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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动量守恒定律为例,探讨了物理思政元素的融入探讨,通过播放嫦娥五号在月球着陆的视频,两个学

生做滑板游戏,借助生活模型转化成物理模型,通过学以致用模块,将物理知识与生产生活相联系,不仅融入了课堂

思政又融入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容,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实现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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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的若干意见》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魂育人[1].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就是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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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2].各类课程

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物理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

践密切结合的学科,其科学理论涉及自然科学的一

切领域,同时应用于生产技术的各个部门,此课程旨

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

新意识.由于物理课程的内容具有抽象性,对部分学

生来讲晦涩难懂,部分教师在物理教学中往往只注

重物理知识的讲解和相关题目的练习,而忽略了在

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3].基于此,在
物理课程中添加课程思政的教学活动很有必要.本
文将以动量守恒定律这一部分内容为例,论述如何

在物理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

2 理论思路

2.1 教学目标

2.1.1 物理观念

(1)知道系统、内力和外力的概念.
(2)掌握动量守恒定律的含义、表达式和守恒

条件.
(3)了解动量守恒定律的普适性.

2.1.2 科学探究与科学思维

(1)通过动量守恒定律的探究过程,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拓展学生思维的深度及广度,提升学生的

科学思维能力.
(2)推导出动量守恒定律的公式,培养良好的

思维习惯,提高推理能力.
2.1.3 科学态度与责任

(1)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进行实验,可以让

学生们更容易感受到探究过程的乐趣,激发学生对

物理学科的学习兴趣.
(2)通过对例题的引申,引导学生紧扣时代脉搏,

努力学好科学知识,将来为建设国防事业而奋斗.
2.2 教学方法

(1)通过视频导入教学情境,通过学案层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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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引导学生学习逐步深入.
(2)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探究推导出动量守恒

定律.用动量守恒定律来分析生活中的实例,让学生

感受到物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2.3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滑板、自制导弹模型、铁架台.
2.4 教学过程

2.4.1 导入新课

(1)播放嫦娥五号在月球着陆的视频

课程思政点:搭载着“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

五号火箭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第三步

拉开序幕.嫦娥五号任务是“探月工程”的第六次任

务,也是中国航天迄今为止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

之一,将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助力深化

月球成因和演化历史等科学研究.嫦娥五号执行此

次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任务有望实现我

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4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

面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3.8×108m
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吸引学生很快进入

课题,并增强民族自豪感.
(2)小游戏

两个学生做滑板游戏,借助游戏简单的模型介

绍系统、内力、外力的概念.由游戏情景,抽象出简

化物理模型,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学生小组

合作探究,推导出动量守恒定律.
2.4.2 合作探究过程

如图1所示,设在光滑水平面上有两个匀速运

动的小球,它们的质量分别是m1 和m2,速度分别是

v1和v2,且v1>v2.经过一定时间,m1追上m2,并与

之发生碰撞如图2所示,设碰后二者的速度分别为

v′1和v′2.分析两个小球的碰撞过程,证明在碰撞前后

两球的总动量守恒.

图1 碰前

图2 碰后

设两个小球的作用时间为t,碰撞过程中两球间

的作用力大小分别为F,利用动量定理证明.(提醒

学生要规定正方向)第一个小球和第二个小球在碰

撞中所受的作用力F1 和F2 是一对相互作用力,大
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直线上,作用在两个

物体上;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Δt内,第一个小球受

到的冲量是

F1Δt=m1v′1-m1v1
第二个小球受到的冲量是

F2Δt=m2v′2-m2v2
又F1 和F2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所以

F1Δt=-F2Δt
m1v′1-m1v1=-(m2v′2-m2v2)

由此得

m1v1+m2v2=m1v′1+m2v′2
课程思政点:(1)由质点的动量定理,说明了力

的累积效应会引起质点运动状态的改变,这是量的

积累引起质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量变质变规律

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4],“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不积小河,无以成江海”,告诉学生们,做事

情要脚踏实地,认真学习,有了不断的努力,才会有

质的突破.(2)学生们在公式的推导过程既锻炼了

科学思维,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钻研精神,在遇到困

境时,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

题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责任意识.(3)目前的学

生,虽然他们学习能力比较强,但是有着浓厚的个人

主义,合作意识薄弱.在合作探究中,潜移默化地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的意识.

3 学以致用

播放小视频:车厢耦合.既使学生对碰撞有了直

观印象,又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学生采取自主合作探

究的模式.
【应用1】在列车编组站里,一辆m1=1.8×104

kg的货车在平直轨道上以v1=2m/s的速度运动,
碰上一辆m2=2.2×104kg的静止的货车,它们碰撞

后结合在一起继续运动.求列车碰撞后运动的速度.
引入课程思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铁经

历了从少到多、从追赶到领跑、从走得了变成走得好

的转变.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

营业里程总和.中国高铁跑出中国速度,更创造了中

国奇迹.高铁建设是中国正在开展新工业革命的标

志,中国特有的文化和中国人的勤劳创新使得中国

高铁技术得以迅速应用,引领世界,并开始向海外

(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输出高速铁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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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2】自制小实验:由自制导弹模型引入本

题,增加趣味性,吸引学生.
一枚在空中飞行的火箭,质量为m,在某点的速

度为v,方向水平,燃料即将耗尽.火箭在该点突然

炸裂成两块,其中质量为m1 的一块沿着与v相反的

方向飞去,速度为v1.求炸裂后另一块的速度v2.
引入课程思政:近年来,中国航天不断创造世界

奇迹,中国航天在载人航天、新型火箭、卫星导航系

统、月球与深空探测与商业航天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

就.特别是今年,天问一号抵达火星、天宫空间站将全

面开建、长征火箭家族将继续扩容、数型民营火箭和

卫星也将有新突破.将来有志于从事中国航天事业的

青年们,向你们推荐3所航天类的高校: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希望大家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

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本部分不仅融入了课

堂思政的内容又对学生进行了简短的生涯规划教育.

4 教学总结

动量守恒定律是系统在不受外力或者所受合外

力为零时所遵循的规律.它是动量定理的深化和延

伸,且由于它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所以学好动量守

恒定律对于处理综合问题是很重要的.鉴于学生的

基础和学习特点,所以本节课增加了小视频和小游

戏的数量,寓教于乐,在游戏中学到物理知识.导入

新课时用到了嫦娥五号落月的小视频,讲解例题时

讲到我国航天发展水平居于国际前列,增强了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提到了几所航天类高校,对学生

的生涯规划进行引导,使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时代

使命,明白应当努力地学习,不断的开拓进取,并把

个人成长和事业追求与国家民族的需要契合起来,
促进个人提升,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让学生意识

到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必须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努力掌握核心技术,不被西方国家牵着鼻子走,通过

我们自己的努力为国家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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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典例2和典例3对运用U I曲线割线、
切线斜率求解电阻过程的详细分析,在培养学生掌握

应用U I曲线斜率求解电阻方法的同时,也有助于

学生对U I曲线两种斜率物理含义的深入理解.

6 结束语

文章对习题教学中学生提出的3点疑问层层递

进展开分析,从数学角度给出函数图像割线斜率和

切线斜率的数学意义,并将其推广到动态电路电学

元件的伏安特性曲线中,以此为基础确定出电学元

件U I曲线中割线和切线斜率的物理含义,弥补了

目前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和学生对U I 曲线斜率

认识的不足,对整个教学效果的提升也有促进作用.
通过案例分析如何运用U I 曲线割线和切线斜率

对电阻问题实现求解,在培养学生如何利用图像斜

率求解物理问题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U

I曲线两种斜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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