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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课程优势、教师优势、学生优势三方面对大学物理学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进行了阐述,结合教材

内容,从课程自身蕴含的思政元素、通用的思政元素、思政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和总书记重要讲话4个方面挖掘出了

大学物理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介绍了日常教学中常用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润物细无声浸润式

教学方法,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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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如今,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为地球村的建立提

供了强大的技术工具,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

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社会和人文交流也在不断

拓展和加深.中外文化在价值、历史传统、意识形态

等方面的差异对当代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形成愈来愈

强的影响.因为西方社会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高校

部分学子开始出现社会责任感、理想信念、爱国情感

等淡化的倾向,他们道德水平的下降会直接影响着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展.因此,加强新时代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引起国家领导人和高校教师的

高度重视.我们要强化在不同学科的课堂教学中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隐性思政的功能,展示多样化

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充分发挥专业课程(或公共基

础课程)课堂主渠道的功能,取得更好的思想政治

教育效果.
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教授知识,更应

该通过课程思政的建设,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

价值引领“三位一体”[1~3].通过深刻剖析各门专业

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以润物细无声浸润式输

送给学生们,形成有效的课程思政,可以使该课程在

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达到教育的根本目的 ——— 立

德树人.大学物理学作为理工科院校非物理类专业

的公共基础课程,授课对象为各理工科专业非物理

类大一、大二学生,覆盖面非常广,为发挥大学物理

学同向同行的作用,大学物理学教师要重视在日常

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4],日常备课时,

应充分发掘每章节蕴藏的思政元素,在物理课堂上

灵活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机融入到大学物理

教学中,不仅可以加深学生们的印象,有助于他们快

速掌握物理内容,同时能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三

观,从而达到收获物理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

人生目标,德育和智育共同发展,做新时代三好青

年.鉴于此,笔者以大学物理学为例,讨论如何挖掘

大学物理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及如何有效融入

课堂教学,希望能为其他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

借鉴.

1 大学物理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优势

1.1 课程优势

课程思政建设要求专业课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

有效融入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马克

思主义哲学、职业道德、爱国主义教育等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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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内容.课程思政建设对于培养新时代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有着重要作用.大学物理学是理

工类各专业的公共基础课,该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

想政治教育素材,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物理学家的优

秀品质、物理学史等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发展

的,运动的,大学物理学也是从物质世界发现规律、

总结得出结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本观点

一致的一门学科.因此,物理学知识能帮助学生多角

度、多形式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的

应用也拓展了物理学的应用范围,两者相得益彰、紧

密结合.在大学物理教学改革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不仅可以丰富课堂内容,丰富教学形式,提高学生们

学习物理的兴趣,还可以无形中提高学生们的道德

品质,给予他们正确的精神指引.

1.2 学生优势

大学物理学具有学习对象广,学习时间长(两学

期),学习内容多、公式推导多等特点.高校理工类各

专业都要学习大学物理课程,因此可以针对不同院

系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多数高

校将大学物理学的开设时间设在大一下和大二上,

学生初入大学生活,“三观”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通

过在讲授物理知识的同时,适当地引入思想政治教

育,达到道德素养与物理知识的有机融入,由此进行

正确的精神指引,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理工

科各专业的学生,将来是各行各业的顶端人才,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力军,是各行业的中流,

因此,在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中巧妙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1.3 教师优势

教师作为高校学子树立人生目标和理想信念的

引路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

育的条件之一.“亲其师,信其道”讲的就是这个意

思,学生只有充分信任自己的老师,才会乐于接受他

们的教育.大学物理教师都是理工科背景,共同的专

业背景很容易使他们与学生沟通,有着更多的共同

话题,建立较好的师生关系,学生才会崇拜教师,愿

意听从老师教诲,相比较教授思想政治课理论课的

出身文科背景的教师单纯的理论说教具有更好的效

果.这样学生就可以在这接受知识传授的过程中,无

形中实现品德的同步提升.

2 结合教材内容 深挖思政元素

深入系统发掘大学物理学课程中蕴藏的思政元

素是有效开展课程思政的前提与基础.事实上,所有

课程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就看任课教师是

否愿意去挖掘.为高效促进课程思政建设,让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建党

100周年的讲话深入师生头脑[5,6],我们应充分发掘

每门课程中蕴藏的思政元素,充分利用课堂主渠道,

在专业课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爱国情感

教育等内容.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在每

节课的教学中都可以进行的.大学物理蕴藏着丰富

的思政元素,我们需要将知识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

融合,将丰富的思政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

到大学物理学习中,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道德层面

的精神指引.

武汉纺织大学物理教研室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全

体教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已系统挖掘出该课程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大学物

理课堂,充分发挥了大学物理学育人功能课堂主渠

道的作用,推进德育和智育的协同进行.我们挖掘出

来的大学物理课蕴含的思政元素如表1所示.

表1 常用思政元素

思政元素
分类

举例

课程自身的
思政元素

 “两弹一星”元勋、北斗导航系统、光
纤之父高锟、“天眼”、“墨子号”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 ……

通用的
思政元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
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传统文化、科学
精神 ……

思政课程中的
思政元素

 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形势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

 全国思政会议、七一讲话、北大师生
座谈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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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思政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每一位在校大学生都会学习大学生思想道德修

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些

课程称为思政课程,其蕴含着的思想政治元素可以

与大学物理教学内容结合起来,在大学物理课堂上

适时引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比如我们在讲到大学物理学中的质点时,因为

质点是只考虑物体的质量而忽略了它的大小和形

状,因此,我们可以在讲质点概念的时候融入主要矛

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讲到质点动量

定理和动能定理时,融入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讲到刚体的转动动能时,与质点的动能相比

较,融入普遍联系的观点等等.

2.2 课程通用的思政元素

有些思政元素是通用的,是当代大学生成人成

才路上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各科任课教师结合可教

学内容适时引入.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

念、四个自信、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等,需在教学过

程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输送

给学生.

比如我们在讲到磁场时,可以先向学生们介绍

我国在磁现象方面的突出贡献.从学生们熟知的古

代四大发明之一 ——— 指南针谈起,引入指南针是基

于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磁石的认识基础

上发明的,它的发明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科学

技术的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现代中国对科学技术的

发展也起着卓越的贡献,此时向学生们介绍最新科

研或者技术方面的进展,从最新的北斗导航系统、嫦

娥四号、中国高铁等方面介绍,引起他们对科学技术

进展的关注,激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 爱国.

2.3 大学物理自身的内在价值

每一个物理定律的发现,每一个物理公式的成

立,都需要物理学家多次的实验验证.在物理学发展

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极大的艰难险阻,其间既闪

耀着物理学家的智慧,同时也有他们在追求科学真

理的道路上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我们在教授

物理知识的同时,可以将物理学家这些优秀的品质、

不服输的科学精神输送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奉献精

神、创新精神和爱国主义等,引导学生正确的精神信

念.比如“两弹一星”元勋、北斗导航系统、光纤之父

高锟、“天眼”、“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等.

只要我们用心,物理学中还有更多的思政元素

可以挖掘,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物理课堂中,将会使

物理课变得更丰富,学生不仅可以学到物理知识,还

可以对人生进行更深的思考.

3 思政教育融入方式

在教学中引入思政教育,并不是要大家停下课

去占用大量时间,而是在知识教学中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在一节课中,对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不宜过长,3min左右足以,时

间太短不足以引起学生的重视,起不到效果;时间长

了有点喧宾夺主了,让学生产生改变课程性质的误

区.必须明确专业基础课与思政课的主次地位,思想

政治教育绝对不能过分挤占专业课课时,同时思想

政治教育的融入应该潜移默化,而不是教师正在讲

着专业课知识,忽然停下来敲黑板,告诉学生们现在

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了,这是极其错误的方法.我们

日常教学中,常用的引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有以下几种.

3.1 讲授法融入思政教育

讲授法通过直接讲解引入思政教育,简单高效.

比如在讲到静电场中的导体时,要讲到避雷针

的出现.此时我们可以向学生们介绍富兰克林发明

避雷针的过程,让他们了解科学奉献精神:富兰克林

是美国科学家、政治家,他在死亡的面前没有退缩,

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著名的风筝实验,发明了

避雷针.这样学生们在收获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及发

明过程的同时,也将被物理学家科学奉献的精神所

打动.

3.2 比较法融入思政教育

通过对比的方法,引导大家得出结论,给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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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比如我们在讲到电磁场的安培环路定理时,可

以引入关于安培生活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

安培在喧哗的大街上脑海中还在想着未解决的题,

心想现在能有一块黑板多好啊.这时,他真的看到了

一块黑板,于是在上面认真地演算起来,想要完成他

的推导,谁知黑板动了,他立即追上去,谁知黑板越

走越快,原来他将马车车厢当做黑板,马车越走越

快,他实在追不上了,才停下了脚步.通过引入这样

一个故事,让学生们将自己对待学习的态度和安培

作比较,从而告诉学生们要及时努力,珍惜光阴,珍

惜青春.

3.3 启发式融入思政教育

启发式融入能够激起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和积极

性.
比如我们在讲到薄膜干涉时,可以通过提问:为

什么在阳光下我们可以观察到五颜六色的油膜、蝴

蝶的翅膀? 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观察到的色

彩不同? 飞行员和潜水员观察同一个油膜,观察到

的油膜颜色相同吗? 带着这些问题,进入薄膜干涉

的物理知识点授课,通过简单理论推导发现光程差

与入射角有关,启发引导学生们得出在不同的角度

观察到的油膜颜色是不同的,从而告诉学生们,日常

生活中也有同样的例子,同一件事如果从不同角度

去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们要学会换位

思考,站在他人的角度多考虑问题,多理解别人的无

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做到友善待人,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 友善.
在大学物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以大学物理知识

点为载体,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以此为中心延伸拓

展,提炼升华,不仅充实物理知识内容、提高学生学

习物理的兴趣、达到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又可以将

正确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目标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从

道德和情感的层面受到熏陶和感染,实现教学目标

和德育目标的有机融合.

4 结束语

2021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新时代新形势下对教育的要求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同时需要对学生的精神世界进行正确的价值引

领.本文以大学物理学为例,从课程、教材和教师三

方面介绍了在该大学物理学中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优势,同时完整、系统地给出大学物理学上下两册蕴

含的思政元素.我们以大学物理课程为例,介绍了如

何将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传授课程

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有效融入唯物主义辩证法、红色

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等

思政元素,从而发挥专业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隐性作用,发挥各门课程的育人主渠道功能,对其他

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建设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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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nIdeologicaland
PoliticalTeachingSystem

inInfiltratingCurriculumofUniversityPhysics

FengCunfang ZhouCai GuanWei
(SchoolofMathematicalandPhysicalSciences,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Hubei 430200)

Abstract:Thisarticleexpoundsnecessitiesofimplement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university

physicsfromthefollowingadvantages:curriculum,teachersandstudents.Combinedwiththecontentsofteaching

materials,weexcavates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containedinuniversityphysicsfromfouraspects:the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containedinthecurriculumitself,thegeneral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

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urriculumandtheimportantspeechofthe

generalsecretary.Italsointroducesthecommonmethodsofintegrat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o

dailyteaching,andinnovatesthesilentinfiltrationteachingmethodtoachievethepurposeofbuildingmorality

andcultivatingpeople.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eachingsystems;strengtheningmora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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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材综合生成概念:自感电动势E=LΔIΔt
式中

的L 是自感系数,与线圈的大小、形状、圈数以及是

否有铁芯有关.

3.4 课堂的总结提升

本节课最后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驱动任务:“思考

梳理本单元所有的电磁感应现象,看看他们有哪些

共性,其本质是什么? ”意图引导学生通过本章内

容的纵向比较,分析论证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应用

审辩的思想,多角度思考问题.从能量角度思考自感

现象的本质.图12为课堂生成板书.

图12 课堂总结提升板书

4 结束语

基于审辩式思维的物理规律论证教学,在不断

加深学生对物理规律深入理解的同时,也在不断促

进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思考、再思考,深度思考

不断被激发,思维的源动力不断迸发! 秉承这种样

态的物理教学,学生的学科素养怎能不有效发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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