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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大学物理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涉及的学生面广泛,几
乎涵盖了理工、农科、医科、文科各专业,所以其课程思政建设尤为重要.文章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大学

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现状和不足,并且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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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

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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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课程思政的由来.课程思政是“三全育

人”(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有效载体,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教师教书育人的

重要职责,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
和其他课程相比,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实施课程

思政优势更加突出,意义更加重大.这是因为,首先,
大学物理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多且类型广泛,更容

易挖掘.中外物理学家的故事和近现代科技成就及

每个公式、定理中都蕴含了丰富的课程思政切入点.
其次,大学物理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其涉及的学生

面广泛,几乎涵盖了理工、农科、医科、文科各专业,
在大学物理中实施课程思政会使学生受益面更广.
再次,大学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大学物理一般在大一下学期开设,这时正是大学的

初期阶段.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大一就通过

课程思政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迪和价值引领,更有助

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和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

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研究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

研究现状.在中国知网上以大学物理课程思政为搜

索主题,发表时间设为2018年1月1日(课程思政自

从2016年提出,最早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研究成果

在2018年发表)至2020年12月31日,共搜索到78
篇论文,除去10篇关于大学物理实验课课程思政类

论文和3篇不相关论文,共计65篇论文作为研究对

象.65篇论文中有6篇刊登在《物理与工程》杂志

上,只含有摘要部分.论文中涉及的作者的年龄、学
历、职称等信息主要来自于参考文献,部分信息来源

于网络上对作者的相关介绍.

3 近3年研究论文的特点分析

3.1 论文的数量分析

2018年11月,陈真英等人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大

学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论文[1].这距离2016年12月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课
程思政”理念已相隔两年时间.这两年的时间主要

是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实践阶段.2018年共计发表

相关论文2篇,2019年和2020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分

别是26和37篇,如图1所示.发表论文的数量呈现

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重

视并参与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中.截至

到2020年6月30日,全国普通高校共2740所.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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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高校都开设大学物理课程,但平均每所高校

发表论文数量约0.02篇.可见,今后相关论文发表

的数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1 2018-2020年大学物理课程思政论文发表数量

3.2 论文作者基本特征分析

图2为论文作者基本特征分析,由图2可以看

出,有近50% 的论文作者具有副教授职称,副教授

和正教授的占比超过2
3.

具有博士学位的论文作者

高达55.38%,同时具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以上职

称的比例约为44%.论文作者主要出生在1971-
1985年.出生在1976-1980年的作者所占比例最

高,约占总人数的1
3
,他们的教龄大部分都在10年

以上.这说明论文的作者主要是一群高学历、高职

称、教学经验丰富的中青年队伍.

(a)论文作者的职称结构

(b)论文作者的学位结构

(c)论文作者的年龄结构

图2 论文作者基本特征分析

3.3 论文作者所属单位的性质和地域分析

65篇论文来自国内58所高校,其中公办高校约

占82.8%,民办高校约占17.2%.民办高校的数量

约占全国高校的28.25%,可见民办高校大学物理

课程思政研究的积极性不如公办院校高.

图3 各省、市、自治区所发表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类论文数量

从图3中可以看出发表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类论

文数量排前5名的分别是河南省、陕西省、浙江省、
广西省和上海市,论文发表数量分别为8,5,5,5和4
篇.北京、重庆、河北、海南、甘肃、青海等地区论文发

表数量为零.不同省份地区论文发表数量差异较大.
北京市高校林立,大部分为名校,论文发表数量为零

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师重科研,而轻教研.发表论文

数量最多的高校为上海理工大学,共3篇,占上海市

发文总量的75%.发表2篇的高校有西安交通大学、
新疆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南阳理工学院、五邑大学.
个别高校论文数量多的主要原因是学校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政策、制度完善,且推进有序.例如,上海理工

大学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先后立项了11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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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门和21门课程思政建设课程,并在2020年设立

15个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建设点和134个示范课程建

设点以支持课程思政建设.综上所述,论文的数量受

各省教育厅政策和高校政策导向性较强.
3.4 论文著作方式及受资助情况

65篇论文中有14篇独著,51篇论文为合著.虽
然合著的论文占大多数,但是大部分的论文作者没

有形成一个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研究团队,很多作者

只是形式上的挂名.65篇论文受课题资助的情况如

表1所示.
表1 论文受资助情况

课题种类 比例/%

国家级教改 7.69

省级教改 24.62

校级教改 50.77

课程思政教改专项支持 24.62

无教改课题资助 32.31

  从表1可以看出,受到校级教改课题资助的论

文约占1
2
,受到省级课程思政教改专项课题支持的

占24.62%,但无任何教改课题资助的论文接近1
3
,

今后各省教育厅和各高校还要继续加大对课程思政

教改的扶持力度.
3.5 期刊论文发表周期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65篇论文发表在36种期刊和1本会议论文集

上.其中周刊、旬刊、半月刊所占比例约29.23%,

13.85% 和6.15%,这三者约占所有期刊数量的一

半,发表周期较短.但是这些期刊大多无影响因子或

者复合影响因子较低,其具体分析如图4所示.65篇

论文中无影响因子和复合影响因子小于0.2的分别

占比约27.69%和27.69%.影响因子大于0.4的期

刊为《中国大学教学》(2.736),《内蒙古民族大学学

报》(0.613),《大学物理》(0.478),《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0.435),《物理与工程》(0.413).刊发大学物理

课程思政论文最多的杂志为《物理与工程》11篇(复
合影响因子0.413,其中包含6篇增刊论文,只含摘

要),《教育教学论坛》7篇(复合影响因子0.23),《教
育现代化》7篇(复合影响因子0.163),《课程教育研

究》4篇(无影响因子),《科教导刊》3篇(复合影响因

子0.154),这5种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之和接近论

文总数量的一半.

图4 课程思政论文发表情况统计

3.6 论文内容分析

研究论文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进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可行性

和优势分析

戴晔认为大学物理课程纵览了人类文明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科技知识和信息[2],且授课教师的物理

学知识背景容易引起理工科类学生的强烈共鸣,相

比较单纯的理论说教和思想教育,这种知识传播形

式能够在课堂上把思政内容和物理知识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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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潜移默化地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陈真英认为大学物理具有开展课程思

政的5个优势[3]:第一,素材丰富,适合开展多种主

题的思政教育.第二,思政素材真实自然,有助于提

升课程思政时效.第三,实验课程提供了实践课程思

政和检验其成效的双层平台.第四,课程定位有利于

实施量大面广的课程思政.第五,与哲学有着天然渊

源,实施哲学思政有独特优势.罗熙认为因为大学物

理一般在大一或者大二开设,而大一和大二是大学

生构建自身独立人格,形成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重

要阶段,所以大学物理课程思政非常必要和重要[4].
李辉认为在大学物理中实施课程思政,在受益面、培

养目标和课程内容方面都有优势[5].樊娟娟认为大

学物理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正

确认识客观事物,尤其是对物质观、运动观和世界观

的培养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6].因此,开展大学物理

课程思政十分必要,同时,大学物理课程内容包含多

样的思政教育元素,在课堂上引入思政内容具有可

行性.
(2)如何挖掘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资源

陈真英提出了从物理学家的故事、理论实践创

新案例、科技应用现状、大学物理实验、大学物理教

师一言一行中挖掘课程思政素材[1].姚秀伟提出了

通过线上资源创设情境、再现科学探索历史过程等

方式挖掘思政资源[7].赵露露提出从科学家的成长

经历中挖掘课程思政资源[8].张化福提出可以恰当

地利用物理学史、物理定律的发现过程、物理理论体

系的建立、中国在物理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等方面

提炼课程思政素材[9].韩元春指出物理学中的基本

概念、定义、定理和定律都是最接地气的思政教育切

入点[10].倪涌舟提出从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的物理学

成就中凝练课程思政素材[11].王梓名提出从藏族优

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政元素,融入大学物理课程思

政教学[12].宋淑梅提出了从物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物理规律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我国科

技发展前沿等6个方面挖掘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元

素[13].
(3)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建议与注意事项

王秀敏指出了实施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3点注

意事项[14].第一,宜求精,忌求全.第二,宜见缝插

针,忌喧宾夺主.第三,宜灵活多样,忌单调刻板.刘

宝平提出要提升教师的思政意识和水平、自然和谐

的加入思政元素、构建系统的课程思政体系有3个

需要注意的问题[15].王小力提出要发挥高校管理部

门在推进课程思政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好政策“指挥

棒”的作用[16].曹海霞提出课程思政不能仅仅局限

于课堂教学环节,更需要延伸到课前和课后,实现全

程育人[17].
(4)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表2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实例.
表2 课程思政案例及蕴含的思政元素

案例 思政元素

动量定理[18]
 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法律意识、

人文精神、文化自信

电磁感应定律[19]
 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创造性思

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力学章节[20]  科技强国、工匠精神、辩证思维

角动量守恒定律[21]  科技兴国、探索精神、不畏艰难

流体的运动章节[6]

 自然辩证法、文化自信、爱岗敬

业、关爱生命、科学精神、爱国情

怀、团队精神、创新精神等

动量守恒定律[22]  民族自信、爱国主义、科学精神

动量守恒定律[23]
 科技兴国、爱国主义、崇尚科学、

探索精神

动量守恒定律[24]
 崇尚科学、民族自豪感、爱国主

义、时代责任感

力学部分[25]
 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人生观、价值观

  有的案例设计是以一章展开的,有的案例是以

一节或者一个知识点展开的.从表中可以看出,大部

分案例都集中在力学部分,特别是有3个教学案例

都是关于动量守恒定律的.所挖掘出的思政元素大

部分是关于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科技强国等范

畴.今后教学案例涉及的内容不能厚此薄彼,要向热

学、光学、电磁学倾斜.即使是同一章节、同一个知识

点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也要尽量地挖掘不同的思政

元素,选择不同的融合方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以便于同行交流.
—66—

2021年第8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与课程思政



(5)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和策略

刘文华提出[26],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选择教学内

容-挖掘思政要素-选择最佳教学手段 - 有效落

实这一途径开展课程思政.张锦认为首先要制定科

学的思政教育培养目标[27];其次要通过深入挖掘思

政元素寻找思政教育与大学物理知识的结合点;最

后选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巧妙地将思政教育渗透

到大学物理教学中.李辉从创新融合教育目标、创新

融合教育方法及创新融合教育管理机制3个方面阐

述了创新融合大学物理和思政元素的路径[5].辛萍

提出了从“生活+问题”“明理”“实践+情感”3个维

度实施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过程[28].刘甲提出从

“达共识、强设计、多评价、勤实践、促改革”5个方面

开展大学物理课程思政[29].谭敏从教学目标的制

定、教学内容的选取、教学评价的改革、师资队伍建

设4个方面展开论述如何实施大学物理课程思

政[30].

4 关于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若干建议

4.1 提高教师课程思政意识 加强制度约束和政策

扶持

教师是课程思政的实施者,增强课程思政教师

的育人意识是落实课程思政的重要前提.高校管理

部门需要从制度约束和政策扶持两个方面来提高教

师课程思政意识.新修订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要

融入课程思政思想.课程教学大纲中的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设计和课程考核等各个环节

都要体现出课程思政.要设立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专项基金,鼓励教师开展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

堂教学改革.在职称评聘和评优奖励中将课程思政

当作其中一个重要的考核要素.

4.2 加强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团队建设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31].
在知识方面,大学物理涵盖了力、热、光、电等部分,

可挖掘的思政元素点多.以大学物理知识为载体,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仰、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工匠精神等相关的德育元

素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分门别类地建立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案例库要不断更新,

融入最新科技成果、体现时代特色,满足学生的求知

欲.一个教师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案例库的建

设和更新需要团队来完成.此外,优秀的案例需要结

合恰当的教学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育人功

能.案例和教学方法的匹配也需要在课堂教学中不

断实践,这离不开团队的协作.

4.3 课程思政研究内容多样化和精细化 加强实证

研究

目前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而对融入方式、教学方法的选择

与对比、实证研究较少.此外,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

教学评价研究也较少.多维度、全面、客观的课程思

政教学评价体系对教师来说不仅具有导向作用,而

且还可以根据评价结果来反思自己教学的不足,提

高育人能力和教学水平.今后课程思政的研究还要

更加精细化,例如如何把握好每堂课课程思政的频

率和每次课程思政的时间.

4.4 加强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经验交流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团队要定期召开课程思政经

验交流会,互相学习.而且还要加强同省内外课程思

政建设示范高校和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团队的学

习和经验交流.积极参加国家级、省级和各种协会举

办的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和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

如全国大学物理课程思政专题研讨会、全国高校课

程思政建设研讨会、全国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等.此

外各高校学报和物理类期刊要开设特色板块,刊登

优秀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类教学论文,为广大高校

物理教师提供交流经验和互相学习的场所.

4.5 课程思政研究要结合专业 突出重点 彰显特

色

开设大学物理课程的专业众多.对于不同的专

业,要结合专业特点,因材施教.对于文科的学生,课
程思政点要以融入人文精神为主;对于医学的学生,

要融入“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职业精神教育.对于民族地区高校和地方民族高

校开设大学物理课程的专业中要融入民族团结教

育、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教育.民办高校要尝试将企

业优秀文化融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中.红色高校

要将地方革命精神如沂蒙山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

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融入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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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以双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 打造线上大学物理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一流学科建设离不开课程思政,教育部在2020
年6月已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纳入“双一流”建设监

测与成效评价、学科评估、本科教学评估、一流专业

和一流课程建设、高校教学绩效考核等评价考核中.
双一流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的物理学科为一流学科.这些双一流高校具有全国

最强的师资力量,应该尽快推进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建设.制作线上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通过慕课等方式进行全国推广,对其他高校起到引领

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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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降压升流变压器,但带来的问题是要求图3中原

线圈电压高于小灯泡额定电压,而电源电压等于额

定电压,因此需要电源通过连接升压变压器达到要

求,电路如图4所示,其中n1 >n0,n2 >n3.

图4 交流远程升压输电电路图

根据理想变压器能量守恒

U1I1=I21r+U0I0

解得 I1=U1± U2
1-4rU0I0
2r

由数学可知,当 Δ=U2
1 -4rU0I0 ≥0,即U1 ≥

4rU0I0 时有解,则输电效率

η=U0I0
U1I1=U1I1-I21r

U1I1 =1-I1r
U1

即

  η=1-U1± U2
1-4rU0I0
2rU1

(2)

由式(2)可知,需求功率U0I0 和输电电阻r一

定时,输电效率由U1 决定.
同样的U1,取减号时,输电效率更高,所以

I1=U1- U2
1-4rU0I0
2r

则变压器线圈匝数比可以确定为

n1
n0=U1

U0
  n3

n2=I1
I0=U1- U2

1-4rU0I0
2rI0

整理输电效率的表达式为

η=1-U1- U2
1-4rU0I0
2rU1

=

1-12r+ U2
1-4rU0I0
2rU1

即 η=1-12r+
1-4rU0I0

U2
1

2r
显然,U1 越大,输电效率越高,而且结合推导过

程可知,对线圈n0 两端的电压并没有要求.
因此,在现实输电中,经常采用高压输电,减少

电路损耗,提升输电效率.
2.4 远程恒功率输电模型

基于上面的分析,当用户需求一定时,高压输电

可以提升输电效率,减少输送功率.或者从输送端

看,根据P用 =P送η输送出同样的功率,采用高压输

电会使用户获得更多的功率,这就是常见的恒功率

输电模型,是对现实用电输电的简单描述,本质上仍

旧是用户端决定了输送功率.
经历以上的模型建构、进阶修正过程,学生对远

距离恒功率输送模型的认知会更加全面深刻,帮助

学生体会模型建构的过程,促进建模能力的提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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