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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识教育是以培养大学生全面自然发展为目的一种教育。许多高校根据专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开设课

程，这使教育趋于专业化，知识分割严重。因此开展通识教育，培养健全完整、全面发展的学生是高校

必不可少的教育措施。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医学类高校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人文素

养要求不断提高，这就需要通识教育的理念渗透进入学生的各个方面上，使其在潜移默化的状态下接受

教育。本文通过了解现代物理通识教育的情况，对成都中医药大学开展物理学通识教育延伸课程《物理

思维与科研素养》的教学情况进行说明，并为高校开展物理相关通识教育作出一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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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 aimed at cultivating the all-round natural development of col-
lege students. Many colleges offer courses based on major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
ment, which makes education tend to be specialized and knowledge is seriously divided. There-
fore, 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gene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complete and diversified student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social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humanistic quality of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are constantly im-
proved, which requires the concept of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be continuously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 of students to make them receive education in a state of imperceptibility. By under-
standing the situation of modern general education in physic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extension course “Physical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vides some guidance for colleges to carry out 
physics-related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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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不仅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上做出了调整，而且在人才

培养的模式上也出现了新的战略要求。一方面高校在各个专业的教育下继续培养学生，以适应当下社会

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培养博雅精神、人文素养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而用科学知识为

人类进步事业服务[1]。因此，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成为高校开展相关课程的理论指导具有必要

性。 
通识教育关键在“通”在“识”，要求通晓各个领域的知识，包含课程教育理念、培养规格、课程

设置及教育教学管理体制等在内的人才培养模式。李曼丽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基本

知识与技能，是所有高校学生均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教育，其在高等教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同时

它也是为培养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形式。但由于大学开设的许多课程是针对

专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言，导致许多毕业生因为专业性过强，社会适应不够，无法融入当下社会[3]。
因此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学习通识教育有关的课程，使自身专业能力不趋于专门化。通

过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有机结合，从多方面拓宽学生知识领域，让大学生得以全面发展，而不是成为

车间流水线上的“专业产品”。 

成都中医药大学作为中药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旨在将通识教育理念与中医药文化特色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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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培养全面发展新型人才。这类人才要求既可以从中医药的角度研究人的科学，又拥有优良的人文

素养，从而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创新性的发现。针对此类人才培养目标，我校必须开设面向更多专业

的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通过将通识教育的内涵及意义在各个课程当中的传播，体现通识教育的价值。 
我校为了更好地将通识教育与中医药发展理念相结合，从大学物理通识教育的角度出发，开展了《物

理思维与科研素养》公共基础课程。具体教学包括面向全校学生讲述物理学科的建立和历史发展过程，

物理思维与理论体系，物理学研究方法和物理学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以培养学生的科学观念、科学理

性思维、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该课程采用模块化教学，先讲框架后细分模块的教学方式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素质水平，同时在传承中医药文化上也有重要的作用[4]。《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

作为物理学的拓展课程不只是物理知识理论的教育，更多的是引导学生用整体的眼光对事物有全新又全

面的认知，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人文素质、科学思维的能力。但目前对开设这门课程的一些高校来

说，更加侧重于科研素养的培育，在培养德教和理性思维上还有待一定的改进。 
通识教育在我国高校的广泛开展课程工作当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显著影响。为了更好地推进“双一流”

学科的建设，进一步夯实本科教育质量，根据目前的现状，同时基于我校中药学“双一流”建设的背景，

认为以下这些方法能够更好地开展《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课程，从而推进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 

2. 提高物理与科学思维能力 

在物理学中研究物体的运动形态或者作用特点，通常需要理论基础和思考方法来进行分析。当然，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物理学理论每一次的新提出，都标志着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例如广义

相对论中的引力波[5]，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国的天琴计划。天琴计划是由 3 颗卫星组成的等边三角形

卫星编队，当宇宙天体发生爆炸时，通过核心技术来“感知”来自宇宙的引力波信号。在《物理思维与

科研素养》课程的教学中，老师以培养同学们物理与科学思维能力为目标，通过介绍相关物理学知识的

应用，充分展现科学家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逻辑，从而能够让学生加深对相关物理知识的理解，提高科

学思维能力。目前，我校在《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课堂上应用到了辩论赛的启发式教学方式，让学生

自行准备材料、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分析，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物理知识的主动学习

中提高科学思维能力。 

3. 培养科研意识和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下午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学习量子科技研究并指出要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

手棋。量子科技研究作为物理学的分支，其在量子通讯、量子计算机领域应用广泛，该研究是由科学的

物理学知识基础与科研意识共同成就的。基于《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的教学理论，要想下好先手棋，

就要从思维抓起，让学生自主思考，增强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具有逻辑性科学性的科研意识，培养

严谨求真的科研精神，这样学生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将物理思维落实到实践中去。在我校《物理思维与

科研素养》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加设更多有趣的小实验，如光学、电学、力学等小实验，让学生在动手

中实践，在实践中找到追寻真理的乐趣，拉近物理与学生的距离，间接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意识，拥有实

验所必须的严谨精神。 

4. 探索科研方法与素养 

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有找到独立

思路的可能”[6]。因此，在《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时，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物理思维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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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素养》课程告诉学生们科研往往要求学生以问题为导向思考原因，学生们应具备发散性思维，需要善

于找到科研的创新性亮点，这可以通过构建思维导图，再进行合理想象，根据自身对物理学知识的理解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寻找科研方法的过程中学生会不自主地养成一些好习惯，比如严谨仔细，

善于从小细节入手思考问题，对探秘知识的兴趣也会显著提升，这就形成了科研素养，把科研方法和素

养应用到实践中去将会让学生们受益终身。 

5. 考核探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考核是了解学生掌握该课程实际情况的一种重要方式，根据考核结果

对课程开展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继续优化改进，以此向大众普及物理学基本知识，增强学生多方面思

考和多角度思维能力。而考核不单是试卷上传统问题的模式，我们应该对考核的方式进行多元化的改革，

进而更清晰地体现出《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这一课程的教育成效。 
对于考核方式的改革，我们已经在课程中探索了如下四个方式：1、翻转课堂让学生制作课堂 PPT。

在课程中施行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给学生布置 PPT 制作任务，并由学生在课堂上进行 PPT 展示，同时

讲述自己的学习思路，教师在结束后进行评价和打分，最后，学生按照教师给出的修改意见再次完善 PPT
并交给教师存档；2、在教学后分小组开展辩论赛并由教师点评打分。学生先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分组，

并在课后查阅与课堂知识相关的资料，最后在课堂上开展辩论赛，教师进行打分和指导；3、给学生布置

结合课程和专业小论文创作任务。在学习结束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查阅资料撰写课程与专业结合的

小论文，并上交给教师，由教师进行打分；4、给学生布置实际案例分析任务和教师定时对学生进行相关

测验。教师将时事热点问题与课堂结合，联系相关的知识，由学生进行讨论和分析，表达各自的观点。 
通过这些考核方式，我们能够客观地对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知识掌握程度和思维能力进行较为全

面的评价。此外还能够清晰的认识学生的学习态度、心理状态和三观树立，纠正错误，引导同学更好的

发展。 

6. 结束语 

通识教育以培养大学生全面自然发展为目的，而现代高校教育趋于专业化，知识分割严重。因此在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开展通识教育，培养健全完整、全面发展的学生是医学类高校必不可少的教育措

施。 
物理学通识教育延伸——《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课程对各个专业的学生来说将物理知识与相关专

业联系在一起是必要的，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可以从物理角度去解释，我们对其基本与原理的掌握有助

于提高知识水平，即所谓常识，是使教育提升层次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对大学来说，各个专业进

行物理思维与科研素养的学习会使学生更好地从多方面掌握并理解知识，普及知识，这也是对我国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一政策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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