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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推进“四新”建设过程中，要求各大高校要从教育思想、发展理念、质量标准、技术方法、质量评价

等人才培养范式上进行全方面改革。而教育的根本是“立德树人”。如何将立德树人与内容复杂、理论

性强的《电磁场与电磁波》基础课程有机融合，是在该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

针对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的特点，思考课程中可能的思政元素，结合物理知识中的科学观和价值观，以

教学为手段来实现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培养深厚的家国情怀、塑造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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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four new” construction, major universities are required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paradigm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thinking, 
development concepts, quality standards, technical methods, quality evaluation and so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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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of education is “es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talents”. How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es-
tablish morality an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the basic course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 Elec-
tromagnetic Waves”, which is complex in content and highly theoretical, is a key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This paper fo-
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 course, thinks 
about the possibl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combines the 
scientific view and values in the physical knowledge, and uses teaching as a means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guiding students to form a scientific way of thinking, cultivate a deep sense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shape the correc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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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毛主席曾说过“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教育工作是思想工作，是要

解决学生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我们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以“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度概括了教育

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1]。2021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委员时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2]。同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清华大学时特

别提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育出大师的”。这是对我们高校教育的肯定，更是期望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

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的高等教育就要立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培养心怀国之大者，使其能够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

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这意味着“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

任务。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检验

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是“立德树人成效” [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价值塑造”三者融为一体。如何在《电磁场与电磁波》这门课程中实现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当前课程改革的重点。 
自《纲要》发布以来，各大院校掀起课程思政建热潮 [5]  [6]。如何推进《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思政

建设值得深入思考。面向未来《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本文提出我们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科学精神培养、使命担当和科技报国情怀融入到课程改革和建

设中，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来落地实施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2. 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王青教授指出未来教育教学具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与实践，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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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7]。在实施的过程中，应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指明工作方向和实施工作的方

法，而不是单一的谈课程思政，要杜绝课程与思政两张皮的问题，将课程思政融合到整个教育教学研讨

之中。王青教授还指出：课程思政可以凝练课程的魂，挖掘课程的思想性、内在德行和价值。课程思政

的思就是指思想，在思想层面建立起能够接收的认知；课程思政的政就是用思想和价值观的展示或者唤

醒或者塑造来引领我们的课程教学改革。因此，在《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思政建设中，我们主要面临

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在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与实践过程中，如何让学生在深刻理解电磁场产生的机理与电磁波传

播的特点、体会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从而建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观。 
其次，在信息技术 [8]- [13]与教学深度融合过程中，怎样的教学方式方法能够增强学生对电磁场与电

磁波课程思政的认同感和获得感，进而在思政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能动性和参与度。 

3. 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思政元素的思考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14]。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见国家对人才教育的重视

程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正是科技发展的支撑。小到个人生活层面上，大家离不

开的手机通话视频、地图导航、电磁炉微波炉加热等 [15]  [16]  [17]；大到社会国家层面上，气象雷达测量

气象数据、医疗检测、无线通信传递信息服务社会，隐形战斗机、雷达预警机、电磁炮空间站等保障国

防安全等 [18]  [19]  [20]  [21]  [22]。无一不体现电磁场与电磁波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从应用的角度激发学

生对专业的热爱、鼓励其积极思考在生活中电磁场与电磁波的应用原理，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兴趣、

培育学生科学思维。 
回顾电磁场理论和电磁波应用发展的历史进程，它充分体现“求真、务实、探索、创新”的科学观

和“敬业、专注、精益、创新”的工匠精神。在电磁理论建立过程中，充分体物理学追求统一、对称、

简单、自洽的学科特点，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理论中的美。通过学习三大实验定理(包库仑定律、安培定律、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 [23]的提出过程及存在电磁波的大胆预言，让学生明白成功

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失败该如何从容对待，告诉学生要勇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引导学生如何思考、

做人、做事等，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 
总之，我们需要从课程思政内容、实施方式和评价手段三个维度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

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育目标，进而培育出具有“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思想觉悟和践行

能力的新时代青年人。同时，教师自身也要注重个人专业素养的培养与提升，做到产学研相结合，这样

才能不断深入挖掘教材、拓展学生知识与视野。教师还要注重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和思想，只有教师充分

理解和掌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才能更好地在教学中将相关的课程思政实施落地，

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培育新时代青年人才。 

4. 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思政的具体措施 

4.1. 《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知识板块的合理构建 

课程思政的内容应当有机地融合到《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的知识板块中，因此我们需要按照自身

专业学生的特点与需求，对知识板块进行合理的构建，并在相应知识模块下融入相应的思政元素，如下

表 1 所示。按照表格给出的课程思政方向，发掘更多的思政元素，并将其润物细无声地结合到课程知识

传授和人才培养理念的点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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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 Electromagnetic 
Waves” course   
表 1. 《电磁场与电磁波》 [24]课程知识结构与思政方向简表 

章节 知识体系 思政方向 

绪论 1. 电磁场理论的发展历史； 
2. 电磁波的应用。 

1. 引导认识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重要性； 
2. 激发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感。 

静态电磁场 

1. 电磁相互作用； 
2. 电磁场本质及描述法； 
3. 电磁场与物质间作用； 
4. 麦克斯韦方程组揭示的电磁性质； 
5. 介质分界平面上的电磁关系。 

1. 运用微分几何描述场性质，从物理和数学角度认识自

然规律； 
2. 激发对电磁现象的好奇心； 
3. 领略科学定理的简单、对称、统一之美； 
4. 介绍该领域重大发展，唤起使命意识。 

时变电磁场 

1. 电磁波的存在； 
2. 电磁波传播特点； 
3. 信息传输； 
4. 电磁辐射。 

1. 结合实例感受电磁波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 
2. 弘扬林为干、南仁东等科学家精神，培养创新、严谨、

专注、坚忍品质； 
3. 讨论电磁辐射的利弊，培养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4.2. 课程思政具体案例的实施 

4.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入 
作为教师需要坚持不懈地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了解世情国

情党情民情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以薛其坤院士团队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诺奖级成果为例，引导学生体会创新

精神。同时，告诉学生：我们国内的教育可以培育出优秀的人才，我们国内的科研条件可以实现科学与

技术在世界上的重大突破，增强学生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道路、文化、理论的自信心。此外，引导学生明

白物理电子学科的重要性，让学生认识到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通信等是解决我国科技领域“卡脖

子”难题的关键学科，激励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树立报效祖国的信念和决心。 

4.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党的十八大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课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融为一体，培育学生自觉

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追求和行动力。结合课后作业和往年考试情况，通报不诚信行为，引起学生的注

意。通过留大作业“如何更好地利用电磁辐射”，将学生分组，通过小组合作、自由讨论、诚信调研、

各司其职的方式共同完成作业。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外，也注重培养其做人做事的正向价

值观。 

4.2.3. 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深化教育 
教育引导学生自觉履行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的职

业品格。例如在课间和同学聊天，了解学生的职业规划等。就职业道德社会热点问题和学生讨论，了解

学生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引导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认知。此外，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更是不可忽视。

针对课后作业抄袭、考试作弊等现象，我们可以用“汉芯事件”教育学生学术造假的严重后果，激励学

生做一个有原则有底线、有担当的有志青年。 
此外，教师还需不断挖掘与课程知识点相关联的思政元素，并在课程小组内开展讨论，将思政元素

融合到课程中，有目的、不留痕迹、不牵强地进行教学设计 [25]  [26]，促进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思政建设

与发展，以思政育人为目标，培养出对国家科学发展和国家大政方针认同，勇担民族复兴和发扬时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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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具有深厚家国情怀、严谨态度、开创精神的三观正确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4.3. 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评价体系考核课程思政效果 

想要了解课程思政是否能都有效地达到价值引领的作用，我们需要对课程思政效果进行调查评估。

通过必要的考核评价，让我们了解掌握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达成度，针对评估考核结果反映的问题进一

步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内容、方法以及评价标准和手段。本文突出了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思政考察

评价方式。 

4.3.1. 线上诊断 
基于“优慕课 APP”和“北化在线”平台，在线构建学前课程思政期待问卷、课后满意度问卷量表。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同感以及建议。通过总结可以继续采用的思政案例、找到存在

问题思政案例；课程小组针对调研结果开展讨论进一步优化思政方案、推进课程建设。 
通过线上提交题为“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的观后感”、“宇宙微波辐射的前世今生”等小

论文的形式考察学生的价值观，从而了解课程思政效果。 

4.3.2. 线下评价 
为了积极响应“五育”并举和改善“疏德、偏智、弱体、抑美、缺劳”的问题，通过考察学生课间

擦黑板行为、课后个人垃圾处理情况、课后作业抄袭情况、考试作弊情况等。观察学生能够能否充分认

识自己行为不当的问题，通过具体的行为考核培养学生利人利己的价值观。 
线下教师可以通过课堂上提出问题，让同学们思考讨论，最后学生代表发言，考察学生科学思维方

式，同时还能快速了解学生的知识盲区和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同时还考

察了学生科学思维、严谨的态度等。此外，还可以通过调研报告，培养和考察学生的学习与探索能力、

团结合作能力、交流能力等。 

5. 结语 

本文基于课程思政背景下，对《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改革进行思考，从思政思想和方法的角度出

发，研究如何合理安排课程知识专题、挖掘思政元素、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和评价体系，实现立德

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通过调研思政教学效果，发现课程思政能够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助力培育具有家

国情怀、历史担当和职业素养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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