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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学校的物理教育工作者已认识到将科学知识与人文思政元素相互渗透,是落实课程思政的有效举

措,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首先,从物理概念、物理实验、物理学家品质、优质物理科普作品中深挖人文思政

元素,整理归纳后形成“知识—人文思政”的点、线、面.其次,分析了融入人文思政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出物理课程的

德育和美育功能,真正做到“盐溶于水”.最后,通过3种有效途径将人文思政渗透到物理教学中,经实践,达到了课

堂育人、立德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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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所需人才除了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外,人文素养也是必须的,这就要求物理教育者在给

学生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提高他们的人文

素养.

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将物理教育与人文素养融合

在一起,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其

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视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1].卢瑟

福编写的《哈佛物理教程》一书,结合物理学史,注

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2].费曼认为物理教育的目

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物理感受美,

进行物理文化教育[3].中国学者对在大学物理教学

中引入人文教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张

若晴从文化挖掘的角度阐释了物理学的文化内涵和

人文价值[4].杨昕卉等研究表明,物理学史是渗透人

文素养的有效方式[5].李一倩等探析了人文教育缺

失的原因,给出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途径[6].杨翠云

等认为物理学中的美学、哲学和爱国主义资源,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7].张芳等围绕物理教学中

渗透人文教育的关键因素,目标与原则,方式与评价

展开讨论,且给出相关的教学案例[8].还有学者指

出,物理教师是人文素养教育的关键环节,必须在教

育观念与方式,教学行为,知识结构等方面进行调

整,才能全面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

物理课程由于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强、包容性

广、内容经典等特点,是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良

好载体和渠道[9,10],其中,人文思政教育是物理课程

思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挖掘及有效融合人

文思政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1 大学物理课程人文思政元素的挖掘

1.1 从物理概念中挖掘人文思政元素

物理概念的发现,不仅是一个长期发现的过程,

更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结果,天然蕴藏着人文思政

元素.如质点这个概念蕴含着处理事情需要抓住其

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哲学理念;重力势能告诉

我们,成功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阻力,只有克服困难

才能积累更多“能量”,才能让自己距离成功更近一

步;能量守恒定律揭示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作为一

名大学生,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摩擦自锁”

现象中的摩擦力恰似个人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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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有走稳人生的每一步,才能避开不良嗜好或

酒色的诱惑;洛伦兹变换启示我们要换位思考,换个

角度,换个思路,人生或许有不同的风景 ……

1.2 从物理实验中挖掘人文思政元素

首先,一些物理概念在理论课中讲授过,但不够

直接,而物理实验正好能做到理实相结合,这是物理

实验的一大优势,也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文思政元素

融入物理实验课堂[11].

其次,不同的物理实验传递给我们不同的哲学

观.如“验证牛顿第二定律实验”告诉我们要从多角

度看待分析问题;“电阻测量实验”中电阻随温度的

增加而变大,当超过某一临界温度时,会达到无穷

大,这展示了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结

果.诸如此类的哲学观是物理实验中最常见的人文

思政元素.

最后,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必然会涉及物理学史

的讲解,可将我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物理学家纳入其

中,深挖“中国制造”“中国智慧”,培养学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

另外物理实验也能很好的嵌入“工匠精神”和

团结协作等精神,从而让物理实验中蕴含的人文思

政元素鲜活地呈现在学生头脑中.

1.3 从物理学家品质中挖掘人文思政元素

物理学家的精神力量是最好的思政素材,教学

中要适时地介绍他们的奋斗史和创造的历史事实,

激发学生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品质.物理学

家正是依靠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独立思考的精

神,长时间的艰苦研究,坚持真理,敢为科学献身的

精神,才做出卓绝的科学成果.当然,也要为学生树

立这样一个观点,物理学家不是先知,他们是一步一

步,踏踏实实做出这些成果的,他们是人,因此就有

局限性,这就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所以学生们既

要尊重科学,又不能盲目的崇拜权威.

1.4 从优质物理科普作品中挖掘人文思政元素

很多物理学家的科普作品中充满了人文情怀,

他们运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知识进行科普.如

《从一到无穷大》(G·伽莫夫著)运用有趣的比喻,

将“枯燥”的数学和“艰深”的物理贯穿起来,阐述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四维时空结构.《见微知著》(灵

遁者著)是关于量子力学的科普著作,它从爱因斯

坦和波尔的EPR之争开始,带着读者领略了科学史

上的浓厚的乌云和翻腾的暴风.《超越自由 神奇的

超导体》(章立源著)告诉读者,科学的发展总是在

不断克服原有的旧东西,以更加丰富的新概念代替

旧观念而前进 …… 这些科普著作是学生了解科学

最方便可行,也是能给学生精神享受的途径,会影响

人的一生且不会很快过时.将这些著作引入课堂,推

荐给学生,能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也能改变学

生对物理的“固有”印象.

将从上述4个方面挖掘到的物理人文思政元素

通过由一个“知识-人文思政”点发展到多个“知识-
人文思政”点,再由多个点发展成一条“人文思政”线,

最后由多条线形成一个“人文思政”面,从而使物理教

学和人文思政相融合,做到盐溶于水.

2 发挥大学物理课程的人文思政教育功能

2.1 德育功能

立德树人是教育之根本,也是大学物理课程思

政教育的功能之一.

首先,爱国主义是德育的中心内容.向学生介绍

我国科学家的爱国事迹和奋发图强事迹,与当今社

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做对比,不仅能增强学生的爱

国之情,还能使学生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

如国家功勋钱学森突破美国长达5年的层层阻扰,

艰难回到祖国怀抱,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伟大贡献.

其次,科学诚信品质是德育的基础.如在物理实

验课程中,不诚信现象时有发生,教学中最常见的是

学生在填写实验报告时,因前期操作不当或未按注

意事项处理问题而造成实验结果与参考值相差甚

远,此时部分学生就按已知规律拼凑数据或抄袭他

人,为避免此类情况,学生应在实验中细心操作,认

真观察,寻找失败原因,同时教师不能一味以结果

“论英雄”,应允许学生“出错”,给学生“开小灶”,让

他们在课余时间重新做实验,深入探讨与研究,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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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培养学生诚信、实事求是的品质.

最后,社会责任感是德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当今社会要培

养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就得从高

校,从课堂,从德育评价体系做起,在各类评优评先

中将责任感和品德放在首位,引导与帮助学生建立

健全的是非观、善恶观和价值观,对自己和社会负起

责任来.

2.2 美育功能

物理美主要表现在物理知识的内容、形式以及

体系上,是对自然界客观事实的欣赏.物理具有简洁

美,物理知识中聚集了各种守恒定律、定理和各种常

数,能给人很强的美感,且简洁明快,如牛顿第二定

律F=ma和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2,以简单

的形式刻画了丰富且深刻的事实.同时,物理具有统

一美,大自然具有神奇的魔力,将一切安排的井井有

条.牛顿力学把天上地下统一了起来,波粒二象性把

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统一起来,麦克斯韦方程组把

电和磁统一起来,而最高规格的统一莫过于守恒定

律,机械能守恒、动量守恒,体现自然界完美的统一.

至今,仍有人致力于完成爱因斯坦的遗愿,将4种基

本力统一起来.另外,物理还具有结构的对称美,现

象的奇特美和分布的有序美等 ……

在物理中纳入美育,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科学美,

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发现美、探索美、追求美,从而

培养学生感受美,鉴定美,创造美的能力,全面提升

自身的科学审美素质,使物理课程起到以美引真,以

美促善的作用.

3 人文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物理课程的对策与路径

3.1 深挖教材思政元素

大学普通物理教学内容主要由力、热、光、电、磁

学以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础组成,这些教学内容

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文思政元素,需要从整体上、系统

性、长期性挖掘.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光的波粒二

象性、成对出现的磁极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对

立统一规律;力学中的质点、刚体、弹簧振子,热力学

中的气体分子模型、绝热过程,光学中的点光源、绝

对黑体,电磁学中的试验电荷、匀强电场等等这些理

想模型的建立都体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

想.只有这样深入挖掘,才能打破思政课与基础课

“两张皮”的状态,突破思政元素进基础课的“最后

一公里”,从而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彰显物理课程全

方位育人魅力.同时,物理教材的章节前后一般都配

有科学图片、经典故事等(有些是二维码形式),具有

一定的感染力和趣味性.遇到该类内容时,授课教师

要将自己的见解与学生分享,既能增长见识,又能调

节课堂气氛.

3.2 拓展人文课程平台

利用高校选修课平台,适当开出一定课时的、面

向理工科学生的人文选修课程,能弥补大学生人文

知识的欠缺问题,如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物理与艺

术、宇宙解密等.另外,可以开展相关讲座,给学生介

绍物理概念、原理的发展过程,物理学家的探索过程

和最新物理进展等.让学生从这些课程和讲座中获

取人类文明产生过程中的许多优秀成果,从而陶冶

大学生的情操,为开阔学生人文思政教育提供路径.

3.3 提高教师思政水平

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不仅要有丰富的

专业知识,还得对以往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积极进

行人文思政元素的挖掘以及教学案例的收集、整理

和制作.这样不仅能够蓄养物理文化,提高思政教育

能力,这也是教师自我学习、革新和发展的过程.众

多实践启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

的思维、言行、素养和精气神是教育学生的“隐形教

材”,因此,每一位教师应终身学习,用自己高尚的人

格、渊博的学识和诚挚的爱心唤起学生对社会由衷

之爱,从而更好地承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

路人的责任.

4 结束语

通过挖掘大学物理课程中的人文思政元素以及

载体,形成物理教学内容与人文思政教育相结合的

点线面,给出可行有效的渗透途径.这不仅使教师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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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和提升了物理文化素养,使一线教师对如何执行

课程思政有章可循,而且改变了学生对物理的固有

印象,做到“以物理人、以文化人”,提高了教学质量,

为打造金课做了铺垫,完成立德树人的要求.当然,

课程思政在物理实践教学中还有许多要探索的地

方,但总的原则要是立德树人,以“无声”之力量,达

到“润学生心灵”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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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nIntegratingUniversityPhysicsinto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fHumanityfromthe

Perspectiv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fCurriculum

PengRongrong GaoJiali
(SchoolofEducation,Nanchang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Nanchang,Jiangxi 330108)

Abstract:Physicseducator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haverealizedthatthemutualinfiltrationofscientific

knowledgeandhumanistic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snotonlyaneffective measuretoimplement

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butalsoanimportantprerequisitefortheimplementationofqualityeducation.

Firstly,thispaperbelievesthattheelementsofhumanisticideologicalandpoliticscanbedeeplyexcavatedfrom

physicalconcepts,physicalexperiments,physicistqualityandhigh-qualityphysicspopularscienceworks,andthe

points,linesandaspectsof"knowledge-humanisticthoughtandpolitics"canbeformedaftersortingand

summarizing.Secondly,itisanalyzedthattheintegrationofhumanistic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cangive

fullplaytothefunctionofmoralandaestheticeducationofphysicscurriculum,andtrulymakesaltdissolvein

water.Finally,throughthreeeffectivewaystoinfiltratehumanisticthoughtandpoliticsintophysicsteaching,

practicehasprovedthatthepurposeofclassroomeducationandmoraleducationhasbeenachieved.

Keywords:collegephysics;humanistic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unctionspromotion;implementa-

tion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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