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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元素的分析与总结,以流体力学一章为例对理想流体模型、伯努利方程及其

推论等知识点从“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推动了大学物理中流体力学课程思政的有效开展,

为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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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
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讲话内容

引起了全国各高校教师的热烈讨论,如何将思想政

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实现立德树人教育目标,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高校教学实践的新的重要的课

题.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公共基础课程要重点建

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

神、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知能力的课

程”[2],这一纲要充分表明公共基础课担负着思政育

人的重要任务.
大学物理系列课程是农业院校理、工、农林等本

科各专业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精

神、科学方法、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科学素质为目

标,具有科学性强、知识覆盖面大、受益学生多等特

点.学生通过大学物理课程的学习,能够理解并熟悉

自然界物质的结构、性质、相互作用及其运动的基本

规律,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必要的物理基础

知识 及 实 验 能 力,是 进 行 “课 程 思 政”的 良 好

载体[3].

2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的现状

当前,全国高校都在轰轰烈烈地搞课程思政,但
是课程思政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很难找到统一

的标准,课程思政的建设犹如“摸着石头过河”,一直

在探索之中.由于长期形成的教学习惯,教师在大学

物理教学中一般只注重知识的讲授,即使想进行思

政教育,由于教师受所学专业和所授学生专业的制

约,也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在传授物理知识

时,“在哪里进行思政教育? 什么时候切入思政教

育? 如何结合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对这些问

题,许多任课教师把握不准,这说明教师平时虽然有

专业知识的累积,但对于政治、哲学、传统文化、文科

知识储备和所授学生专业的学习还远远不够,因此,

不能把优质的思政素材精准地运用到教学中.部分

任课教师没有认识到课程思政对于培养学生的重要

性,在思想上不够重视,缺乏在平常教学中融入思政

教育的意识和经验,也没有大胆改革教学方式的动

力和勇气,导致在传播知识的同时忽略了对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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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错过了大学生价值观形成

的最佳时机,白白丢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流体力学为例,通过深入

挖掘物理课程思政元素,对大学物理课程进行精心

的教学设计,通过将思想政治元素无痕融入大学物

理的课堂教学当中,力图做到 “教书”和“育人”的

统一,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实现对学生的

价值塑造,使学生在“专业成才”的同时,也能够“精
神成人”.

3 流体力学中的思政教学设计

3.1 通过流体模型的建立过程了解主要矛盾和次

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在“理想流体的运动”这一节开始,首先讨论流

体的主要性质为“流动性”“可压缩性”和“黏滞性”,

进而考虑到在某些运动情况下,后两种性质可以忽

略,给出了理想流体的定义,接着推导出理想流体的

伯努利方程.这个过程中主要抓住了流体的“流动

性”这个主要矛盾来研究,使问题得以简化.第二节

要考虑有黏滞阻力的流体的运动,黏滞流体要维持

流动,必须考虑黏滞阻力引起的能量耗损,流体“黏

滞性”便不能再忽略,从而对理想流体的伯努利方

程修正,得到了黏滞流体的伯努利方程[4].引导学生

完成了“理想”与“实际”之间的过渡,理想流体与黏

滞流体的对比学习体现了物理思维的特征,让学生

学到一种基本逻辑方法,体会从“特殊”到“一般”的

思维历程,培养学生建立物理模型的能力.然而,上
述“黏滞流体”就是实际流体吗? 一般的情况下,水
流实际运动更为复杂.在水流运动中,应该是确定性

和随机性并存,恒定流中存在着局部非恒定流,即具

有相对性.由此可见,无论分析什么自然现象,都要有

辩证思维,不能绝对化,要能够在变化中看到其普遍

的性质,又能够在整体中洞悉其局部变化的规律[5].
3.2 通过伯努利方程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而整个物理体系的构建过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

观点,流体力学也不例外.伯努利方程是流体力学中

最重要的公式,它描述的是稳定流动的理想流体在

同一流管中不同位置的高度、压强以及流速之间的

关系,其本质是能量守恒原理.这一部分授课可以从

一个课堂小实验开始,实验流程如表1所示.
表1 流体力学课堂实验 ——— 嘴向掌心吹气

序号 阶段 具体行为步骤 时间/s 手心的感觉

1 实验1
 右手放置于嘴巴之前10cm的位置,嘴巴轻轻向掌心

哈气
30 热

2 实验2
 右手放置于嘴巴之前10cm的位置,嘴巴迅速向掌心

吹气
30 凉

3 实验3

 右手放置于嘴巴之前10cm的位置,将左手卷成一个

不透气的管子连接在嘴巴和右手掌心之间,用嘴巴迅速

向掌心吹气

30 热

  学生在这个实验中的不同阶段获得不同的感

受,实验结束之后,大部分学生自然会提出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实验结果,带着这样的疑问引入伯努利方

程的推导过程,最后学生才发现原来吹出气流流速

不同,压强就会不同.如果气流是密封的,则不管流

速快慢,吹出的热气流都可以抵达掌心;如果气流不

密封,则流速慢的时候,热气也可以抵达掌心;如果

流速快,则气流压强小,热气来不及抵达掌心时,周
围压强较大的凉空气就会流过掌心.因此,不同的实

验条件,感觉会有差异.事实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

认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在认识

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实践与认识相结合,在实践中

不断检验认识、丰富认识和发展认识;同时,要学会

把已掌握的知识运用并指导于实践,充分运用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样的课堂可

以让学生们切身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6].
3.3 通过生活实例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从伯努利方程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同一个水平

流管中流速小的地方,压强大,流速大的地方则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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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解释这个推论可以引入很多生活实例,比如狭管

效应、火车站台的黄线设置等,2021年发生的“长赐

号”搁浅事故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2021年3月24
日,日本制造的“长赐号”巨型集装箱船在苏伊士运

河搁浅,超过200艘轮船堵在河道里,在6天之后才

再次通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长赐号”带来的整

体损失可达每天100亿美元.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和流体力学伯努利方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航道宽度受到限制的水域中(类似苏伊士运

河),如果船舶偏至某一侧航行,则船首排开的水,分

向左右两侧,近岸一侧舷的水因受到岸壁阻挡扩散

不开.同时一部分需要从船底流过的水也因为水浅

而流动不畅.因此在船首近岸形成高水位,因而船首

近岸一侧的水流速度慢,压力大,产生转船力矩推船

首向河中心偏转,即岸推现象.而在船尾,由于船体

靠近岸壁,近岸侧截面小,流速增大,水压力下降.加

上螺旋桨正转时是吸入水流排向船尾,面向船首螺

旋桨内侧形成低水位,水流速度大,压力下降.由此

产生了横向吸引力,将船尾向岸壁靠拢,产生岸吸现

象,如图1所示.

图1 “长赐号”搁浅原理图

考虑到当天运河上的大风,只要“长赐号”略微

偏离河道中线,舵手就无法纠正“首岸推、尾岸吸”

的运动.显然,船舶就会在狭窄的运河中偏转,在螺

旋桨推力作用下,由于船舶前冲的巨大惯性就产生

横堵运河的后果了.事故调查结束后,苏伊士运河管

理局宣布了“长赐号”搁浅事故调查报告,称事故责

任全在“长赐号”船长身上.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引

入这样一个生动的反面事例强化学生学好专业基础

课的意识,爱岗敬业.

3.4 通过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从黏滞流体的伯努利方程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敞口渠道必须有一定的高度差,才能使水在渠道中

做稳定流动,即俗语讲的“水往低处流”.讲解这部分

的时候可以自然引入《老子》中的“上善若水”篇,老

子讲到水甘心停留在最低洼、最潮湿的地方,滋润万

物而不居功自傲,清静无为而又无所不为,文中列举

出7个“善”,都是受到水的启发.老子认为拥有最高

德行的人就像水一样,具有宽广的胸怀、谦逊的品

格、与世无争的情操、宽厚诚实的作风,这些最接近

于“大道”的本质,是人类最应该效仿的德行.人如

果能够使自己的品格如水一般,就能与“大道”协

调,就会避免纷争、痛苦和烦恼,也就能生活得轻松

愉悦.授课过程中可以充分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优秀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润物无声的教育.

4 结束语

大学物理中蕴含着丰富而极具哲理的思政元素

和思政案例,物理课是引入思政教育的极佳平台,只

要物理教师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勤于总结,就能够

凝炼出优秀的思政案例,让学生在大学物理课堂上

获取物理知识的同时,增长生活智慧,拓宽个人胸

怀,启迪升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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