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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旨在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

种综合教育理念.为了促进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堂,对近4年国内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教学策略与

方法、理论专业课、实验实践课等进行梳理总结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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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

确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

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要求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20年5月,

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从开展课程思政的目标要求、内容重点、教学体系、

课程思政资源、课堂教学、师资队伍、评价体系和激

励机制、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等方面进行具体要求

与指导,课程思政教学旨在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所以非思政课程的教师通过“课程思政”实

现“立德树人”的目标[2].
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物质

最基本、最普遍的运动形式,因此物理学是一切自然

科学以及进一步认识复杂运动的基础,是自然科学

研究中的领头学科[3].物理学所展现的科学的世界

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影响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

基本认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4].物理学具

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谨的科学思维、唯物辩证

的研究方法、潜移默化的人文价值,具有丰富的思政

元素和资源;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对社会生产、生活的

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物理学具有鲜明

的课程特点.
目前,国内对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的研究主

要在高校,例如大学英语、大学物理、大学语文、通识

课程等.为了更好促进在大学物理课堂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体现立德树人目标,总结近4年国内对课程

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研究现状,对其教学策略

与方法、理论专业课、实验实践课等进行梳理和总结

并提出展望.

2 研究成果的统计与分析

在中国知网,以“思政物理”为主题进行搜索,

共有224条结果,包括思政在大学物理、中学物理和

其他物理课程的应用研究,经过筛选,本文选择其中

31篇关于思政教育和思政教育与大学物理教学相

结合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对“课程思政”融入大学

物理课堂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深入的了解.

2016年12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提出“课程思政”后,2017年国内的研究者对“课程

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堂关注基本没有,2018年开

始陆续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由图1可知,研究该领

域的文献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

大学物理课堂中将成为以后物理课堂教学的一种必

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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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献发表年份分布

由表1可知,现阶段“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

课堂的主题研究中,教学策略和方式占比最多,约为

39%,在理论专业课和大学物理实验课研究比较均

衡,分别为32% 和29%.在该领域的研究近年来比

较全面均衡,不过缺乏实证.在31篇文献中,只有2
篇文献具有实证并有数据支撑.

表1 研究文献的主题分布

主题
教学策略
与方式

理论专业课
大学物理
实验课

数量/篇 12 10 9

比列/% 39 32 29

  由图2可知,31篇文献来源主要是物理类、教

育类、学校学报等21个单位,通过对文章的解读,教

育类和学校学报的单位较为关注教学策略与方式和

理论课的专业课,物理类的单位较为关注大学物理

实验.对于“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研究各

界都较为关注.

图2 期刊文献来源分布

3 研究的主要内容

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学生必修的重要通识性基

础课程,所涉及的基本研究方法、概念理论、实验技

能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

途径.大学物理课程隐含了许多思政课程的素材,教

师深入挖掘和研究并在课堂上加以利用的话,可以

很好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政课形成协同效应.
因此,近年来有许多研究者对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

理课程的教学模式、理论课和实验课的具体措施进

行研究探讨.

3.1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模式与策

略

大学物理是理工科学生在进入大学必修的一门

课程,范围大、受众广,所以要避免出现传统教育中

出现的教师认识上认为不需要、行为上不知怎么办,

将专业课与思政课割裂开,形成“两张皮”[5].为了有

效挖掘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元素,实现立德树人,国

内不少学者对课程思政融入到大学物理课堂的思政

资源和教学方式进行了研究.
文献[6](2018)和文献[7](2020)等文章从立

德树人视域下大学物理课程中的思政资源进行了探

析,为挖掘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资源提供了启示.文

献[8](2020)一文提出西藏地区要基于藏族优秀传

统文化来开展物理课程思政建设,并分析其必要性

和可行性,挖掘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课程思政元

素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以形成物理教学资源.文献

[9](2019)提出大学物理课程需要顺应“课程思政”

的改革思路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完善和修订教学

评估体系,具体可以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评

价效果进行渗透.文献[10](2019)一文从课程的顶

层设计、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教师队伍等措施,探索

出一条适合其教学特点的“课程思政”新途径.
文献[11](2019)按照励志爱国、道德情操、科

学精神、工匠精神、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

文化自信、美育、创新精神、创新思维等对思政知识

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形成了大学物理课程的

思政方案.文献[4](2020)提出要更新教育理念,创

新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方法,加强教师队伍的政治思

想武装,提升其育人能力,使大学物理课程成为立德

树人的重要阵地.文献[12](2020)一文尝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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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为中心”,提高大学物理课堂上学生们的学习

效率和积极性,并且尝试给出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的大学物理思政教育的几个实践方法.文献

[13](2020)一文提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素养和创新为4个关键着

力点,发挥大学物理的价值引领作用,形成与思政课

程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实现传道授业与育德的同

频共振.
文献[14](2020)一文提出了物理课程中开展

课程思政教育的基本要素框架,以公共基础课程“文

科物理”为实践对象,根据要素框架(表2)设计课程

思政案例,并以趣味漫画的形式引入课堂教学,同时

设置了关键评估指标,通过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对比

开展教学实验及研究,结果对在各类物理课程中开

展课程思政教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表2 物理课程思政教育的基本要素框架

基本要素 内涵 部分典型的细分主题

精神 爱国主义
 爱国情怀、民族自豪、使命意识、
奉献精神

信仰
社会主义
价值观

 不忘初心、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法制意识

素质 科学精神
 工匠精神、团队精神、创新精神、
责任意识、实践意识、勤于观察、持
之以恒、艰苦奋斗、不畏艰险

能力 哲学思维
 唯物主义、辩证思维、因果关系、
阴阳关系、逻辑思维、对立统一、相
对真理、人文情怀

道德
伦理道德
及品质

 热爱和平、绿色环保、敬业爱岗、
诚信守义、淡泊名利、爱情忠贞

3.2 大学物理理论专业课的思政表现形式

2016年提出“课程思政”的理念,经历了2年时

间的沉淀和理论研究后,国内各高校的物理课程任

教教师开始对大学物理专业课与思政教育相结合进

行研究与实践.
文献[15](2020)一文对物理光学课程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与具体教学实施,以及教学效果进行了

介绍,并在新冠疫情期间,线上授课时将课程内容与

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为将思政内

容融入课程建设中,充分发挥了专业基础课的德育

功能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文献[16](2019)提出

教师要充分思考和挖掘相关光学知识内容中的思政

元素,以期实现光学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统

一和同向同行,例如:光的“波粒二象性”与“易经”

中“太极”的“阴阳两面性”,电磁波的光速统一性与

自身价值的认同性,光的全反射与光纤之父“高锟”,

望远镜与中国“天眼”南仁东,量子卫星的“墨子号

命名等.
文献[17](2020)一文在角动量守恒一课中,以

寓教于乐的方式,结合视频播放,通过讲解人物与历

史故事、科技进展,将大学物理课程与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相结合.例如:以物体对轴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为例,通过回转仪在军事、航天、汽车领域的应用,向

学生传达科技兴国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积

极探索的精神;通过跳水及花样滑冰运动员的事迹,

培养学生勤奋刻苦、不畏艰难、不怕失败的优秀品

质.文献[18](2020)和文献[19](2020)等文章对动

量守恒一课进行案例研究,在导入和应用的教学环

节引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介绍我国科学家和台球

运动员的事迹,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同时也培养学生勤奋学习、不畏艰难的坚韧性格.
文献[20](2019)和文献[21](2020)等文章对

力学板块的章节进行案例研究,前者提出以马克思

主义哲学原理为工具,加强学生辩证思维,渗透科技

强国教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精神的工匠;

后者则挖掘力学板块的思政资源,提出探索力学教

学在 高 校 思 政 教 育 中 具 体 的 教 学 措 施.文 献

[22](2019)结合量子力学的课程特点,对思政元素

如何融入教学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课程教学中开

展课程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文献

[23](2020)和文献[24](2020)等文章分别以流体

的运动、菲涅耳半波带法的教学案例,提出在大学物

理课堂实施课程思政的具体方法,将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学全过程,探索普通物理课程思政的基本规

律和解决路径,为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同

向同行提供借鉴意义.

3.3 大学物理实验实践课的思政表现形式

大学物理实验课作为一门理工科学生必修的基

础核心课程,是大学生第一门系统实验训练课程.辩

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思想观点和科学方法可以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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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学物理实验课的理论学习和实验中,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创新能力,对于推进新时代

思想政治工作与课程教学结合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25].

文 献 [26](2019)、文 献 [27](2020)和 文 献

[28](2020)等文章分析在大学物理实验课堂教学

进行思政教育的优势和必要性,介绍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改革措施,为实现

“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的方式与实践

提供借鉴.文献[29](2019)一文通过深入挖掘实验

物理的课堂教学内容,对大学物理实验课程进行精

心的教学设计,探索和实践打破物理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课程之间壁垒的途径和方法,对自然类其他学

科的思政教学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文献[30](2020)采用案例教学法从教学目标、

教学方法到教学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度融入思政

元素的探索和实践,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 题 的 能 力,有 效 实 现 课 程 育 德 功 能.文 献

[31](2020)深入挖掘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课堂的内

容,对思政元素“和谐地”融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

提出4点实践经验,为实现“教书”和“育人”的有机

结合,促进学生专业成才立德成人提供教学经验.文

献[32](2020)一文在大学物理实验课中开展课程

思政的改革与探索,介绍了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

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与思政的关系,以及具体实践的

案例.文献[33](2020)一文分析在大学物理实验教

学中开展思政课程的必要性,并以“固体声速”为

例,介绍如何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到大学物理实

验课程的各个环节,为“课程思政”的全面实施和开

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4 展望与思考

4.1 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定位 构建高效 可推广

的教学模式

“课程思政”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追

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理想和信念,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

展的新时代大学生[4].

从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现在研究有关教学模

式主要是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师队伍、教学评

价等角度进行阐述,文献[34](2020)提出遵循“目

标设计—内容开发—教学方法选择—教学管理—

教学评价”的路线开展课程思政,但到目前为止并

没有一种公认的、高效的、可推广的教学模式.如何

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定位,坚持立德树人的教学目

标,构建一种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物理教学相结

合并可以将之推广的教学模式,是现在需要解决的

一个问题.

4.2 充分发挥物理课程的特点 建立大学物理课

程的思政资源库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结构、相互作用和运动形

式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从实际中出发,又回归于实

际的一门基础学科,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物

理知识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科技的进步极大促进

了社会的发展,所以物理学蕴含了丰富的爱国主义

和改革创新的素材;科学是双刃剑,利用好了就能促

进社会的进步,利用不好可以极大破坏社会的和谐,

所以要充分挖掘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资源,在物理

教学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6,7].

由现有的文献发现,目前的研究对挖掘大学物

理课程的思政资源较为局限,主要是从教学环节和

培养目标出发进行分析,其他单次课程难以参考和

借鉴.因此,大学物理课程有非常丰富的隐形思政资

源,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律挖掘和建立思政资源库,

为大学物理课堂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和借

鉴.

4.3 坚持实事求是 对大学物理课堂进行课程思

政实证研究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可是现

在“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堂的研究中实证非

常少,大多都是理论上进行分析.缺乏具体的实证证

明,没有数据支撑,难以评价该教学模式是否有效.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一套合理的、符合“课程

思政”站位的评价体系,并进行实证和分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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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实事求是,对“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程

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促进课程思政的发

展,也为其他学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参考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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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对于第(1)小题和第(2)小

题,学生在电路分析和利用楞次定律推导感应电流

方向的综合运用上掌握不牢固.对于第(3)小题这

样的开放型习题,由于平常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少,

缺少综合运用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毫

无解题的头绪和方法.该题错误率高,涉及素养要素

多,是需要在课堂重点讲解和讨论的习题.第(1)小

题得分率接近七成,说明学生对楞次定律的基本内

容已经了解,但运用还不太熟练.故在讲解时需要注

重演示推理过程,将复杂的模型逐渐拆分成简单模

型再组合起来,强化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第(2)小题,可在第(1)小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自主讨论和推导,再结合实验验证得出的结论.第

(3)小题,可利用实验仪器进行实验演示,由现象入

手,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和得出结论.对于

这一类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的习题,更多注重对实验

操作与演示过程中涉及思想方法的提炼,将更多的

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引导学生自我发现、自我学习.

在该题讲解之后,应当用类似的开放性习题对学生

进行巩固,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的实验仪器去进行探

究现实中的物理现象.

4 总结与反思

通过对以上3个案例的实施发现,大数据下高

中物理习题课的精准教学可以有效地提升课堂节

奏,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

学习和探究.同时教师通过大数据手段,可以在课堂

上快速掌握学生的核心素养目标达成情况,时刻了

解学生的需求,为课堂下一步的教学提供精准指引,

大大地提升课堂效率.当然,由于不同班级的学生其

核心素养水平都有差异,为了能够更精准地掌握学

生的核心素养情况,需要花更多精力去亲近学生,更

有针对性地选择习题,更精细化地编制习题的核心

素养目标,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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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mmaryofIntegratingIdeologicaland
PoliticalCourseEducationintoUniversityPhysicsClass

ChenGuohua ChengMinxi
(SchoolofPhysicsandTelecommunicationEngineering,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urseEducationisacomprehensiveeducationalconceptthataimsto

integratevalueshaping,knowledgetransfer,andabilitytraining,andregard"moraleducation"asthefundamental

taskofeducation.Inordertopromotetheintegrationof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intouniversityphysics

classrooms,theteachingstrategiesand methods,theoreticalprofessionalcourses,andexperimentalandpractical

coursesthathavebeenintegratedintouniversityphysicsclassroomsinthepast4yearsweresummarizedand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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