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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课程思政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结合物理

学学科特点,论证在高中物理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基础,在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融合课程思

政内容,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提升科学素养为目的.具体分析高中物理课例,暨人教版选修3 5
第十七章第1节“能量量子化”,进一步阐述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开展思政教育的实践策略,并展望课程思政融入高中

物理教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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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

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

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1]2019年3
月习总书记又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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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不同,前者提倡每一门课都要具有思

政教育的功能,后者则专指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

育的专门课程.课程思政本质上是践行“立德树人”
理念的教育,它的目标是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格局,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

三位一体,彼此交融.

1 高中物理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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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中

的实验发现和理论创新,特别是物理学中一系列重

大发现(如电子的发现、相对论理论的创立和夸克模

型的建立等)都为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般规

律和原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事实和依据,使辩证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加丰富并不断向前发展.而辩

证唯物主义中的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

之否定规律、真理的相对性以及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是真理的检验标准等原理,为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

客观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人类在

认识和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的主观

世界和思维方式,使之更加适应于改善人类的生存

状态的要求[5].
教育部发布的最新的纲领性文件,《普通高中物

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了物理

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维度: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
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6].其中,科学态度与责任

重点包括科学本质、科学态度、科学责任等要素,主
要指在认识科学本质、感知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

关系之上,逐渐形成的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及遵守道德规范、保护环境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责任感[7].不难看出,新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核心

素养中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内部联系都体现出高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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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具备的的思政功能.在教学内容方面,高中物理

中的定理、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长期的发展、完善

过程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教师在讲解理论

时,可以先介绍物理学家探索科学规律的艰辛过程,
启发学生从多角度思考分析,达到对学生科学素养

的培养,着重突出世界观的培养.其次,高中物理的

培养目标可以细化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

标,即希望学生能运用所学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掌握科学方法,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而这些恰

好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之一.物理学推动科技

进步、推进中国发展的具体案例,又给高中物理教学

提供了连绵不绝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2020年6
月23日我国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

成功,标志着北斗导航卫星已经完成了全球部署,中
国有了自己的导航系统.中国的北斗系统从1994年

开始建设,从无到有,自立更生,耗时26年,终于建

成了一张天网.北斗卫星打破了美国垄断,大大提高

了我们在空天领域主动权.北斗卫星的开发过程非

常艰难,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人才匮乏同时还要

面临欧美技术封锁.中国航天人在困难面前没有低

头,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才取得成功.教师要

善于挖掘前沿科技中的思政元素,因时而进,因时而

新,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提高课堂参

与度,大大增强课程思政的教育效果.

2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以“能量量子化”为例

  必须清醒认识到,物理教师不是专业的思想政

治教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物理课不能等同于思

想政治课.在物理教学中如何巧妙地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需要教师做好备课工作,精心做好教学设计,选
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教学材料.现以人教版选修3
5第十七章第1节“能量量子化”中的几段教学片段

为案例,初步尝试将“课程思政”融入高中物理教学,
仅供参考,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2.1 结合物理学史视频 动态化引入主题

课前,结合物理学史的内容,播放视频动画,使
课本上静态的知识动态化.让学生了解本节课相关

的物理学背景和时代背景.19世纪末期,物理学已

经发展成了一门非常完善的学科.一切物理现象似

乎都能够从以力、热、光和电磁为支柱的物理学知识

理论体系中找到满意的答案,物理学家们都感到物

理学已大功告成;但开尔文却提到物理学天空的两

朵乌云,物理学后续的发展历程表明,恰恰是这两朵

小小的乌云,引起了物理学的一场大变革[8].
思政分析:在引入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出在19

世纪末,物理学界弥漫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按照机

械决定论的哲学观点世界运行机制已被揭示,但从

辨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时间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中.
所谓学海无涯、学无止境,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

学习态度,以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微小细节背后可能

蕴藏着巨大的不同,都可能是改变世界认知观念的

决定性因素.物理学中诸多重大进展就是基于这种

求真务实、严谨审慎的科学态度发现的.比如在探究

“以太”是否存在的实验中,迈克耳孙和莫雷测量的

结果与19世纪末物理学家们利用经典物理原理得

出的结论不相符,但他们并没有隐瞒,而是带动全世

界的物理学家们研究不符的原因;正如我们现在所

知,恰恰正是这些“出人意料”的实验结果引发了物

理学家的思考,进而促进相对论的诞生[9].任何物理

学的理论都是暂时的,世间并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

终极真理,任何物理学理论都存在它的局限性和边

界,对于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要突破传统观

念的束缚,提出新观点,建立新理论,拓展已有知识

的边界,从而推动科学不断发展.
2.2 结合生活实例 初步展开课堂教学

黑体辐射是本节课的重点也是难点,教师需从

生活中热辐射讲起,逐渐过渡到黑体和黑体辐射.课
前学生已经知道热传递有3种形式:热传导、热对

流、热辐射,其中热辐射的主要成分是波长较长的电

磁波,不能引起人的视觉.教师讲解欧洲工业革命时

钢铁冶炼的历史背景,借此引导学生体会物理学发

展与生产实践的关系.那中国古代对此现象是否也

有类似的研究呢? 此时,教师引导成语“炉火纯青”
原意是道士炼丹,认为炼到炉里发出纯青色的火焰

就算成功了.在唐代孙思邈的《四言诗》有介绍:“洪
炉烈火,洪焰翕赫;烟示及黔,焰不假碧.”[10]在现代

应用方面,热辐射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比如红外

线照相机、红外线温度计、红外追踪等,科学家还可

以根据 Wiendisplacement定律计算出太阳的表面

温度[11].
思政分析:在教学中,引入“炉火纯青”这个成

语,并解读其基本含义,说明中国古人很早就对热辐

射现象有观察、有研究,总结出一整套经验理论,这
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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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将中华优秀巧妙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有助于左

右脑的相互沟通,让学生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更

好地融合起来,并在认识上跨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

学的知识鸿沟,促使学生的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12].在介绍西方科学家开展热辐射现象研究的缘

由时,教师引导学生以动态、发展的观点认识物理学

的发展规律,从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凝练科学理论,
又进一步指导实践,循环上升,逐渐进步.分析红外

测温技术在生活中的实例,进一步教导学生了解物

理学的前沿技术,同时也使学生了解国际国内的发

展形势,不仅要做到学以致用,更要做到学为何用,
增强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同时,宣扬踏实肯干,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
2.3 简化“能量量子化”知识模型 师生思维碰撞

能量量子化现象是第一种被发现的量子现象,
它在创立量子力学过程中起了奠基作用.不过,髙中

生从经典物理的连续性观念到近代物理的量子化观

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教师需要注意把能量量子

化这部分知识简化,便于学生理解.教师可以类比生

活中的例子,比如人的数量是量子化的,物体的质量

是量子化的,电荷量是量子化的等实例,进而引出能

量量子化的含义.为了解释“紫外灾难”,普朗克利用

内插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公式,他用一个能量不连

续的谐振子假设,推导出黑体辐射公式,与实验符合

得非常好.普朗克能量子假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
在20世纪初,经典物理学家对此理论的怀疑和非难

也接踵而来,普朗克的工作几乎无人问津,普朗克自

己也感到不安[11].
思政分析:科学家在观察和研究世界时,从事物

的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普遍、从经验到规律、从已

知到未知之间的所经历的探索历程,无不闪耀着理

性精神的光芒.虽然普朗克利用内插法的理论推导

还有不足之处,但这种量子化假设具有重大意义.大
胆的猜测和敏锐的洞察力,造就天才的突破,这为我

们运用新方法探究未知物理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教师也要注意引导学生从辨证的角度看问题.科学

的发展过程充满偶然性与必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

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13].
量子化理论的发现既是偶然的,同时也是必然的.一
方面,众多科学家对黑体辐射规律的研究必然会得

出满意的解释,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过程中新理论的

必然性;另一个方面,普朗克通过大胆假设,运用内

插法得出的新理论,完美解释了黑体辐射规律,这体

现了科学发展的偶然性[14].

3 结语

  课程思政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系统,实施方

式多种多样,与各学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可以

结合各学科特点,融合学科资源,多样化、多层次“润
物细无声”地实施.本文以能量量子化为例,探讨在

高中物理的教学内容方面如何挖掘思政元素,在教

学过程中如何引入课程思政思路.课程思政融入高

中物理教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坚持研究

和探索,需要广大教师共同努力,全面挖掘高中物理

课程思政育人元素清单,研磨经典课例,推进深度反

思,形成完善的物理思政课程体系,从而更好地践行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求思政课程效果最大化,
实现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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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tyandfosterpeople,andintegratethecultivationandintegrationofsocialistcorevaluesintothewhole

processofteachingandeducatingpeople".Moreandmorefront-lineteachersandscholarshavedevotedthemselves
totheresearchandpracticeof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andmadearesearchsummaryonthecurrent
researchstatusofideologyandpoliticsinthejuniormiddleschoolphysics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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