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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光学”是物理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文以“迈克尔逊干涉仪”为例，在课前预习、课中导学和

课后巩固反思的教学过程中，对如何在“光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实施方案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实

践，实现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在提高教学效果的同时，树立学生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坚

定专业理想，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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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c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the physics major. Taking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 elements into the “Optics” course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e clas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4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4
https://www.hanspub.org/


刘娜 等 
 

 

DOI: 10.12677/ae.2024.143374 318 教育进展 
 

preview, in class guidance, and post class consolidation reflection, achieving the organic integra-
tion of cours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 education. While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t is important to foster a scientific spirit of innovation among students,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ideals, and inspire patriotism and a sens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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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梳理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是对目前现有资源的有益补充，是践行教育部提出的“三

全育人”的有力保障，它的丰富性可以弥补教材的不足。教学过程中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青年学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

渠道作用，强化课程育人功能，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1]。 
物理学专业作为师范类专业，培养目标是为基础教育培养新时代需要的合格的物理教师和教育管理

工作者，本专业培养的大部分学生将来会直接从事初、高中物理教学工作或教育管理工作，他们的品行

将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要使青少年的品德高尚，教师自己首先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对将来从事基础物理教育的未

来教师进行思政教育，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就是为国家输出更多优秀的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而促进他

们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光学”作为物理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

修课程，是经典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物理和诸多现代科技不可或缺的基础，将思政元素融入到

教学，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值引领，不仅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元素，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更

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物理科学家在光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学习，见证国家科技的快速发展，让学生产

生强烈的爱国之情和自豪感及骄傲感。同时，通过光学科技进步史上的优秀典型案例，优秀科学家的故

事，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等，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学生的报国志向。 
“迈克尔逊干涉仪”是近代干涉仪的原型，它在近代物理学和精密测量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广

泛的应用价值。历史上，迈克尔逊曾用自己发明的这套光学干涉仪器进行实验，实现了对微小“长度”

的精准测量，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为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和兴起开辟了道路，获得了 1907 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迈克尔逊干涉仪原理简明，构思巧妙，堪称精密光学仪器的典范。目前，根据迈克尔逊干涉

仪的基本原理研制的各种精密仪器已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和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 
本文选取“迈克尔逊干涉仪”作为教学案例，首先从物理学史入手介绍发明背景，引入迈克尔逊的

生平事迹介绍，进而介绍此实验设计的基本原理和物理本质，最后推及设计过程中运用的科学思维方法，

引导学生讨论如何运用现有实验进行创新，引申至我国航空航天中对此技术的应用。本文重点探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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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课程教学设计中将本节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巧妙融合，在实现准确传授知识基础上，让学生树立正

确的科学精神，探索创新精神，树立文化自信，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责任

感，激发努力学习的动力，树立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的思想觉悟。 

2. “迈克尔逊干涉仪”内容简介 

本文选用教材为姚启钧原著，华东师大光学教材编写组改编的《光学教程》(第六版)，“迈克尔逊干

涉仪”是此教材的第一章(光的干涉)第八节的内容[2]。本节内容主要包括：1) 仪器结构和基本原理；2) 干
涉条件和干涉花样分析；3) 主要应用。计划授课学时为 1 学时。 

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思路 

3.1. 学情分析 

迈克尔逊干涉仪是利用基本干涉理论制造出来的精密光学仪器。学生通过本章前七节的学习，已经

基本掌握了光的干涉现象产生的条件和光的干涉的基本原理，具有了对仪器结构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

通过本节对干涉仪结构和实验思想的分析，将理论与实验仪器进行有效结合，可以加深对干涉理论和干

涉图像的理解。同时，将枯燥的理论转化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验仪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

一步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教学目标 

根据我校物理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光学”课程目标，结合本教学内容，从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和素养目标三个维度设定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3]。 
知识目标：1) 掌握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基本结构和干涉原理；2) 掌握干涉花样分析；3) 了解迈克尔

逊干涉的基本应用。 
能力目标：1) 通过对迈克尔逊干涉仪各个元器件的作用和干涉花样的分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

力；2) 通过了解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应用价值，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 通过了解迈克尔逊干涉

仪相关的发明过程和发展史，培养学生文献查阅能力和总结归纳能力。 
素养目标：1) 树立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2) 激发努力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坚定专业理想；

3) 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树立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的思想觉悟。 

3.3.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  
迈克耳逊干涉仪的基本原理。 
2) 教学难点： 
① 迈克尔逊干涉仪进行波长等物理量测量原理； 
②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拓展应用。 

3.4. 课程思政元素[4] [5] [6] 

1) 科学家迈克尔逊的生平事迹。迈克尔逊毕生精力从事光学和光谱学方面的研究。他设计的迈克尔

逊干涉仪对光学和近代物理学是一巨大的贡献。它不但可用来测定微小长度、折射率和光波波长等，也

是现代光学仪器如付立叶光谱议等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迈克尔逊于 1879 年开始多次并持续进行

光速的测定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从不满足已经达到的精度，总是不断改进，反复实验，整整花了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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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时间，最后在一次精心设计的光速测定过程中，不幸因中风而去世，后来由他的同事发表了这次

测量结果。他发明的精密的光学仪器和利用这些仪器所完成的光谱学和基本度量学研究，于 1907 年获诺

贝尔物理学奖。迈克尔逊一生喜欢用自己的手证明自己的想法，他做实验得到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数据，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汗水，他的严谨，他追求科学真理过程中认真研究、不达目的不罢休和持之以恒

的科学精神，这正是引导学生需要学习的地方。 
2)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过程。迈克尔逊干涉仪是迈克尔逊和莫雷合作，为研究“以

太”漂移而设计制造出来的精密光学仪器。当时的 19 世纪流行着一种“以太”学说，许多物理学家们相

信“以太”的存在，把这种无处不在的“以太”看作绝对惯性系。1881 年，迈克尔逊在柏林大学亥姆霍

兹实验室工作，用最初建造的迈克尔逊干涉仪，进行了著名的以太漂移实验。由于这台仪器的光学部分

腊封在平台上，调节很不方便，测量一个数据往往要好几个小时。随后在 1884 年访美期间和化学家莫雷

合作，改进了实验装置，提高了干涉仪的灵敏度，1887 年他们继续改进仪器，设计了著名的迈克尔逊–

莫雷实验，通过改进后更精确的迈克尔逊干涉仪，花了整整 5 天时间，仔细地观察地球沿轨道与静止以

太之间的相对运动，通过测量两垂直光的光速差值，证明光速在不同惯性系和不同方向上都是相同的，

由此得到了“以太是不存在的”这个引起科学家震惊和关注的实验结论，这朵十九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天

空中的乌云为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实验依据，从而动摇了经典物理学基础，成为近代物理学的

一个发端，为狭义相对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此后，迈克尔逊于 1920 年和天文学家奥 F.G.皮斯合作，通

过把一台 20 英尺的干涉仪放在 100 英寸反射望远镜后面，对迈克尔逊干涉仪进行进一步改造，设计了恒

星干涉仪，用它测量了线直径约为太阳直径的 300 倍的恒星参宿四的直径，此方法后来被用来测定其他

恒星的直径。通过对迈克尔逊干涉仪改进过程的介绍，生动说明了在实验乃至学习过程中要善于思考，

勇于发现不足并及时改进，拥有精益求精和永不满足的劲头，如此我们才能拥有发现科学真谛的机会。 
3) 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应用和拓展。迈克尔逊干涉仪是利用分振幅法产生双光束以实现干涉。通过调

整该干涉仪，可以产生等厚干涉条纹，也可以产生等倾干涉条纹。基于对此干涉仪的改进，可以用于微

小长度、波长、磁致伸缩、固体线胀系数、空气折射率、透明液体折射率和压电系数等不同物理量的测

量。另外，迈克尔逊干涉仪在当今的引力波探测器 LIGO 设计、太阳系外行星探测和光学差分相移键控

解调器(Optical DPSK)的制造中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拓展应用。三位科学家还因设计了具有超高灵敏度的

引力波探测器荣获 201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应用的介绍，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基础物理研究的应用价

值，激发更强的学习动力，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到实验创新带来的科技进步，体会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4) 我国探月卫星中对迈克尔逊干涉仪基本理论的应用。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首次用于深

空探测，干涉光谱成像技术主要负责对月球表面有用成分及物质类型的含量与分布的分析，为后续的研

究提供了大量数据。而干涉成像光谱仪(IIM)的基本理论依据正是来自于迈克尔逊干涉仪。2021 年 7 月 6
日，我国刚刚成功发射天链一号 05 星，第一代中继卫星五星连捷，这标志着中国登月工程已赶超俄美，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使学生明白任何高精尖的技术都离不

开基础研究，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树立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的思想觉悟。 

3.5. 教学方法 

本节内容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具体包括：课前线上发

布学习任务，通过预习实现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并查阅资料，对迈克尔逊干涉仪各个元件的作用有初步

了解；课中运用实物图片、动画等多媒体课件对知识进行传授，并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深度学习；

课后对知识进行巩固拓展，各小组提交一篇小论文对迈克尔逊干涉仪进行综述或设计迈克尔逊干涉仪的

创新应用。具体的教学过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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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eaching process of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 
图 1. “迈克尔逊干涉仪”教学过程 

3.6. 教学反思 

在对“光学”课程进行思政元素融入探索时，除了深度挖掘思政元素，应该探索如何在合适的时机、

以合适的方式融入，同时，还应该针对所教学生的具体情况和教学过程学生的反应适时调整和更新方式

方法，这样才能掌握好“智育”和“德育”的平衡，找到思政元素融入的最适合的模式。 

4. 结论 

“光学”课程是物理学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适于在课程中融入科学态度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和民

族责任感熏陶、团队精神塑造等思政教育元素，在知识传授中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本文

以“迈克尔逊干涉仪”为例，在课前预习、课中导学和课后巩固反思的教学过程中，运用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方法，对如何开展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通过深入挖掘，分别从科学家

迈克尔逊的生平事迹、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发明和不断改进过程、迈克尔逊干涉仪的应用和拓展以及我国

探月卫星中对迈克尔逊干涉仪基本理论的应用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合理的思想政治元素融入，使学生在

掌握基本原理和了解相关领域中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应用的同时，树立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坚定专业理想，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责任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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