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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实例的思政挖掘

李　林　吕秀品　池凌飞　杨玮枫

（汕头大学理学院，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６３）

摘　要　高等院校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需科学、合理设计，专业教育同思政教育要做到充分融

合。大学物理实验既是理工科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同时又是理科专业教育课程的基

础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本文从三个大学物理实验实例出发，深

入挖掘思政元素，具体分析、阐述实验如何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实验如何培

养科学精神以及对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激发课程育人功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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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１］。建 设 高 水 平 人 才 培 养 体 系，必 须

将思想政治 工 作 体 系 贯 通 其 中，抓 好 课 程 思 政 建

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２］。
作为课程思 政 建 设 的 基 本 载 体，各 类 专 业 课 程 都

在努力挖掘 课 程 内 容 的 思 政 元 素，在 传 授 知 识 的

同时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从国内已有的课程思

政项目和研 究 结 果 看，有 些 专 注 于 课 程 间 协 同 育

人体系的构 建［３］，有 些 专 注 于 单 一 课 程 的 课 程 设

计理念和教 学 实 施 过 程［４］，有 些 专 注 于 教 学 形 式

的多样性，探 索 教 学 方 法 的 改 革［５］。本 文 从 实 验

课程的具体 实 验 入 手，深 入 剖 析 单 个 实 验 所 蕴 涵

的思政元素，阐 述 其 所 体 现 的 价 值 观 与 科 学 精 神

以及由此带 来 的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以 期 实 现 知 识

传授、能力训练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
物理学作为 研 究 物 质 的 基 本 结 构、相 互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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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质最基 本、最 普 遍 的 运 动 方 式 及 其 相 互 转 化

规律的学科，其 基 本 理 论 渗 透 在 自 然 科 学 的 方 方

面面，其对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
物理 学 作 为 实 验 科 学，以 实 验 为 基 础 和 先

导［６］。大学物理实验是一门独立开设的基础实验

课程，是理工 科 学 生 的 必 修 公 共 基 础 课。大 学 物

理实验课程 的 思 政 建 设，不 仅 可 使 学 生 在 理 论 和

实验两方面 融 会 贯 通，更 重 要 的 是 在 培 养 大 学 生

的基本科学 实 验 能 力、科 学 世 界 观 和 良 好 科 学 素

质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积极作用［７］。

１　迈克尔 孙 干 涉 仪 测 量 激 光 波 长 实 验 所 蕴 含 的

价值观及科学精神

１．１　迈克尔孙干涉仪测量激光波长实验的要点

迈克尔孙干 涉 仪 是 一 个 设 计 精 巧 的，采 用 分

振幅法的双 光 束 干 涉 仪，其 特 点 是 两 路 干 涉 臂 相

互独立，因此 可 以 通 过 改 变 其 中 一 个 干 涉 臂 的 光

程，从而实现 对 相 关 物 理 量 的 精 确 测 量。在 大 学

物理实验中，迈 克 尔 孙 干 涉 仪 的 基 本 实 验 是 用 于

测量激光波 长，几 乎 所 有 国 内 高 校 的 大 学 物 理 实

验都包括了该实验。本实验的要点［８］有：

１）光干涉的条件及获得相干光的方法；

２）迈克尔孙干涉仪的结构及原理；

３）实验操作方法及现象；

４）实验测量（读数）及记录要领；

５）数据处理及分析并得出结论。

１．２　本实验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迈克尔孙是 波 兰 裔 美 国 实 验 物 理 学 家，以 毕

生精力从事 光 速 的 精 密 测 量，发 明 了 精 密 光 学 仪

器，在光谱学 和 基 本 度 量 学 的 研 究 工 作 中 做 出 了

突出贡献，以 此 获 得 了１９０７年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
迈 克 尔 孙 干 涉 仪 不 仅 解 决 了 以 太 是 否 存 在 的 问

题，其设计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其基本结

构是现代光学精密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２０１５
年观测到引力波的ＬＩＧＯ，本质上就是一个放大版

的迈克尔孙干涉仪。
在介绍实验 背 景 的 时 候，将 其 与 西 方 世 界 的

打压———我国科技 的“卡 脖 子”问 题 相 联 系，启 发

学生思考“基础科学问题”与“技术问题”相互之间

的关系。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这样对基础科学问

题进行不断 探 索，对 技 术 问 题 进 行 不 断 革 新 的 科

学家，才使得 美 国 能 够 在 科 技 方 面 引 领 世 界。我

们需要加大 对 基 础 研 究 领 域 的 投 入，只 有 做 好 基

础研究工作，才 能 从 根 本 上 解 决 好 这 些“卡 脖 子”
问题，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习

总书记说的 科 技 安 全。世 界 是 属 于 年 轻 人 的，而

科学技术是 第 一 生 产 力，要 指 引 学 生 将 个 人 成 长

同国家发展 需 要 融 合 在 一 起，引 导 学 生 把 促 进 国

家科学技术 事 业 进 步 确 立 为 人 生 目 标，将 为 实 现

中国梦贡献力量定格为自己的价值追求。

１．３　本 实 验 如 何 激 励 学 生 敢 于 尝 试、勇 于 钻 研、
踏实认真、坚持不懈、精益求精

　　基础性 研 究 工 作 既 是 一 项 艰 巨 的 任 务，又 是

一项短期难见成效的工作，但这是一个国家发展、
前进的基础。在 实 验 课 程 上，正 面 激 励 学 生 要 敢

于尝试、勇于 钻 研，像 老 一 辈 科 学 家 邓 稼 先、钱 三

强等学习，始终做到矢志不渝。同时，基础性研究

工作需要踏实、深入地研究，解决一个又一个细小

而具体的问 题，要 求 我 们 必 须 脚 踏 实 地。没 有 任

何一次成功 是 轻 而 易 举 地，迈 克 尔 孙 干 涉 仪 的 发

明同样经历 了 无 数 次 的 失 败，之 所 以 最 终 获 得 成

功，离不开迈克尔孙的坚持不懈。
实验中，有时会出现椭圆环纹，多数是由于激

光器与迈克 尔 孙 干 涉 仪 的 位 置 关 系，两 个 反 射 镜

有没有尽 可 能 垂 直［９，１０］，这 时 就 要 求 学 生 找 出 该

现象的物理机制，进行分析后修正，本着严谨的科

学态度，重新调节仪器，直至出现圆形环纹。在实

验操作中，动 镜 缓 慢 行 进，观 察 屏 冒 出 或 缩 进 环

纹，光程差每变换半个波长，干涉环则变化一个条

纹。要求学 生 调 出 适 合 观 测 的 环 纹，每 变 化１００
圈记录一次数据，采用逐差法，根据干涉环每改变

５００圈的动镜位移计算激光波长，同时思考逐差法

的优缺点。通过对实验偏差的不断修正，引导学生

在实验态度上严谨求实，在操作上追求精益求精。

２　牛顿环测量平凸透镜曲率半径实验所蕴含的

精神内涵

２．１　牛顿环测量透镜曲率半径实验的要点

牛顿环可用 来 判 断 透 镜 表 面 凹 凸、精 确 检 验

光学元件表 面 质 量、测 量 透 镜 表 面 曲 率 半 径 和 液

体折射率。其中测量曲率半径的实验要点有：

１）光干涉的条件；

２）牛顿环的结构及原理；

３）实验操作方法及现象；

４）实验测量（读数）及记录要领；

５）数据处理及分析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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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本实验如何培育学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牛顿环现象是牛顿于１６７５年首先观察到的，
并对其进行了定量测量，是典型的光的干涉现象，
但由于牛顿 主 张 光 的 微 粒 说，在 微 粒 说 的 框 架 下

并未给出完整的解释，直到１８００年托马斯·杨通

过经典的双 缝 干 涉 实 验 证 实 了 光 的 干 涉 性，并 运

用光的干涉相关理论，才完美地解释了这一现象。
这段故事，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小片段，前后历

经１００多年，体现的是科学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在实验中，影响实验结果准确性的因素很多。

根据学生操 作 手 法 的 不 同，有 可 能 得 出 各 种 不 同

的错误结果。如 牛 顿 环 装 置 的 螺 丝 拧 得 太 紧，则

会导致平凸透镜发生形变，其曲率被强行改变，无

法测出真实 数 值；目 镜 十 字 叉 丝 的 横 线 没 有 近 似

地与干涉圈 的 直 径 平 行，会 导 致 叉 丝 竖 线 与 干 涉

圈相切时位置出现偏差；在测量牛顿环的直径时，
目 镜 的 十 字 叉 丝 竖 线 与 被 测 环 的 相 切 方 式 不 合

适；测量过程 中 出 现 螺 距 差 等。在 检 验 学 生 数 据

时，如果数据 不 符 合 要 求，不 能 简 单 地 要 求 重 做，
而是需要启 发 学 生 去 探 索 出 现 数 据 偏 差 的 原 因，
并引导他们如何利用实验数据来验证牛顿环现象

属于等厚干 涉。实 验 中 需 要 注 意 的 细 节，是 对 实

验误差的一 次 次 校 正，其 过 程 即 是 追 求 真 理 的 过

程。通过这种 形 式 上 的 引 导，在 潜 移 默 化 中 培 育

学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３　薄透镜 焦 距 测 量 实 验 对 学 生 科 学 思 维 方 法 的

训练

３．１　薄透镜焦距测量实验的要点

薄透镜焦距测量实验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光

学系统的共 轴 调 节，并 利 用 该 系 统 对 薄 透 镜 的 焦

距进行测量。该实验要点有：

１）光学系统的调节；

２）透镜焦距的概念及计算公式；

３）实验测量方法和实验操作步骤。

３．２　本实验如何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

科学思维方 法，是 指 形 成 并 运 用 于 科 学 认 识

活动的、人脑 借 助 信 息 符 号 对 感 性 认 识 材 料 进 行

加工处 理 的 方 式 与 途 径［１１］。这 里 叙 述 实 验 中 蕴

含的抽象与概括、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
焦距，是光学 系 统 中 衡 量 光 的 聚 集 或 发 散 的

度量方式，指 平 行 光 入 射 时 从 透 镜 光 心 到 光 聚 集

之焦点的距离。焦距概念是人们从光通过透镜产

生会聚现象的感性认识材料中抽象出来的，是从多

种透镜众多光学现象中概括得来的共同特征，其形

成过程应用了抽象与概括科学思维方法；透镜成像

公式的得来是应用数学工具对成像现象的物与透

镜的距离、像与透镜的距离进行定量分析，并通过

这些数据的比对、演算，寻求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

综合而来，其发现过程应用了分析与综合科学思维

方法；焦距及相关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从大量的光学

成像现象中得出的科学认知，其过程是一个归纳的

过程。返回来，以焦距理论的透镜表面曲率半径、
透镜中心厚度、透镜口径等来标定透 镜，作 为 指 导

透镜工业生 产 的 要 素 指 标，其 过 程 是 一 个 演 绎 的

过程。这里应用了归纳与演绎科学思维方法。
实验内容要求学生使用３种方法测量透镜焦

距，分别是自准直法、二次成像法和辅助透镜成像

法。在实验操作中，移动的器材是透镜滑块、屏幕

滑块，观察的现象是光的会聚成像，判断的内容是

成像是否清晰，测量的参量有物距、像距。老师在

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时，将实验操作的具体步骤与对

应科学思维方法相联系，引导学生思考实验中的科

学思维方法，以期达到训练科学思维方法的目的。

４　结语

从以上三个 实 验 项 目 的 具 体 分 析 可 以 看 到，
通过合理设定实验目标，详细分析实验装置来由，
丰富实验内 容 的 物 理 故 事，可 以 让 学 生 体 验 到 科

学的严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使得大

学物理实验 不 再 是 简 单 的 验 证 性 实 验，而 是 一 个

充满了探索性的实践过程。大学物理实验课程中

蕴含着丰富 的 思 想 价 值 和 精 神 内 涵，是 高 等 院 校

思想政治建 设 的 一 环，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实

验课程的思政建设能够切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激励 学 生 要 追 求 真 理、勇 攀 登 科 技 高 峰，
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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