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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本校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选修课“大气物理学”，根据课程的内容和结构特点，从历史进

展、时代背景和实践应用三条主线出发，在各个章节中有机融入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专业自豪感和使

命感、哲学思维和传统文化五大思政元素。在本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初探和实践，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

素质和思想政治素养，也为“大气物理学”课程思政深入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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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electives “Atmospheric Physics”, ac-
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the course, from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era background 
and practice application, the scientific spirit, home country feelings, professional pride and sense 
of mission, philosophy thought,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organ-
ically. The preliminary study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cours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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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improv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but also pro-
vides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n-depth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tmospheric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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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高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

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

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效切入，也是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1]。 
2018 年 6 月，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2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初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八

个相统一”，其中包括“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3] [4]。 
农业生产与气象条件关联十分紧密，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的课程体系包含了相关气象课程。许多高校

开展了大气科学类课程思政的思考和探索。张光亚和范伶俐[5]探究气象专业课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开发形成“一二三四”模式，实现通识课、专业课与德育的有机融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

心，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李欣余等[6]根据“天气学原理”课程特点和知识体系，将思政元素

总结为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专业自豪感和使命感、哲学思维和传统文化等五大类，挖掘了课程中的思

政元素和思政资源。王伟[7]总结了“大气流体力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该课程的思政教育的改

革和创新思路。教育改革和创新要日积月累，“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高校教师要不断思考和探

索，提升自我的专业素质和思政素养。田亚楠等[8]以“气象气候学”课程为例，讨论了课程思政建设的

方式方法，根据课程内涵，深入挖掘课程的思想政治元素，从教学目标优化、课程内容建设和课程思政

教学策略与方法等方面剖析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结合 OBE 理念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目标，实现课程内容

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吴迪和严家德[9]在“实践类课程大气探测实习”中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建设，通过提

升教师的师德师风意识，确定专业课思政教育目标，改革课程结构，加强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等方法，激

发专业实践类课程的思想政治育人功能。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对本校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课程思政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

但对于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选修课程“大气物理学”而言，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所以

有必要对该门课程的思政元素和思政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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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概况 

“大气物理学”课程理论严谨、系统性强，其任务在于为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提供一定的气象

专业知识，为学习后继的专业课打下必要的坚实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在地球大气组成及

分布、大气的分层和结构、气象要素、大气压力与高度的关系、大气辐射学、大气热力学基础、大气动

力学基础、大气光学、大气声学方面的知识能牢固掌握。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大气探测学、大气探测实验、地球科学概论等，本课程的学习应在学生掌握一定数学物理知识的基础上

进行，具备使用数学物理工具进行气象基本规律和公式的推导、证明、描述的能力。 
课程的授课目标主要分为三类，知识要求、能力要求和思政要求。1) 知识要求：从内容上，在学生

已掌握的数学、物理知识的基础上，使用数学、物理工具进行基本规律和公式的推导、证明、描述。侧

重于从大气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些公式的物理意义，解释这些规律所反映的物理过程、物理现象的本质，

并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以加深理解。2) 能力要求：课上教师讲解典型习题以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的能力。尽量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教学，部分内容要求学生自己阅读，要求他们提出

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以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然后经教师适当地分析，对结果给以物理解释，

赋予物理意义，从而培养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3) 思政要求：从教学方法上，着重对大气中物理概念的

解释和数学推理和注重深入了解物理现象所蕴含的本质的同时，在各个章节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元素，

达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3. 课程思政探索 

根据“大气物理学”课程特点，从历史进展、时代背景和实践应用三个部分入手，深入挖掘“大气

物理学”的课程思政素材，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到“大气物理学”课程的各个环节。将思政元素总结为

科学精神、家国情怀、专业自豪感和使命感、哲学思维和传统文化等五大类，结合历史进展、时代背景

和实践应用三条主线，针对大气物理学主体课程部分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建设。“大气物理学”课程思政

建设的具体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tmospheric physic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framework 
图 1. “大气物理学”课程思政教育建设框架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1453


赵鹏国，华维 
 

 

DOI: 10.12677/ces.2022.1011453 2901 创新教育研究 
 

3.1. 家国情怀 

我国大气科学学科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气象学家，他们通过艰苦奋斗，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该课程以多位学界前辈为了强国梦想，呕心沥血、奉献自我的

人物事迹为例，体现出气象人至真至深的家国情怀。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要勇担时代责任，将家国

情怀融入个人的不懈奋斗中，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国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先生，是体现科学家家国情怀的典型代表人物，为我国的气象卫星

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赵九章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受到“五四”运动的强烈震撼，以科学救国为信

念，考上清华大学，在物理系学习，后入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国际著名气象学家菲克尔。获得博士学位

后，赵九章先生立刻回到战火纷飞中的祖国，开始践行他的“科学救国”理念，在竺可桢先生的推荐下，

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科学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

赵九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他将热情投入到中国气象事业现代化建设，为我国气象事业做出奠基性

的贡献。他从事的云降水物理研究，特别是暖雨降水机制和积云动力学，都取得了具有国际地位的研究

成果，他倡导的人工增雨探索，也对我国的农业事业具有非凡的影响。 

3.2. 科学精神 

“大气物理学”关注的是大气中的物理现象、物理过程及其演变规律。在课程教学中，从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大气物理学学科发展史、科学家坚持不懈的探索等思政元素出发，培育学生

客观理性的思维、严谨求实的态度、探索创新的精神，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气压力是课程的重要章节，在本章节中，目标就是解决气压在垂直方向上是如何分布的问题，即

气压和高度的定量关系。要求学生理解静力平衡的概念，大气静力学方程的推导，压高公式，重力位势、

位势高度的概念，位势高度与压强的关系，气压标高和密度标高以及大气标高的定义，引入均质大气、

等温大气及多元大气三种大气模式的意义，分别讨论不同情况下大气的压强随高度的分布形式。对实际

大气而言，空间分布状态很复杂，与高度、时间、水平范围有关，于是规定一种大气特性随高度平均分

布最接近实际大气的大气模式——标准大气，再来讨论大气的压高分布特征。那么大气压力到底从何而

来？在本章节中，引入著名物理学家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发明水银气压计这一科学精神思政元素。当

时的大部分科学家对空气有重量和真空的存在是不认同的，主要是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伽利略则

认为空气也是有重量的，不断地通过科学实验来进行科学探索，最终发明了水银气压计，成功证明了空

气也有重量和自然界有真空的存在。 

3.3. 哲学思维 

在地气系统的辐射过程章节，学生要理解和学习，太阳、大气和地球辐射的电磁波谱，太阳辐射与

地球辐射在大气中能量传输的不同特点，表征辐射场特性的物理量，平衡热辐射的基本物理规律，太阳

常数的概念，大气上界水平面上太阳直接辐射与日总量的决定因子，太阳辐射在大气中的削弱作用，吸

收与散射的主要特点，指数削弱定律，长波辐射在大气中的传输方程，利用辐射平衡条件，计算地面有

效温度，分析地面、大气和整个地气系统的辐射差额，得到地气系统辐射平衡的能量收支状况。 
在大气短波和辐射部分，气溶胶通过散射和吸收太阳短波辐射减少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这气溶胶

的阳伞效应，而温室气体对长波辐射的吸收作用，对大气具有非常显著的增温作用，者则是温室效应，

阳伞效应和温室效应具有小虎抵消的作用，这也就体现了事物都有两面性的哲学思维。要引导学生，在

针对气溶胶和温室气体的问题时，要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探索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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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传统文化 

在大专业课中有机融入我国传统文化等优秀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

豪感及爱国精神等。在“大气物理学”课程中，有多个章节可以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例如，在 1 世纪，

古书“汉书”记载尖端放电、避雷知识和有关的装置；王充的著作“论衡”中记载了大气动力学、热学

和声学等大气物理知识；8 世纪，唐朝的王冰在著作中讨论了大气压力现象；13 世纪，赵友钦在“革象

新书”中记载有他作过的多种光学试验，并从辐射角度分析了各种光学现象背后的科学问题[10]。 
在讲授地气辐射系统过程中，引入我国的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让学生在品味我国源远流长的

历史和族先们的勤劳和智慧中，建立起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二十四节气”蕴含着我们的祖先在生

产生活中积累下的智慧，它不仅与四季变化息息相关，也指导着我国先民们的农业生产活动，更是包含

有丰富民俗事象的民俗系统，说明了中华文明的灿烂与伟大。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

国的第五大发明”，也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中国

传统的气象谚语一样，“二十四节气”这一传统文化，为学科注入了自信和力量。 

3.5. 专业自豪感和使命感 

中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发展最为频繁也是最为脆弱的国家之一。气象灾害每年都对我国的人民财产

安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造成巨大的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的天气

和气候灾害更为频发，是防灾减灾工作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新中国气象事业 7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做好气象工作意义

重大、责任重大。要求广大气象工作者发扬优良传统，加快科技创新，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

精细，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气象服务保障能力，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努力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1]。要在专业课授课过程中，时刻教学学生，作为

未来的农业工作者，我们要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在大气热力学基础部分，引入我国科学家对局地对流天气灾害做出的贡献等思政元素。优秀的共产

党员和气象学家雷雨顺是我国气象部门的重大先进典型之一，在我国每年的农业生产都会受到极端强对

流造成重大影响的背景下，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探索和研究后，完成了我国具有原创性的大气物理研

究——“能量天气学分析预报方法”。在以传统的天气学方法为主要预报手段的当年，这个方法有效地

提高了气象台(站)对暴雨、冰雹预测的准确率，此项成果荣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并荣获国家农

委和国家科委的“农业科技推广奖”。通过这一典型的思政元素在课程中的引入，增强了学生们对于气

象行业的认同感，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使命感。 

4. 结语 

结合“大气物理学”课程内容和结构特点，针对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的农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进

行了课程思政的初探和实践。我们通过历史进展、时代背景和实践应用三条主线，结合科学精神、家国

情怀、专业自豪感和使命感、哲学思维和传统文化五大思政元素。以期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爱国情怀、

文化自信和专业自豪感和责任感。通过在本课程中课程思政的实践，不仅增强了学生在课程中的参与度，

也发现了专业课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其他课程的思政教育探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农业教指委 2019 年研究课题“融合思政教育的气象为农服务类课程在农业硕士的教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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