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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思政融入物理学专业课教学过程是如今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研究领域。本文以固体物理学课程为例，

将思政元素作为切入点，深入发掘课程思政资源，从营造课程思政氛围、制定教学大纲及构建教学内容

三个层面上，提出了关于将课程思政无缝融入进固体物理课程中的建议。此外，从教学设计、新课导入、

新课讲授及课外活动四个角度具体提出固体物理课程思政行之有效的教学改革举措，把课程思政文化与

专业教学紧密结合，使其与课程体系相与为一，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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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hysics courses is a key 
research area in current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 Taking the course of Solid State Physic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u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the course.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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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mlessl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Solid State Physics course from 
three aspects: creating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 formulating the teaching syllabus, 
and constructing teaching content. Furthermore, effective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for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Solid State Physics course are presented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eaching design, introduction of new courses, course delivery,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By 
closel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teach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uni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lture with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all-round student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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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迈上新的台阶[1]。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逐步形成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联结的新模式，但怎样做到将思政教育在课程中悄然无声地渗入学

生的思想是当代教改的一大难题。 
另一方面，固体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固体，特别是原子排列具有周期性结构的晶体。固体物理学的

基本任务是从微观上解释固体材料的宏观物理性质，是许多学科的基础课程。由于固体物理学有着难教

难学的特性，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难充分发挥其思政的内涵，不能很自然地将其与自身的专业知识

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自然科学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2]。固体物理教师真正做到重视

课程思政，在课堂上熟练地运用，这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协作精神，激发学生复兴中华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 
当前，人们对课程思政融入固体物理课程的研究已有相关理论方面的进展，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具体阐明了如何根据固体物理具体知识点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并

以实例明证，旨在为我国课程思政工作融入高等学校固体物理课程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希望对推进我

国高校固体物理课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 营造课程思政氛围 

课程思政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师生之间的相互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课堂实

验、应用案例研究等互动式教学[3]融入思政理念营造课堂思政氛围，加强教学效果。例如，在进行“超

导”[4]教学时，应让学生了解到超导现象是一种在极低温度下电阻消失的电流传输方式，为了使学生更

好地了解超导技术在人类社会的贡献，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关于超导技术在实际应用的小组讨论。讨

论的主要内容可以包括超导技术在磁共振成像、能源传输、科学研究和医学诊断等领域中的应用，以及

超导技术在这些领域中的优点、特点和限制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成功地在固体物理课堂上营造出良

好思政氛围，不仅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超导在实际应用中的发展与推广，明白超导理念在把科学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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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新融入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些研究和技术的创新背后折射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伦

理价值，践行了科技创新服务“三个面向”的发展理念，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和创新精神，促进他们对科

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技能的提升。 

3. 制定科学的教学大纲 

要把思政教育融入到固体物理的教学中，就必须结合课程的特征和时代的要求，制订出一套科学的、

有效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系统化、组织化，确定了教学的主题、顺序和重点，有助

于教师在备课和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组织和安排，保证教学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要把思政

元素与固体物理的教学结合起来，首先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目前的国际、国内的最新形势，还有党的

理论、路线、方针及政策等方面的内容，都要在教学大纲中体现出来，让教师树立起课程思政的主体意

识[5]。 
在教学计划中，首先，须认真选择思政元素，将其纳入到课程教学中的思政元素，要符合固体物理

的课程。在固体物理学课程的思政教育中，要将培养学生追求科学真理、勇于求实创新的精神作为其主

要内容和基本导向。其次，要尊重固体物理的知识体系，既要达到课程的教育目的，又要尊重课程的知

识体系，保证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因此，在制定教学大纲时，教师必须精确把握思政环节的时间安排，

确保专业知识的教学得到充分的时间保障。任由思政内容占据过多的时间，将会导致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不够深入，丧失了建立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机会，最终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产生不良影响。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新理念新事物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教师在工作中认真总结，不断地积累自己

的实践经验，注重将综合素质、学科素养与思政教育在教学大纲中体现出来。只有不断地进行积累式的

教学，教师才能实现“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的育人效应。 

4. 加强教学内容把控 

教学内容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为了推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所要呈现并向学生传达的信息与学习资料，

目的是为了推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固体物理学史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必须由专业的教

师来进行深度的发掘与发掘。在备课时，教师应以合适的教学技能将这些历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教学

内容相结合。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对科学发展史以及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们的故事进行讲解与探讨，从

而使学生对科学家的价值观以及科研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反思[6]。例如，我国首次在理论物理方面做出重

大贡献的科学家——黄昆，他在研究固体物理中的晶格动力学时，得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黄昆方程——

对格波与宏观极化电场进行耦合提出的两个基本方程。这两个方程为以后的电磁波与声子耦合的科学研

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此奠定了黄昆在固体物理学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20 世纪 40 年代末，黄昆在欧

洲物理学界声名鹊起，而他却始终心系家国。黄昆曾写了这么一句话给杨振宁，“如果在国外拖延目的

只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1951
年，黄昆的恩师饶毓泰写信邀请他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黄昆抛下英国的一切，转道香港回国，

自此开始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又例如，葛庭燧自 1980 年从美国回国后，担任中国科

学院合肥分院副院长，并负责筹建固体物理研究所。面对外国朋友对中国科技的质疑，他决心在国内实

验室培养一流人才，致力于创造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固体物理所形成了由老、中、青结合的强大研究

团队，他们始终保持坚强的战斗力，攻关不畏艰，走向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经过 20 年的努力，葛庭燧

创建并领导的内耗与固体缺陷开放实验室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心，屡获科学奖项。他还成功主持了国

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并荣获最高国际奖，为中国固体内耗研究队伍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深入挖掘、理解，尤其可以从中寻找与课本内容相容的例子，以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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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掌握课程知识，并且提高他们对固体物理学对社会、文化、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为

他们今后的学习塑造打下良好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5. 制定合理的教学策略 

5.1. 教学设计：思政与教学并重 

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口述和演算为主，教学效果的好坏与课前教学设计的准备息息相关。

教学设计是根据专业要求及学生的特点，考虑到教学目标，教学手段等诸要素后对教学内容的有序组织

安排。因此，要想成功在固体物理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关键是首先在教学设计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二十大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等内容。 
传统教学设计的内容包括：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等九大环节。在以核心素养

为导向的四维教学目标中，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三大目标与学科知识结构密切相关，而科学

态度和责任的目的与思政教学密切相关。在进行固体物理学教学设计时，应时刻契合思政教育目标[7] [8]。
例如，在教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时，可以通过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和历史背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感和责任感。以“晶体的能带理论”[4]为例，结合“半导体材料的理论基础是能带理论”这一立足点，

引导学生关注我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和历程，结合美国制裁中兴和华为、断供芯片的情况，向学生展示

我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的发展成就和 5G 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引导学生思考：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个

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外，另一些例子：如中

国在建国初期在航空航天领域的空白，但是中国科学家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成功地实现了一系列的

航空航天事业；如神舟系列、北斗导航等。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以此激励学生：华为、中兴目前的

困难只是暂时的。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电子行业将不会再出现“缺芯”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在一

定的固体物理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到课堂中，进而在不知不觉中塑造学生切实的人

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 

5.2. 新课导入：善于运用情境式教学 

常言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教学的最开始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整个教学活动的

顺利进行有着明显的益处。所以，要使学生在课堂中顺利接受新知识的话，一个良好的新课导入必不可

少。 
新课导入环节同样可以融入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融入导入环节中，不仅有助于增长学生

对于思想政治内容的兴趣，还可以让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得到一定的熏陶。教师可以在导入环节向学生

介绍往年诺贝尔奖获奖者及其贡献，将科技新闻与正在学习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在讲解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时[4]，可以介绍 M. Laue (19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生平作为课堂的引入。1912
年 M. Laue 发现了 X 射线通过晶体的衍射现象，这是固体物理发展史中的重要里程碑。1913 年，Bragg
父子(191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证实可以从干涉条纹中得到晶体中原子的位置以及晶格的详细信

息。从此揭开了晶体结构分析的序幕，也为固体物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像这样给学生进

行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普与解释工作，一方面结合了固体物理学史，提升学生的科学热情；另一方面也

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接下来所要学习的课堂内容是对人类科技进步有很大的作用和意义的，大大提升学

生对课程的兴趣。 

5.3. 新课讲授：将前沿物理融入课堂 

如果说“新课导入”是“预告片”，那“新课讲授”则是“电影”中的“主角”，它体现了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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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水平和学生的知识吸纳能力。新课讲授被广泛地视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教学手段。随着

世界科学的发展，固体物理学的内涵和内容也在不断地得到更新。科学前沿知识中所蕴涵的思政要素为

实践性物理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教学过程中适当补充相关的前沿研究进展，将更有利于课程思政的

开展。 
谈到固体物理学中的前沿研究成果时，固体材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二维材料、量子材料都是

固体物理学中的研究热点。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介绍石墨烯等二维材料独特的结构和性质，并引导学生思

考其在新型电子器件、能源存储等方面的应用。通过讨论二维材料的制备技术、性能调控和应用前景，

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意识。此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领域的发展，离不开新型的量子材料。教师可

以介绍量子材料在这些领域的应用，并引导学生思考其对未来科技和社会的影响。通过探讨量子材料的

特殊性质、量子态的控制和应用前景，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综合素养和创新思维。新型能源材料同样也是

固体物理学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等能源领域的发展离不开新型能源材料的应用。

教师可以介绍这些新型能源材料，引导学生思考其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意义。而近年来，固体材

料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教师通过介绍国家相关科技发展的最新

成果，促进学生的科学兴趣、爱国热情及文化自信，有助于为当代大学生的学业及科研奠定坚实的基础。 

5.4. 课外活动：不再拘泥于课内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但如果单纯地把教育局限于课堂教学，就显得有些不足。一是由于每

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是“独特的人”，在课程中思政教育也要因人而异，一成不变的教学方式和

方式未必适合每个人；二是在教室里，教师因材施教的机会很少，由于上课的时间十分有限，几乎不可

能在这短短的课时里完美地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同时进行充分地思政教育。所以，在课外活动中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手段。 
固体物理学课程内容繁杂、艰涩，很多同学浅尝辄止，学习兴趣不大，学习热情不高。基于此可以

按需开展各种课外活动，进一步解说课程内容，同时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改善学生对固体物理学的认

知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和科学素养。可以设计一些与固体物理学相关的实验，比如测量材料的导

电性能、研究材料的热学性质等，让学生亲身参与实验，深入理解固体物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可以选择

一些热门的固体物理学研究课题，引导学生进行系统性的探究和实验，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

能力；可以组织学生到固体物理学实验室、材料科技公司等地参观学习，了解固体物理学在工业生产、

科研领域中的应用和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实践经验。 
总之，固体物理学的课外活动可以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科学素养，提高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有利于将此前的思政与专业知识更好的融会贯通，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学习

和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6. 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实现固体物理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共赢，首先要采取互动式教学在课堂上营

造课程思政氛围，其次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大纲，将固体物理学史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同时，根据固

体物理课程内容通过在教学设计、新课导入、新课讲授及课外活动等方面融入课程思政，在教师的讲和

学生的学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陶冶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求真务实的进取精神，从而

更有利于塑造出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需求的四有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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