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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实现高等教育“三全”育人的重要保障.大学物理是理工本科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具有受

众面广、思政元素丰富的特点,对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感优势显著.

因此,如何依托大学物理课程,在平时课堂教学中实现润物无声的思政育人效果,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进行精心的教

学设计.以大学物理中“多普勒效应”章节为例,从创设情境、实验探究、数理推演及联系实际,运用课前、课中和课

后3个教学环节进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探索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思政元素融入后课堂教学策略的选择

与实施方法,为促进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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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教育部2020年6
月1日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

出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

求课堂教学中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有机融合到一体,在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各个环

节中,进而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

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使学生树立起正确

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2].
大学物理课程以物理学基础为内容,涵盖了力

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等系列学科基本内容,具有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科学探索的方法与科学

逻辑突出的特点,是一门面向全校理工科专业的公

共基础课程.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中要求“公共基础课要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科

学精神、爱国情怀、增长知识见识”[2].结合大学物理

具有丰富人文、科学背景,对大学物理课程教学进行

精心设计,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中实现立德树人的

目标.落实好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上什么”,

“怎么上”的问题,本文以大学物理中“多普勒效应”

一节的内容为例,探索课程思政元素提炼和案例挖

掘,及思政元素融入后课堂教学策略的选择与实施

方法,为促进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提供参考.

2 课程思政理念下构建以“学生为主”的大学物理

课堂教学模式

2.1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设计流程

以“课程思政”理念指导大学物理学科教学是

指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中,以物理知识、物理规律的

得出、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基础,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和能力发展水平,有机融合生活情境、科技成就

以及实验探究等多方面的内容,对科学探究过程再

次重演.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合适的教学策略,深度

挖掘培养学生科学和人文素养的元素[3],使物理课

堂不仅有理论、有实践,还有故事和方法,同时充满

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具体设计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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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流程

2.2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学情分析

(1)在知识储备方面:学习本阶段之前,学生已

经掌握了平面简谐波波函数推导和波动物理量之间

的关系,为本节课运用速度合成定理推导多普勒效

应起到了较好的铺垫作用.
(2)在心理特征方面:授课对象为大学一年级

本科生,具有高涨的学习热情,沿袭了高中物理中的

学习方法,习惯“题海”战,受高中知识储备和学时限

制,多数同学对物理知识的具体工程应用领悟不够透

彻,对科学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不足,不具备跨学科

创新能力.因此,导致学生对物理学科的认识停留在

“做题”和“考试”层面,对物理原理在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及我国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知之甚少,理论与

实践“相脱离”,知识与育人“两张皮”,学生对大学物

理公共课的学习动机不明确,学习热情不高、主动性

不强.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为载

体,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如科学精神、科学

方法、人文精神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工匠精神和

家国情怀,实现知识传授与思政育人的有机结合.
2.3 构建“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模式以知识传授为

主,而欧美国家则以能力培养为主[4].以知识传授为

主的课堂教学模式优点是教师占主导、强调学习的

知识性与系统性,可以有效地组织学习内容、学习方

式,提高教学效率.缺点是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较低,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自觉性下降[5],导致理论与实践

这两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严重脱离彼此,使得大部分

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严重匮乏,更加不利

于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能力培养的

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有效规避知识传授为主的课堂教

学模式的缺点,但其本身需要教师具有很好的引导

能力和规范性作用,从而有效避免由于学生启动点

和学习目标分差太大造成的课堂教学时间浪费.在
构建“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中需要教师从

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6]:
(1)在心理上重新构建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

指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包括彼此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对待的态度等.现
代教育观认为,教师与学生是平等、合作、互动的关

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

无条件服从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绝对的领导

地位.
(2)情感丰富的教学语言.教学语言包括肢体

语言和口头语言.肢体语言主要包括面部表情、形体

姿态和手势传递等,与口头语言音调相配合,可以最

大限度地表达教师的情感、态度和心理特征,是进行

“课程思政”表达观点、立场的重要方式.得体大方、
积极向上、充满力量的肢体语言可以丰富课堂信息、

增强观点表达的效果,增强课堂感染力.口头语言是

教师进行知识传播、情感态度表达的直接方式,更具

影响力,它可以增加课堂氛围的生动性、活泼性.真
诚的语气和温润的语言能拉进学生与教师的距离,

带动学生的兴趣和情绪,减少学生课堂听课的压力.
教师要少用或者不用祈使句、喝令语句与学生沟通

交流,心理上与学生保持平等关系.
(3)整合课堂教学内容.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

学生的基础课程需要面向不同专业的学生,因此,对
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培养方案就有了大学物理不同的

知识重点,如化工和食品工程专业的学生培养方案

更加侧重于热学、电学和原子物理的教学内容,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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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程和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培养方案更加侧重于

力学、热学和电磁学的教学内容,因此,大学物理授

课中要依据不同专业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教学内容,

并将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内在逻辑或价值关联不同

学科的内容、技能和价值,打破传统大学物理学科教

学的壁垒,帮助学生建立不同学科相同知识之间的

联系,消除相关知识之间的界限,使学生形成对知识

的整体认识和全息观念,进而培养学生深刻理解和

灵活运用知识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4)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增加课程的高阶性.

适当的教学策略的选择可以使课堂教学事半功倍,

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策略有

“指导性教学策略”“生成性教学策略”和“替代性教

学策略”等,通过科普报告、合作学习、分课堂及辩

论赛等激励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科学思维,

激发创造力,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让学生能将物

理理论应用到学科实践中.
(5)重视学习体验,多维度的评价学习效果.

“课程思政”的最终效果是实现学生德育,德育在心

理学上是指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品格的形

成,而人的品格的评价具有隐蔽性,难以直观评价.
因此,在大学物理思政教育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学生

的学习体验,建立多维度的课程思政育人成效评价

体系,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角色扮演等方式对

思政育人效果进行多维度评价,保障课程思政育人

落到实处.

3 课程思政实例 ——— 多普勒效应

3.1 “多普勒效应”知识结构及学情分析

下面以高等教育出版社程守洙主编的《大学物

理》(第5版)第七章第7节内容“多普勒效应”一节

内容为例,阐述“课程思政”理念指导的大学物理教

学设计.“多普勒效应”是波动过程特有的现象,隶
属于大学物理力学模块中的波动部分,它泛指因为

观察者(或波源、或两者)相对媒质运动导致观测频

率与波源频率差异的现象,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

领域,如生物医学、交通、气象观测、太空探测、食品、

化工检测、土木工程及计算机通信等领域[7].“多普

勒效应”的学习内容安排在机械波章节的最后一

节,是学生学习了机械波的产生与传播、平面简谐

波、明确波动物理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声波为例

的多普勒效应,通过速度合成定理推导多普勒效应,

目的在于使学生明确多普勒效应的物理本质,了解

多普勒效应的实际应用.教学重点在于“速度合成定

理”演绎多普勒效应的物理本质,教学难点在于构

建多普勒效应空间物理图景.具体教学内容和知识

结构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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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普勒效应”章节知识结构图

3.2 “多普勒效应”课程内容思政元素挖掘及教学

设计思路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以“北斗卫星导航”为载体,

学习多普勒效应的物理本质,培养学生主动观察、深

度思考的科学思维.培养数理逻辑推理能力和严谨

认真的科学态度,弘扬民族精神和敬业精神,培养爱

国情怀和工匠精神.具体教学设计流程如图3所示.
(1)采用“雨课堂”课前推送“智能手机测定多

普勒效应实验”操作视频,完成实验准备.
(2)通过情境创设:展示卫星导航技术给我们

的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3)设计问题:卫星是如何实现导航定位的?

(4)采用实验探究法,通过开展“智能手机测定

多普勒效应实验”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探究多普勒

现象,提高学习兴趣.
(5)采用逻辑推演法推导多普勒效应的数学表

达式,科学解释“智能手机测定多普勒现象”,明确多

普勒效应的物理本质.采用类比法通过类比可视化

水波的多普勒效应,将抽象的声波多普勒现象具体

化,使学生构建声波多普勒效应的物理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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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系实际,利用多普勒效应诠释我国“北

斗”卫星定位原理,介绍我国“北斗”自主研发的“三

步走”战略.

(7)“雨课堂”课后推送纪录片《北斗》,留取具

有学科背景的个性化作业题目实现对知识点的加深

巩固.

图3 “课程思政理念”下“多普勒效应”章节的教学设计流程图

  教学活动一:课前通过信息化教学借助雨课堂

平台推送“手机演示实验 ——— 多普勒效应”[8],通过

小组学习完成下述预习题目:

(1)观看视频手机安装“Phyphox”APP;

(2)熟悉实验步骤;

(3)当使用“Tonegenerator”功能改变声音,你

的感受有何不同? (目的:区分音调和音量)

教学活动二:导课环节创设问题情境,教师让学

生想象身处陌生城市在无手机导航的情况下,如何

在陌生城市到达指定目的地.讲述海湾战争中美国

通过GPS技术取得战争的胜利,提出问题,若中国

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技术,我们该如何看待中美关

系? 卫星是如何实现导航定位的? 让学生带着这样

的问题进入“多普勒效应”的学习.
设计意图:由问题导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

索新的科学问题.
教学活动三:课 上 学 生 分 组 通 过 智 能 手 机

“Phyphox”APP完成多普勒效应实验探究,实验内

容为:

(1)使用“Tonegenerator”功能保持声音频率

不变时,当走进和远离声源时你的感受有何不同?

(目的:感受多普勒效应)

(2)通过手机端导出的“测量多普勒效应”实验

数据,你得到什么规律? 通过总结实验规律得出多

普勒效应的物理定义,介绍多普勒效应发现的物理

背景.(目的:探索多普勒效应规律).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探究调动学生的听觉和视

觉,手脑并用,增强对“多普勒效应”的定性和定量

描述,培养学生主动观察、深入思考的科学思维.
教学活动四:基于速度合成定理推导多普勒效

应的数学表达式,运用数学科学语言推理解释“智能

手机测定多普勒效应”实验现象.实验内容包括以

下3种情况.
(1)波源静止,观察者运动;

(2)观察者静止,波源相对介质运动;

(3)波源和观察者同时相对介质运动.
分别推导这3种情况下观察者的接收频率与波

源频率的关系,进而得到普适性的多普勒效应数学表

达式,明确多普勒效应的物理本质.采用类比法通过

类比可视化水波的多普勒效应,将抽象的声波多普勒

现象具体化,使学生构建声波多普勒效应的物理图景.
设计意图:应用板书和多媒体PPT,详细讲解

推导过程,使学生更加直观、深刻地理解多普勒效应

的物理本质.
教学活动五:教师联系实际回答导课部分的课

前提问,利用本节课所学多普勒效应原理诠释我国

“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原理,介绍我国“北斗”自主研

发的“三步走”战略.课后通过雨课堂推送央视“北

斗”纪录片链接,观看纪录片,要求学生结合所学和

所观看的纪录片,谈谈多普勒效应在你所在学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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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重要应用并提交短视频或者PPT做口头报告,

教师择优选3个优秀作业案例做班级分享.
设计意图:体会“北斗”研发的自主创新之路,弘扬

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情怀,培养学科交叉创新能力.

4 结束语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引入思政元素的教学,不仅

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加深对物理学科知识

的理解,同时,在学习过程中能掌握更多的物理思维

与物理技能,在探究过程中,还能不断汲取人类科学

发展史上的科学探究方法,以及独特的科学思维促

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本文以大学物理教

学中多普勒效应章节为例,以“北斗”导航定位原理

为载体,采用雨课堂线上资源使学生没有进入课堂

就融入到课程中,激发学习兴趣.借助智能手机开展

课上多普勒效应小组探究实验,提高学习的兴趣,培

养团结协作和主动观察深度思考的科学思维.采用

数理推理,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数学推理得出多

普勒效应的物理数学关系式,明确物理本质,培养数

理思维.最后,基于所学诠释“北斗导航”定位原理,

介绍北斗“三步走”战略,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

怀.通过课后调研报告培养学生建立学科交叉创新能

力.通过课前、课中、课后3个阶段将课程思政融入课

堂,深入落实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实现思政育人与知

识传授的有机结合,为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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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nCollegePhysicsClassroom
TeachingUndertheConceptof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ofCurriculum

MaXiaobo LinMeiping CaoZhijie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andElectricalEngineering,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 750021)

Abstract: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isanimportantguaranteetorealizethethree-comprehensive
educationinhighereducation.Collegephysicsisacompulsorypublicbasiccourseforundergraduatesofthescience
andengineering,whichhasthecharacteristicsofthewideaudienceandtherich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
Ithassignificantadvantagesincultivatingstudents′scientificthought,scientificattitudeandinnovativespirit,and
buildingupnationalself-confidenceandnationalpride.Therefore,howtointegr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tocollegephysicscourses,itrequiresteacherstocarryoutwellteachingdesign.Inthispaper,wegive
ateachingdesignbasedon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takingthechapterof"DopplerEffect"incollege

physicsasanexample.Weconsiderthreesessions,before-class,during-classandafter-class,fromtheperspective
ofcreatingsituation,experimentalinvestigation,mathematicaldeductionandintegratingtheorywithpractice.We
explorethe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elements,teachingstrategiesandimplementationmethods,soasto

provideareferencefor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the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inthecollegephysics.
Keywords:curriculumideologyandpolitics;dopplereffect;teachingdesign;college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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