物理、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相关。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学

习科学家们在发现新的科学问题时，如何提出新的物理思想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创

新能力。此外，原子物理在前沿技术中也有很多应用，如电子衍射现象应用到电子显微镜中，X 射线被

应用到医学影像中，原子内部核反应应用到解决能源问题中，元素的天然放射性应用到环境检测中，等

等。根据《原子物理学》课程特征，我们针对本校应用物理专业学生制定了课程培养目标，见表 1。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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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围绕课程目标，充分挖掘课程中思政元素，采用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思政元素引入

到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态度、人生态度和世界观，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Table 1. “Atomic Physics” course training objectives 
表 1. 《原子物理学》课程培养目标 

课程能力培养目标 

目标 1 理解微观世界的物理概念和图像，掌握原子的结构和运动规律，逐步建立用量子化的思想、 
概念、语言及思维方法来研究微观世界，为学习量子力学及后续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目标 2 学习研究原子物理问题的基本方法，明确如何由分析实验结果出发，建立物理模型， 
进而形成物理理论体系的过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德育培养目标 

目标 1 了解原子物理学科前沿，扩大视野，引导学生勇于思考、乐于探索发现， 
培养良好的科学素质。 

目标 2 引入思政元素，培养正确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 

3. 《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思政元素的挖掘是课程思政的关键，我们围绕课程培养目标，以学科发展史为脉络，结合科学家们

事迹和国际国内形势，从科学精神、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对《原子物理学》课程思

政元素进行挖掘，如表 2。我们在绪论中讲授原子物理发展历史时，向同学们介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及对祖国的贡献；在教授原子核聚变相关内容时，介绍两弹元勋们的光辉事迹；在讲授放射性的

应用时，介绍核物理专家张家骅科学救国事迹及在我国放射线同位素应用领域贡献。通过学习科学家们

的事迹，提升同学们的民族荣誉感。 
 

Table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ntegration point design of atomic physics course 
表 2. 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元素与融入点设计 

思政元素 融入点 

科学观 

原子物理学之父——卢瑟福桃李天下，心怀坦荡，淡泊名利 

X 射线——伦琴发现 X 射线 

原子模型——汤姆逊发现电子 

…… 

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 

绪论——诺贝尔物理学奖华人科学家的故事 

原子核——两弹元勋及郭永怀的故事 

放射性——张家骅科学救国 

…… 

社会责任 

γ射线——赵忠尧学成归国 

量子力学初步——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核聚变——EAST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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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授γ射线时，介绍赵忠尧学成归国，淡泊名利，为祖国科学不惜千辛万苦，坚定不移的精神；在

讲授量子力学相关内容的时候，以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为例介绍量子力学在国家通信安全领域的应

用；在学习核聚变章节时，介绍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及其在国际核聚变研究领域占有

的重要地位。通过了解当代科学家在科技领域取得成就及国家发展需求，激发学生们社会责任和历史使

命感。 
在讲授原子模型时，介绍汤姆逊在发现电子的过程中，运用观察和实验、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

利用创造性思维提出假说和物理模型的科学研究方法[4]；在学习 X 射线时，从伦琴发现 X 射线的故事中

学习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敏锐的观察力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的哲学道理；介绍

原子核式模型时；建立原子核式模型的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一生心怀坦荡，淡泊名利，不仅在科学研究

上取得了伟大成就，还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培养的学生中 12 人获诺贝尔奖，包括波尔、狄拉克等

人……这些故事体现了科学家们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锲而不舍、实事求是的科学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 

4. 思政元素实施途径 

4.1. 师资队伍建设 

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不仅要深刻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还要通过多种途径，围绕“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不断深化“三全育人”改革，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落到实处。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立德树人，这也是“课程思政”的关键

点和难点。我们组建思政课程教学团队，通过集体备课，观摩教学等活动加强教师间交流，营造良好的

教学氛围，并通过集体学习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担当的教师队伍，让老师们在教学中能够自觉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教书和育人相统一，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4.2. 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点设计 

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原子物理学课程中，将德育内容与课程知识体系紧密结合，既要巧妙地激发学

生钻研专业知识，又要能够润物无声地将科学思维、家国情怀内化到每次课程中，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想

教育的统一。而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思想问题，比如在学习专业知识过程中

缺乏独立思考和严谨的态度，职业道道观念淡薄；对专业缺乏兴趣，对未来职业规划比较迷茫，缺少社

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对专业领域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的评价有着从众现象，缺乏理性思考和批判精

神……针对这些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从专业角度着手，针对学生对专业及课程存

在的质疑和迷茫等心理困惑，对课程设置导学环节，介绍专业和课程在国防民生等领域的应用及重要性，

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是从专业知识本身入手，通过物理模型和理论建立

的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建立正确的科学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三是从学生

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着手，结合专业知识，阐明科学哲理，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正确的价值观，弘扬

社会主义价值观。 

4.3. 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改革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改变以往纯板书的课堂教学模式，利用学习通等教学 APP，采取线上下线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扩充课堂容量，以达到更好的思政育人目的。通过在学习通上上传课外学习资料，拓展

学生的专业知识及视野，培养学生的专业自信；设置专题讨论课，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此外，我们还改革了课程考核方式，改变以往的一考定输赢的模式，增加课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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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环节考核比例，提升学生的专业兴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这一系列的教学改革，给学生营造更加宽松和个性化的学习氛围，有利于我们将思政元素有效

的融入到教学的环节中去；同时也增进师生情谊，也利于教师在平时与学生地交流过程中，以自己的人

格魅力和职业素养影响着学生，潜移默化地推动课程思政的实施。 

5. 结论 

要在教学过程中践行“三全育人”目标，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有结合，不仅需要从教学内容和特

点着手制定课程能力和德育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深入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还需要从教学手

段、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上进行改革，将思政育人功能以润物无声的形式植入到教学中，更需要教师从

主观意识上认识到思政课的重要性，真正做到立德树人，潜移默化的推动课程思政的实施。本文作者根

据《原子物理学》的课程特点，从以上几个方面提出了《原子物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的一些建议和想法，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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