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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建设中构建好协同推进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构建全方

位育人大格局,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障.基于近3年团队课程建设的实践,提出了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5个

切入点,形成了独具 “三思”特色的全方位课程育人体系,最终解决了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过程中情怀担

当尚不足、专业素养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现实问题,旨在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既具有创新能力,又具有赤诚情怀担当

的高素质新工科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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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2017年

教育部启动“新工科”建设,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新的

历史时期[1~3].如何立足高校实际,在“新工科”建设

中构建好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课程与思政

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构建

全方位育人大格局,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保

障,是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大学物理课程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的

理论和应 用 基 础,也 是 重 要 的 科 学 素 质 教 育 课

程[4,5].“大学物理”课程本身呈现了一系列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在全方位育人综合改革方面

率先垂范[6~8].因此,要深度融入社会发展进程,培

养适应并满足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需要的,具

有更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新工科复

合型人才,为国家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
然而,当代大学生在学习中普遍缺乏主动性,学

习的广度和深度不够,遇到困难时缺乏深入思考,不

善于发现新问题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缺乏积极进

取、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此外,由于缺乏创新意识、

没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同时部分高校缺乏创新的

条件和实践锻炼的机会,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不强、

创新观点不能付诸实施.相比知识学习,当代学生更

要加强品德培养,只有德才兼备,有家国情怀担当,

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能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担当国

家的未来.因此,我们近3年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完善

的大学物理课程体系,着力解决目前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过程当中情怀担当尚不足、专业素养不高、创新

能力不强等现实问题,旨在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既具

有创新能力,又具有赤诚情怀担当的高素质新工科

复合型人才.

2 确定课程思政切入点

教书育人,德育为先.我们首先明确了以辩证唯

物主义哲学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素养教

育、创新教育作为课程思政的4个关键着力点.在教

学过程中,围绕客观世界的物质性、自然辩证法与唯

物主义认识论等方面渗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

然后对如何根据课程内容设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

系统的分析与总结,最终确定了5个思政教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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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点.

2.1 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定义、定理和定律蕴含

大量的人生哲理

善于发现并挖掘蕴藏在物理概念、定义、定理和

定律中的人生哲理,激发学生好奇心及求知欲.比如

在讲参考系和坐标系、时间和时刻的概念的时候,可

以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的坐标应该怎么选,选择什么

样的人作为参考;时间和时刻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时间是描述事件的先后顺序,是表达事物生与灭的

排列;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无奈 …… 而时

刻是时间节点,告诫学生要珍惜时间,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又比如分子间同时存在斥力与引力、原子是

带有正负电荷粒子的统一体等事实,深刻体现了矛

盾对立面之间的内在的辩证统一性,引导学生形成

“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一辩证法核心

观点[9].

2.2 物理学中丰富的理论实践创新案例助力学生

哲学思辨层次的提升

物理研究的内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物质观,所

以通过教学内容加强学生的物质观、运动观和世界

观的培养.如通过讲授避雷针原理可解释“雷击”并

不是上天惩罚,而是迷信传说,也避免了封建迷信对

科学发展的阻碍.在传授物理知识的过程中有机融

入理想信念的指引,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德育效

果.通过教学内容加强学生哲学思想培养,在教学过

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

给学生[10].

2.3 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体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国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为物理学发展与人

类文明做出过十分巨大的贡献.在教学中,适时地

给学生讲述一些中国古代物理学发展史,能够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讲解科学家的故事培

养学生不放弃不抛弃,勤奋执着的奋斗精神,激发学

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热情.比如黄昆和谢希德两

位中国科学家为了祖国的固体物理和半导体事业的

发展,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而决然回到祖国开创

事业的爱国故事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教育学生

要有淡泊名利的崇高品德[11].

2.4 物理学相关科技应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是科技兴国最有力的体现

中国新能源、桥梁、航天、电商、交通等技术走在

国际前沿.以物理知识在科学技术中的应用案例对

学生进行科技国情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比如

讲授振动和波动时告诉学生万物皆振动,共振就像

纽带将万物相连.我们的想法也是一种振动,因此也

会产生共振,相互影响.在武汉发生疫情时我们众志

成城抗击病毒就是大家的想法产生的共振,以此教

育学生将爱的美好传递到身边的每个人共振出一个

美好的世界.再如我国几位青年学生参与研发的5G
技术、北斗导航技术等来增强学生的科技兴国信念,

增强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提高大学物理课程

教学的育人效果[12].

2.5 物理课中的实验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养成良

好科学素养的主阵地

大学物理本身是一门实验科学,是培养学生科

学素养的良好载体.通过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训练学生的

实验技能,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严肃认

真与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养成实事求是、严谨细致

的科学态度.通过教师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培养学

生良好实验习惯以及尊重实验的科学态度,指导学

生评估、改进和优化实验设计,学会判别异常实验数

据,杜绝臆造实验数据、抄袭与窃取实验结果的不良

行为.另外,教学中倡导发扬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与

责任担当意识,鼓励自由探索[13].

3 建设独具“三思”特色的大学物理全方位育人课

程体系

  思政教育要与课程教育相融合,在知识传播中

强调价值引领,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真正实

现价值观塑造与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还

必须要依托完善的课程体系.
近年来,教学团队从课程体系、教学方式、教学

环节、教学激励、条件保障等方面推进全要素课堂教

学改革.将“45min课堂”作为主战场,实行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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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混合式教学,加大课堂容量,推进启发式讲授、互

动式交流、探究式讨论,教学相长,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大学物理“全方位课程育人”体系.本课程的建设

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建设思路

3.1 建立以趣激思 以疑引思 以实证思的“三思”

特色课程体系

将 “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两者进行有效融

合,改变以往较为抽象甚至枯燥的理论教学状态.采

用专题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实现课程体系“三三

制”改造:“教学视频+重要知识点的微课视频+实

验资料和小组任务”三大块情景化资源在超星泛雅

平台实现共享.教学中加强新课引入、知识点讲解等

环节的趣味性,以趣激思.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团队

教师善于运用问题引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引导学生

展开主动探究以解决心中的困惑,通过实验、实践等

方式证实自己的猜想或理论,以实证思,构建独具

“三思”特色的课程体系.

3.2 以“两块三环六步”教学环节为依托构建了

“多方诊断 — 调整优化”可持续改进的人才培养质

量保障体系

教学紧扣线上线下两大板块,准确把握课前自

学、课中知识内化和课后反思进阶3个关键环节,引

导学生高效完成“课前预习、复习导入、课中检测、任

务分享、梳理新知、达标检测”六大学习步骤.严格

执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三方”(同行、督导和学

生)评价体系,提倡价值多元化,高效落实育人

目标.

3.3 以成果导向为突破口构筑“三创新三提升”的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体系

通过创建“课程育人化、小组合作探究”的新机

制,采取“创新创业、学科竞赛”的新举措,开辟“前

沿引领、科研项目”的新途径(即三创新),全面提升

学生的情怀担当、专业素养和研究创新能力(即三提

升).本课程大多数课堂活动都是以小组合作的方式

展开的,学生在活动中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创造力.
鼓励学生参与创新性实验,进一步规范“大学物理”

和“大学物理实验”竞赛培训、组织管理等环节,采

取任课教师与竞赛教练互补的两级辅导机制,提供

专项经费保障,支持学生参加各级创新创业大赛.鼓

励团队教师将科研成果与学术资源融入课堂教学,

探索和实践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二者相互促进

的教研模式.
经过几年的课程改革建设,学生综合素质得到

明显提升,教学实践成果丰硕,逐步将大学物理课程

体系建设为独具“三思”特色的全方位育人课程体

系(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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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思”特色的全方位育人课程体系

4 总结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开放的,是不断发

展的,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密切的

联系.只有遵循教育规律,回归育人为本为重点,构

建“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的大思政教育体系的方

法,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有机渗透价值理念,才能使学

生从课程学习中得到人生感悟和理性思考,从而让

学生更加热爱将要从事的事业,得到价值上的升华.
本文基于新工科教育的时代背景,以教书育人

为根本任务,以成果为导向,提出了大学物理课程思

政教育切入点.通过打造完善的、符合物理学科特点

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提升体

系,最终构建了独具“三思”特色的大学物理全方位

育人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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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ofAll-roundEducationCurriculumSystemof
UniversityPhysicsUndertheBackgroundofNewEngineering

LiuLinghong HeMengdong WuGuihong ZhuYanhua
(CollegeofScience,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and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

Abstract:Itisapowerfulguaranteeofimprovingthequalityoftalenttrainingtopromotethepolitical
constructionofcollegePhysicsbasedontheestablishingemergingengineeringeducation,sinceitwouldunify
apparenteducationandlatenteducation,andbuildapatternofall-roundeducation,Basedonthepracticeof
curriculumconstructioninrecentthreeyears,thispaperputsforwardfiveaccesspointsofpoliticaleducationin
collegephysics.Anall-roundcurriculumeducationsystemwiththeuniquecharacteristicsof"threethoughts"has
beenconstructed.Finally,itsolvedsomepracticalproblemssuchasinsufficientemotionalresponsibility,low
professionalqualityandweakinnovationabilityintheprocessofimprovingthequalityoftalenttraining.This
courseaimstocultivatehigh-qualitynewengineeringtalentswithcomplicateskill,innovationabilityandsincere
feelingsforthecountry.

Keywords:emergingengineeringeducation;collegephysics;all-round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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