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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是各大高校针对各非物理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必修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学科交叉融合和课程思政教育已成为现在大学教育改革的重点研究内容.从物理通识选修课包含的内容出发,结合

作者的实际教学经验和学生受课后的反馈,总结了物理通识选修课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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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物理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一般在大一或

大二开设,且相较于其他学科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

较强的抽象性,导致很多学生对大学物理的认识存

在 “偏见”且产生了“恐惧”和“厌倦”心理.据统计,

从首届诺贝尔奖颁发算起,到2008年授予的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项一共356项,其中交叉研究成果有185

项,占52.0%.2008年,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在诺

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指出:多学科交叉融合是

信息技术发展的关键,当不同的学科、理论相互交叉

结合,同时一种新技术达到成熟的时候,往往就会出

现理论上的突破和技术上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

让非物理专业的学生消除“偏见”重新认识大学物

理课程,掌握物理学基础知识与科学思想,将极大促

进各交叉学科在高校中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全国教育大会等会

议上,多次强调要加强新时代的课程思政建设且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通识物理学

选修课将从物理学家的生平经历出发以讲故事的

形式激发学生们探究未知、追求真理的热情,增强

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1~3].

2 物理通识选修课包含的内容

2.1 物理学的发展史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曾说过:“在科学教育

中,加入历史的观点有百利而无一弊”.物理学作为

一门历史悠久的自然学科,从大约4万年前穴居人

对于热现象的认识开始,到古希腊的地心说到电磁

场理论再到现在的量子力学,人们都在不断地探究

物理学的发展.物理学史从零碎且分散的历史材料

和科学著作中,整理出物理各学科从起源到现在的

发展概貌,概括出每个学科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定

律、基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以经典力学部分为例,

首先介绍古希腊地心说成型的原因以及后人的完善

过程,再由地心说存在的问题引入哥白尼的日心说

以及开普勒的三大行星运动定律,以及为了诠释日

心说,伽利略提出“惯性”的概念,惯性思想后由笛

卡尔完善并最终被牛顿力学所统一.

物理学发展史使学生们对物理学的认识不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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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单个定律的理解或某个公式的应用,而是从整

体上对物理学的产生、发展以及变化有一个全面且

重新的认识和了解,有利于学生们更深刻地理解基

本概念和物理学规律.

2.2 物理学家的生平经历

从经典物理到近现代物理,从亚里士多德到牛

顿到麦克斯韦到爱因斯坦,这些伟大人物不断探索

物质世界的规律,一次又一次革新人类对世界的认

知.如果将物理学比喻成一座巍峨大厦的话,那每一

位物理学家都是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的工程师,正

因为有了他们不断的质疑、努力和坚持,我们才得以

不断接近事物的本质.当然除了物理学家们重大的

研究和发现值得我们敬仰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忘

我的科研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他们对社会所

作的贡献,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价

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4].

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康拉德·伦琴成

功探测到的X射线,不仅给物理学,同时也给化学、

医学等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发展,同时也开辟了

巨大的商业前景.但伦琴毅然放弃申请专利,他说如

果这项技术被大公司独占,那穷人就出不起钱去拍

X光片,他只希望X光片能在全世界迅速普及且造

福更多的人.毋庸置疑,相较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其

高尚的品格更值得人们称赞.

物理通识选修课中物理学家生平经历的引入使

学生们领悟他们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激发学习物理

的兴趣和探究自然的热情;感受他们的科学信念和

为科学而献身的高尚品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

2.3 物理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物理学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热力学的研究导致蒸汽机的出现,从而有

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

会;电磁学的研究导致电力系统、设备和各类电器的

出现,进而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光学和电磁学的融

合导致通信系统的出现,使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进

而有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物理学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照明的电灯、

制冷的冰箱、煮饭的电磁炉、通信的移动电话、出行

的汽车,再到进入太空的航天器和人造卫星,没有物

理学的发展,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文明,也就没有我们

今天的生活.物理通识选修课中物理学在日常生活

中应用的引入使学生们知晓一些生活中日常用品和

设备设施中包含的物理原理,达到学以致用、用以促

学、学用相长的目的.

3 物理通识选修课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3.1 消除已有的“偏见”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大学物理是学科交叉的基础学科,譬如物理与

化学的交叉促进了纳米材料、半导体材料等学科的

飞速发展;物理与生物的融合催生了荧光标记、重金

属离子检验技术以及X射线、近红外以及电子显微

镜等的出现;物理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使得量子信

息、量子通讯、量子保密等新型产业的出现.然而,各

大高校在大学物理教授工作中存在一些普遍的问

题,由于课程内容和教学时长的限制,老师们只能集

中讲授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内容,导致大部分学生为

了应付考试而学习,同时学生们在大学物理上学习

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差,导致总体上的学习效果不

能达到满意的程度.

对于物理的认识可以从两大知识体系入手,物

理学的研究成果和取得这些成果的研究过程,分别

被定义为静态和动态知识体系[5].教科书上给出的

主要是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属于静态知识

体系范畴,掌握固然重要.但物理学本身有其历史发

展过程,这种动态知识体系不仅涉及物理学的研究

思想和方法论,还包含物理学家们的质疑精神和创

新能力.物理通识选修课课时安排宽松且对授课年

级和专业没有限制,其中物理学史部分主要介绍理

论成果的发展过程,相比那些晦涩难懂的公式,研究

过程用时间给出了发现的起源和探究的层层递进,

激发学生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和提出科学问题的质疑

精神,消除他们普遍认为物理学枯燥无味的“偏见”,

改变他们从一开始难以接受到后来乐意主动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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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态度,从而促进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3.2 推广课程思政教育 提高人文素养

课程思政教育是当今国家对学生全方位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高校在开展

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2019年3月,中央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习总书记再次重点指出:解决好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当前我国教育的根本

问题,要将“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全过

程、全方位、全员中,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

一,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相得益彰,

构筑“立德树人”大格局.大学物理作为一门重要的

基础理论课,有着授课专业广且学习人数多的特点,

所以大学物理和“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在

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对学生们进行价值引导.让学

生懂得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得有正确的人文去统

领,要不然犹如盲人瞎马,甚至还会误入歧途.物理

通识选修课中分别以物理学家们的成长故事、爱国

奉献精神作为切入点给当代大学生树立勇于追求真

理、发奋图强、热爱祖国的启示,有助于激发学生们

的爱国主义热情,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为实现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4 结束语

物理通识选修课既没有专业限制,也没有年级

限制,既可给未上过大学物理的同学们打下良好的

学习基础,消除学生们对物理难理解、公式繁多的

“偏见”,激发学生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又可让修过大

学物理的同学重新认识物理这门基础学科,使其更

好地应用于不同学科,促进物理与不同学科之间的

交叉和融合.物理通识选修课主要通过物理学的发

展史、物理学家的生平经历、物理学在生活日常中

的应用等内容的讲解和讨论,拓宽学生们的视野、

避免偏狭,帮助学生们建立远大理想和抱负;锻炼

学生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有效解决学习、生

活以及今后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推广课程思

政教育,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健全人格和具有社会

责任感的人才,最终实现通识教育目标和理念的

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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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leofPhysicsGeneralElectivesinPhysicsTeaching

ZhaoHuifang DuanMeiling ZhangYongmei JinJingjing
(CollegeofScience,NorthUniversityofChina,Taiyuan,Shanxi 030051)

Abstract:Collegephysicsisabasicrequiredcourseofferedby majoruniversitiesforvariousnon-physics

majors.Withthedevelop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cultivationoftalents,cross-disciplinesandcourse

educationhavebecomethekeyresearchcontentsofthecurrentcollegeeducationreform.Thisarticlesummarizes

theroleofthephysicsgeneralelectivesinthecollegephysicsteachingbystartingfromthecontentcontainedinthe

physicalgeneralelectivesandcombiningtheactualteachingexperienceandthefeedbackofthestudentsinthe

physics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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