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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对《激光原理》课程教学现状的分析以及在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改革实践中的体会，本文分析了课

程思政与专业课教学的同向同行协同效应，论证了《激光原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本文从课程内容体

系改革、教学手段和方法改革、评价体系的探索和实践等方面的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作了详细分析和阐

述，以期达到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熏陶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工程伦理意识和工匠精神、培育

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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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Laser Principles course and the ex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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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ce in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analyz-
es the co-directional and co-ope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ized course teaching. Herein, it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exposition from the as-
pects of the reform of the course content system,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explora-
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cultivate patriotism, engi-
neering ethics consciousness and craftsmanship, exploration spiri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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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2018 年，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

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课程思政影响甚至决

定着社会主义接班人、国家和社会长期安定乃至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培养高质量精英人才具有划时代意

义 [1]  [2]  [3]。高等教育当前的课程结构中专业课占比超过 80%，对于高校学生来说，用于学习的时间中

超过 80%都用在学习专业知识上。同时，超过 80%的同学认为授课教师对学习过程有着重要影响。因此，

课程思政应该着重面向专业课教学，专业课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要渠道。但目前高校专业课程的思政教

学实践中，仍存在着表面化、硬融入等问题，在专业课程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中，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

向同行、协同育人仍需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改革 [4]  [5]  [6]。 
激光被誉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是 20 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航

空航天、国防军事及医疗健康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7]。《激光原理》课程是面向电子信息、光学

工程等工科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重要专业课，其内容聚焦激光的基本工作原理以及实现技术，是解

决我国国防和工业制造领域多项关键技术问题的基础 [8]。结合《激光原理》课程教学内容在国防领域的

特色，融入思政课程的思想与方法，深入挖掘激光技术领域的思政资源，将《激光原理》理论内容的传

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专业人才，是

《激光原理》这门课程的宗旨和目标 [9]。本文围绕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在《激光原理》

课程的实践与创新，将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进行深度融合，从而达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目

标。 

2. 推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思政改革与实践 

将思政内容与专业课教学内容有机融合是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根基。基于思政课程的思

想与方法，在《激光原理》课程中引入爱国主义教育，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科学创新精神、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感、民族自信等德育元素；在课程设计中，要求学生开展资料查询综述、知识方法探索、技术

方案论证、实践资源挖掘等有助于科学方法养成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讲解有关大型激光

装备工程项目，进行具体的项目需求分析，性能成本分析、进程阶段性规划、团队分工合作、实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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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培养学生工程伦理意识和工匠精神，达到“育人无形，润物无声”的隐性课程思政目的。 

2.1. 教学内容 

绪论课和实验课是非常适合引入课程思政教育的教学环节。以《激光原理》为例，激光技术是 20 世

纪以来，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之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随着激光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已经在

汽车制造、航空航天、钢铁、金属加工、冶金、太阳能以及医疗设备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10]  [11]。目前

全球最先进的激光技术和绝大部分激光器相关的产业都控制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如美国的

Coherent 公司是最全面的超快激光器系统供应商，IPG 是全球最大的光纤激光器制造商，Night 公司是半

导体激光器机器技术的世界领先企业，Newport 提供超快激光器、大能量脉冲激光器、连续可调谐、超

窄线宽脉冲激光器以及工业激光器；德国的 Trump 是工业用激光及激光系统领域的全球领跑者，Rofin
是世界最大的工业激光器研发、制造厂商，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激光器模块和激光二极管模块公司 [11] 
[12]。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激光器领域的发展现状，跟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这

种差距是短期内无法追赶上的。因为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我们必须做到比

其进步快，这样才能从刚开始的追赶，到后来的并跑，到最后的领跑。这中间需要我们不断积累经验，

重视人才的培养，并任人唯德和才。在专业课的讲授过程中，我们可以鼓励学生：为了国家的发展，为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应该从基础学起，从这门课开始，引导学生带着民族复兴、振兴中华的强烈

使命感来学习这门课，不仅事半功倍，也达到了课程思政的目的。 
优秀科学家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对于具有远大理想的青少年。虽然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诞

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但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国也制造出了第一台激光器，而且还是在当时那

么落后的环境下制造出来的，这些都得益于那个时代的爱国科学家前瞻的眼光、深厚的理论功底、强大

的奉献精神。虽然我国研制的第一台激光器比国外晚了近一年，但在很多方面的性能比世界第一台激光

器更好、更科学。比如，世界第一台激光器使用螺旋状氙灯作为抽运源，但这种结构并不能保证光源出

来的光能照射到增益介质中去。我国科学家王之江院士独辟蹊径，经过科学计算，决定采用直管状氙灯

作为抽运源，而这一设计立刻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直到现在直管状氙灯抽运仍然是固体激光器发展的

主流。另外，我国第一台激光器使用的是球形照明系统，这在世界上是首次。采用球形照明系统，当增

益介质跟氙灯的直径一样时，激发效率最高。这些都得益于我国科学家王之江院士的深厚光学设计背

景 [13]  [14]。通过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在制造我国的第一台激光器的艰苦卓绝的付出和突破他国的技术壁垒

的真实故事，潜移默化的为同学们树立一个又一个榜样，鼓励本专业的同学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品

质，扎实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的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这样不仅达到了课程思政的目的，也

对同学们积极学习本课程产生促进作用。 

2.2. 教学方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激光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想要更好地理解其知识理论

体系，必须要跟实践相结合，在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反过来，知识点的学习也可以指导

实践过程，提高实践效果和效率。以芯片加工过程的光刻技术为例，光刻机是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核心设

备之一，是现代光学工业之花，制造难度非常大。根据衍射光学中 Abbe 定理，光刻机的制程严重受其光

源发射波长的限制。如光刻机使用深紫外光源 DUV 时，该光源发射波长为 193 nm，光刻机的极限工艺

节点是 28 nm。随着现代电子产品不断小型化、低能耗化，对电子芯片的集成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

这些要求，必须缩小电子芯片的线程，也就需要研发制程更小的光刻机。比较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研发

发射波长更小的激光光源，这就需要对激光发射理论具有很深的理解，寻找新的增益介质。最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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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们研发出了发射波长为 13.5 nm极紫外光源EUV，配有该光源的光刻机制程可达 7 nm，甚至3 nm、2 nm，

大大提高了电子芯片的集成度，同时也降低了电子芯片的能耗。然而，目前国内光刻机的最小制程才只

有 45 nm，跟世界最先进的光刻机差距非常大 [14]。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激发学生们的兴趣和热

情，给他们布置作业调查“光刻机光源的发展史”，让他们对激光原理对当今制造工业，尤其是电子芯

片加工的影响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增加他们对《激光原理》课程的学习兴趣。 
因势利导，有效开发整合课程思政建设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从专业建设之于国家发展战略来发掘

思政教学资源。“新工科”专业建设，是为了培养引领未来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卓越科技人才，加快

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促进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中发挥全球影响力。从国家

战略、家国情怀来向学生介绍专业建设和使命，势必会激励学生以更高的抱负、更大的热情、更强的意

志投入到专业学习与实践中。二是从专业发展之于学生专业自信来发掘思政资源。任何一门专业都有其

发展的历史沿革、专业背景和历史渊源。在课程设计中，融入该课程知识体系的演进历程、历史贡献、

历史影响、历史经验和学术前沿，势必会帮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自己的专业内涵和课程知识体系，提升

专业自信，增强专业归属感并激发创新精神。三是从专业大师之于大国工匠精神来发掘思政资源。每一

个专业领域都有为之舍生忘死、拼搏创造的“专业大师”，他们在专业发展、改革创新、社会进步等方

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正是开展课程思政所需要的宝贵教学资源。我们可以通过校企协同育人，聘请行业

内的道德模范、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开展现场交流，讲述行业发展前沿动态，分享个人成长历程，让

学生现场聆听和感受；转化为学生热爱祖国、刻苦求学、努力奋进的激情和动力。四是从专业内容之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关联发掘思政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流

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并非脱离于专业课堂教学，而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价值导向深深融汇于各类

专业知识体系和课堂教学之中。专业课教师找准专业内容的切入点和联接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在

每一门课程教学中得以有效融入和展现，让学生润泽心田、滋养精神。五是从国际对比之于民族自豪感

来发掘思政资源 [15]  [16]。专业课课程教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善于引导学生从国际对比中增强“四个自

信”、激发民族自豪感，从国际对比中正视自身差距，找寻发展动力，把自己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积极融入刻苦求学之中，融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3. 课程思政和专业教学融合 

3.1. 建立教师常态合作机制 

要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必须将专业课程教师和思政课程教师协同合作、共同努力，

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突破教育教学上的壁垒，形成强大的育人合力。可以定期召开教师研讨会，实现

思政教师对《激光原理》专业课教师的辅导，并且积极推进构建思政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交流平台。思政

课程教师的过程参与可以帮助《激光原理》课程教师反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在课程思政的融入和

教学方法的提高等方面提供支持。《激光原理》专业课教师通过培训补齐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欠缺的短板，

提高价值引领能力。最终，使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相辅相成，在共同协作中增强育人效果 [17]  [18]。 
首先，要强化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意识。虽然课程思政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就整体

而言，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建设主体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些老师认为，课程思政建设是选答题不

是必答题，可以选择不做；也有一些老师认为，学生的思想引领、价值观塑造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事，

专业课的作用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本专业前沿知识和技能而非政治思想。因此，强化专业课教师课程思政

的主体意识是推进课程思政全面融入“新工科”专业建设的重要方式。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书

是为了育人，育人融会于教书。这就要求教师要更加强化育人的主动意识，准确把握教书与育人、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关系，更加自觉地践行教书育人的职责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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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提升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素养。对于工科专业课教师而言，课程思政是以本专业课程为载

体，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设计、课堂教学、课程评价等课程教学活动中，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领、价值塑造、品行培育的一种教育理念和实践路径，目的在于实现高校立德树人

的根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专业课程的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或硬性的嫁接，而

是基于任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专业知识能力，依据本学科专业特点、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成长规

律和思想政治教育原则要求，对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和“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需求，对专业课程进行深

度开发，将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之中，进而实现课程思政育人育才的教育目的。思想

政治素养高的专业教师，更能增强课程思政建设的自觉性、敏锐性，主动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主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和实践。因此，专业课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是其能否有效开展

课程思政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19]。 

3.2. 建立同向同行效果评价体系 

教学过程本身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环节构成的，各环节必须相互协调和统一，才能保证

学生有效地接受知识并使其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因此在课程的考核上也应该是多环节的、全

方位的全程考核模式。无论是学生的学习还是教师对课程的考核模式，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做法是不合

理不全面的，容易使某些学生产生侥幸心理，认为即使平时不用功，期末考试时也可通过作弊或其它违

纪行为蒙混过关，从而严重影响学校的学风和考风。 
通过建立专业课程教师和思政课程教师互相听课制度，双方教师定期进行交流探讨，并对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等方式，最终建立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效果评价体系。通过双方教师互相交

流学习以及学生的反馈，不断对协同育人方式方法进行研讨、反思、改进融合方式，最终达到“显性教

育”和“隐形教育”完美融合的效果 [20]  [21]。 

4. 结论 

思政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育人育才的关键课程。课程思政通过专业课程的讲授培养

素质高、能力强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本文结合《激光原理》课程的特点，融入思政教育中的价值理念、

工匠精神、政治认同、文化素养等思政元素，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最大化，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

标。通过搭建《激光原理》专业课程教师与思政课程教师的交流合作平台，定期开展课程研讨与反思，

将思政理论柔性融入于《激光原理》课程教学大纲、课堂讲授过程以及考核评价体系中，进而丰富教学

方法和手段，提高专业课程的温度。同时利用“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拓展理论教学的深度和广度，积

极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最终将协同育人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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