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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专业“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教学

内容设置的思考 ①

王双桥
（邵阳学院 政法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的内容设置，必须遵循“符合计划学时和学生特点”、“体现现代科学技术主要成果
和完整体系”、“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三原则。基于这三原则，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内容设置的基

本构架可分为“现代物理学革命及其影响”、“原子物理学的开发研究及应用”、“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技术”、“天文学与天

体演化学说”、“信息技术与激光技术”和“空间科学技术”六章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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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文理渗透越来越广，

越来越深。可在我国的应试教育中，高中二年级就进行

了文理分科，文科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了解严重不足。

为了弥补这一欠缺，邵阳学院自２００２年升本以来，就为政

法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了３６课时的现代科学技术

概论必修课程。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经验，笔者就如

何甄选和设置思政专业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的教学内

容，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１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内容设置的基本原则
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教学内容的甄选和设置上，我

们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１．１　符合计划学时和学生特点

符合计划学时是设置教学内容在数量上必须遵循的

原则。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博大精深：物理、化学、生物，

天文、地理、人文，海洋、陆地、天空，微观、宏观、宇观，能

源、材料、信息，理论、方法、工程，每一个领域和方面，都

内容丰富且深奥难懂。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以及其他文

科类专业所开设的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一般都只有

３０～３６课时。这就要求我们根据计划学时对现代科学技

术博大精深的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取舍和安排，使教学

内容在数量上与计划学时相适应。教学内容安排太多，

讲课时间不够，必然是蜻蜓点水，影响教学效果；反之，教

学内容安排太少，计划课时不能充分利用，势必造成宝贵

的课堂时间的浪费。只有使教学内容与计划学时相适

应，才能避免上述两个方面的缺陷，取得最佳的课堂教学

效果。

符合学生特点是设置教学内容在难易程度上必须遵

循的原则。不同层次高校学生的生理素质、知识储备、思

维方式、智力水平、学习热情是各不一样的。在教学内容

的设置上，也必须充分考虑教学对象的这些差异性，严格

根据学生特点来设置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

与学生的学习能力相适应。教学内容难度太大，学生接

受和消化不了，不但达不到教学目的，而且还会影响学生

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教学内容难度太小，学生的求知欲

望无法满足，自然也会影响教学目的的实现。只有使教

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与学生学习能力相适应，才能避免上

述两个方面的缺陷，取得最佳的课堂教学效果。

１．２　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成果和完整体系

由于计划学时的限制，教师无法在课堂上对现代科

学技术博大精深的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讲授。但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又必须彰显现代科学技

术的主要成果和完整体系。笔者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

理论基础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现代科学的前沿阵地是

物质结构学说、天体演化学说和生命起源学说；现代科学

技术的中心内容是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科学

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和体现是空间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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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的内容设置，只要以这些内

容为主线，把相关的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构成一个反映现

代科学技术主要成果和基本架构的完整体系。

１．３　再现现代科学技术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不但应该是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

概论，而且也应该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概

论。离开现代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历史，静止、孤立地

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成果，就会使现代科学

技术概论这门课程变得零乱庞杂而不成体系。而如果把

“史”与“论”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则不但能克服“零

乱庞杂”的缺陷，而且还能为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这门课程

注入生机和活力。

同时，把“史”与“论”结合起来，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学生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之所需。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课程的学习，

不但要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成果、历史演进和完整

体系，而且要了解科学技术发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

律，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以及

对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因此，只有

做到史论结合，才能达到开课的目的和要求。

２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的教学内容与体系
根据上述三原则，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现代

科学技术概论课程的内容与体系可做如下安排。

导言。概要介绍现代科学技术及其理论基础、前沿

阵地、中心内容和综合体现。

第一章，现代物理学革命及其影响。介绍现代科学

技术的理论基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言，概述近

代物理学的辉煌成就及其所遇到的“两朵乌云”。第一

节，相对论的建立。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具体

讲授伽利略变换和力学相对性原理，迈克尔逊—莫雷实

验，洛伦兹变换的提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及其主要

结论，广义相对论及其验证。第二节，量子力学的建立和

发展。一、量子力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概要介绍黑体辐射

理论和紫外灾难。二、量子力学的建立与发展，具体讲述

普朗克的量子假说，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玻尔对原子

结构的量子解释，德布罗意的物质波，薛定谔的波动方

程，海森伯的矩阵力学。第三节，现代化学理论的发展。

主要讲授元素周期理论的新发展和现代化学键理论。

第二章，原子物理学的开发研究及应用。主要讲授

从物质结构的研究到原子能的开发和应用。第一节，对

微观世界的探索和认识。一、物质结构初探，复习回忆德

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道尔顿的原子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

期律。二、向原子世界的进军，主要讲授 Ｘ射线、放射性

元素及电子的发现，原子结构模型及其实验和发现，原子

核结构模型及其实验和发现，对基本粒子家族的认识。

第二节，原子能的开发研究及应用。一、原子能的开发研

究：重点介绍原子能开发研究中的三大发现，即慢中子效

应的发现、核裂变的发现和链式反应的发现。二、原子能

的应用，包括能源方面的应用和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

能源方面的应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军用三弹即原子弹、

氢弹和中子弹的研制；二是核电站的发展，主要介绍从慢

中子反应堆到快中子增殖堆再到核聚变反应堆的历史发

展。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可概要介绍在生产、生活、科

研、军事上的应用及其成果。

第三章，生物学与生物工程技术。生物学是研究生

命的科学；生物工程技术是用人工的方法创造生命的技

术。生命科学是现代科学的三大前沿阵地之一；生物工

程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第一节，生命的起

源和生物的进化。一、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历程：从无机

小分子物质生成有机小分子物质；从有机小分子物质形

成有机高分子物质；从有机高分子物质形成有机多分子

体系；从有机多分子体系演化成原始生命物质。二、生物

进化论，主要介绍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达尔文的生

物进化论。第二节，现代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一、遗传

学：主要讲授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及其遗传学说；摩尔根的

果蝇实验及其遗传学说。二、分子生物学：重点介绍蛋白

质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核酸的性质、结构和功能。第三

节，生物工程技术。生物工程包括酶工程、发酵工程、细

胞工程和基因工程四个部分的内容。因学时限制，可重

点介绍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两个部分。一、细胞工程，应

首先讲授细胞的全能性，然后在细胞全能性的基础上具

体介绍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细胞融合技术、细胞折合和胚

胎移植技术、克隆技术等内容。二、基因工程：（１）基因工

程的基础研究，主要介绍限制性内切酶、连接酶和基因载

体的发现和研制。（２）基因工程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包括

获取目的基因 ＤＮＡ、获取载体基因 ＤＮＡ、目的基因 ＤＮＡ

与载体基因ＤＮＡ的重组、把重组的ＤＮＡ转入受体细胞进

行增殖和筛选转基因生物体五个步骤及方法。三、生物

技术的应用前景。主要介绍生物医药的研制及应用、生

化工业的迅速发展、转基因动植物的大量出现，人类基因

组计划（ＨＧＰ）及其广阔的应用前景。

第四章，天文学和天体演化学说。天体演化学说是

现代科学的三大前沿阵地之一，本章在重点讲述天体演

化学说之前，先把天文学的相关知识作一简单介绍。第

一节，天文学及其产生和发展。一、概要介绍天文学的研

究对象和分类；二、重点讲授天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具体

介绍古代天文学、近代经典天文学和现代天文学的发展

情况。第二节，获取天体信息的渠道和手段；可分三个大

问题来讲述。一、获取天体信息的渠道，主要介绍电磁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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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宇宙线和中微子三条途径；二、获取天体信息的物质

手段和仪器设备，主要介绍人眼的构造和功能、光学望远

镜、射电望远镜和天体摄谱仪；三、天文观测发展简史：依

次介绍光学天文学、射电天文学和空间天文学。第三节，

天体的起源和演化。一、宇宙的起源和演化：主要介绍牛

顿“无限无边”宇宙模型及其疑难、爱因斯坦“有限无边静

态”宇宙模型及其疑难、哈勃定律与大爆炸宇宙模型；二、

星系的形成和演化：先对星系及其类型作一简单的介绍，

然后在此基础上介绍星系的形成和演化；三、恒星的形成

和演化：具体介绍恒星的形成，表征恒星演化过程的赫罗

图，恒星演化过程的三阶段，即主序星阶段、红巨星阶段

和恒星的三种归宿（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四、太阳系

的形成和演化：主要介绍太阳系的基本情况和太阳系的

形成和演化两部分内容；五、地球的构造和演化：包括地

球概况、地球的圈层构造和地球的形成和演化。

第五章，信息技术和激光技术。人类历史在经历了

６０００年的农业社会和近３００年的工业社会以后，现在正

在迅速走向第三个文明社会———信息社会。所谓信息社

会，就是信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所谓信

息技术，就是信息的获取、传递和处理技术。信息技术以

微电子技术为基础，包括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光导技

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第一节，微电子技术。一、微电子

技术的出现：具体介绍集成电路的诞生、集成电路的种类

及其历史发展和集成电路的制作工艺；二、微电子技术的

应用。第二节，计算机技术。一、计算机概述：具体介绍

计算机的结构与功能、计算机的特点和计算机的历史发

展；二、计算机的应用：主要包括数值计算或科学计算、数

据处理或称信息处理、实时控制或称过程控制、计算机辅

助系统、人工智能或称智能模拟等；三、信息高速公路。

第三节，通信技术。一、电气通信：主要介绍电话通信和

非电话通信及传真；二、光纤通信：具体介绍光纤通信的

基本原理、光纤通信的优点、光纤通信的应用和发展；三、

卫星通信。第四节，激光技术。一、激光与激光器：具体

介绍激光产生的基本原理、激光的特点、激光器的构造等

内容。二、激光技术的应用：概要介绍激光加工（包括激

光铸模、激光切割、激光焊接、激光雕刻等）技术及其在农

业、医疗、军事上的广泛应用。

第六章，空间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是现代科学

技术的综合应用和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

水平和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第一节，航天技术的

理论基础与航天工程体系。一、航天技术的理论基础，具

体介绍万有引力定律和三个宇宙速度；二、航天工程体

系：包括航天器、运载工具、航天器发射场、航天测控中心

和用户地球站。第二节，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展。一、运

载火箭的开拓者：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现代火箭鼻

祖冯·布劳恩；二、战后火箭技术的迅速发展；三、火箭推

进的动力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火箭方程；四、现代运载

火箭的结构。第三节，航天器及其分类和发展。一、人造

地球卫星：主要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构造、人造地球卫星

的发射及其轨道、人造地球卫星的种类；二、载人太空飞

行器：具体介绍宇宙飞船、空间站、航天飞机、空天飞机；

三、行星际探测。第四节，未来的宇宙开发工程。概要介

绍卫星发电站、太空工厂、月球开发、飞出太阳系，移居其

它星球等。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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