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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针对民航类院校大学生价值观

培养的特点,首先分析了我校普通物理的课程定位以及开展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独特优势,然后介绍了如何在普通

物理、物理学史、民航行业的重要思想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最后结合我们的教学实践,阐述了普通物理课程思政建

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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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肩负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他们的自身

思想政治素质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建设和

发展.在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对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要

求.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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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只当作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事,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要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

各类课程教学之中,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20年5月,教育部发

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调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战略举措.显然,课程思政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的新理念、新任务和新要求.高等教育在践行立

德树人的理念上需要拓宽育人路径,不能再局限于

显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他专业课程要积极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承担起对学生价值观培养的隐性

教育.

民航高等院校较之于其他高校,对学生的培养

目标和价值塑造有自己的特点,以笔者所在的学校

为例,我校的专业人才培养主要面向民航领域的飞

行技术、交通运输、机务维修、机场保障等工作岗位.
“安全运行”一直以来是我国民航运输发展的首要

前提,被视为我国民航运输事业的生命,一架航班的

安全起落需要各民航岗位“生命至上”的责任使命

来共同保障.因此,在民航院校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中要把教书育人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将“当代民航精神”“三个敬畏”等民航

行业重要思想融入课程内容,形成具有显著民航特

征的育人课程体系,将“以人为本,生命高于一切的

理念”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担当逐步内化为学生的精

神追求,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普通物理是我校各民航类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公

共基础课程.内容包括力学、光学、热学、电磁学、相

对论及量子物理.通过普通物理课程的学习,能使学

生认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并具有初步应用的

能力,同时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

方法及创新意识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校普

通物理的课时为104学时,授课对象为大一下学期

和大二上学期的本科生,选课学生3200余人/年.
在各类课程中,普通物理具有授课学时多、授课面广

的特点.物理学内容蕴含着丰富多样、真实自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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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怀、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思政素材,同时物理

学与哲学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是普通物理课程

开展课程思政育人的天然优势[2,3].

2 深挖普通物理课程的思政元素

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结合我校民航办

学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我们课程团队围绕普通物

理课程内容和物理学史、民航行业文化和重要思想,

深入挖掘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辩证唯物主义观、科

学精神等思政元素[4],以及当代民航精神等民航特

色思政内涵,形成多层面的思政育人元素体系,促进

思政育人、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同频共振.

2.1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习总书记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

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

生的爱国情怀.所以各门课程在思政育人方面的第

一要务是对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在我国科技

发展过程中,众多物理学家与科技工作者不断开拓

创新、攻坚克难,将他们为国奉献的感人事迹融入普

通物理课程内容,能引导学生把个人发展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事业、民航强国建设结合起来,使学生肩

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例如,火箭飞行原理是动量守恒定律的一个重

要应用,讲解此知识点时,可以给学生们介绍我国

“火箭之父”“导弹之父”钱学森20世纪50年代艰难

回国的背景以及回国后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的杰出

贡献.在“共振”这个知识点,我们可以介绍神州五

号飞船发射过程中,我国“太空第一人”杨利伟经历

了生死26s的案例.根据杨利伟的回忆,飞船飞离地

面三四十千米时,有26s的时间五脏六腑差点震碎,

感觉要牺牲了.原来罪魁祸首就是飞船发生了共振.
在课堂上,播放杨利伟所乘坐的飞船的发射视频能

给学生带来极大的震撼.从钱学森放弃国外的优渥

生活到杨利伟舍生忘死登陆太空,一代代航空航天

人表现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感动、催人奋

进.他们在短短几十年内所取得的载人航天、嫦娥计

划及天问一号等巨大成就,能极大地激发学生们的

“四个自信”.

2.2 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

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

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利器.物理学

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世界基本规律的过程,因此,普

通物理课程内容包含大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其能够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

教学实践发现:物理知识点中融入辩证唯物主义认

识论和方法论,也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

理解.
例如,在光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光的本质的认识

不断加深.光的本质究竟是粒子还是波? 光的微粒

说和波动说的争论从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前后持

续了300年的时间.1655年,数学家格里马第提出光

可能是类似于水波的一种波动,这是最早的光的波

动说,这一观点随后得到物理学家胡克的支持.著名

物理学家牛顿于公元1672年在一篇研究成果中提

出光是由微粒组成的.同一时期,惠更斯发展了光的

波动说,提出了能够解释光的反射和折射现象的惠

更斯原理.随后的100多年,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

说”和以惠更斯为代表的“波动说”一直争论不休.
由于牛顿在学术界的声望和权威,“微粒说”占据着

主导地位.1801年,托马斯·杨的干涉实验第一次从

实验上为光的波动本质提供了证据.1873年,麦克

斯韦在他的巨著《电磁学通论》中指出光是具有一

定频率的电磁波.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子理

论,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的现象.至此,揭开了光的

本质的面纱,光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即波粒二象

性),光是波和粒子的矛盾统一体.其实,回顾光的本

质的探索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

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不管牛顿的“微粒说”还是惠更

斯的“波动说”都是片面的,而新的实验结果不断推

动理论的发展,最终矛盾双方突破自身的边界、达到

了新的高度上的统一[5].由此可见,“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精神以及用发展的眼光

研究问题的辩证思维,是认识和解决矛盾问题的强

大思想武器.
—26—

2022年第12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与课程思政



2.3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以批判和质疑、探索和创造为核心

要素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理性精神.几乎每一个

物理规律被发现和建立的过程都是科学精神的具体

体现.我们授课往往只强调让学生学会用定律解题

即可,一般对定律的来龙去脉介绍较少,这样的教学

误区对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伤害极大,更谈不

上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因此,我们要给学生还原物

理定律被建立时的历史背景,包括物理学家的科学

态度、研究方法以及突破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培养

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观.
例如,1820年,奥斯特首次发现了电流的磁效

应,根据对称性思想,“磁”也应该能生“电”.法拉第

从1821年开始研究电磁现象,进行了上千次的实

验,经过10年坚持不懈的探索,发现了电磁感应定

律.法拉第以及安培等其他科学家早期失败的原因

是只观察了一个线圈中通有恒定电流时能否在附近

另一个线圈中感应出电流,这是受到电生磁的静态

思维的束缚.法拉第敏锐地注意到电磁感应的暂态

性,即只有变化的电流,才能产生感应电流.法拉第

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来源于孜孜不倦的探索、

丰厚的知识积累和创造性的思考.

2.4 弘扬当代民航精神

当代民航精神,即“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严谨

科学的专业精神、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敬业奉献的

职业操守”,是民航系统培育践行习近平新时代社会

主义思想的具体成果,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

天精神和航空报国精神的传承.针对我校高素质民

航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将“当代民航精神”“三个敬

畏”等民航行业重要思想有机融入普通物理课程体

系中,思政元素突显“用民航故事讲中国故事”与

“用民航精神讲使命担当”,塑造学生的责任精神、敬

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协作精神.
例如,在“对定轴的角动量守恒”这个知识点,

给学生介绍激光陀螺在飞机惯性导航系统中的应

用,如陀螺地平仪可用于指示飞机的姿态角,陀螺磁

罗盘可用于指示飞机的航向角,而垂直陀螺仪则用

于测量飞机的姿态信息.再给学生引入我国大飞机

从无到有的研制过程的思政案例.以陀螺仪为核心

的导航系统等飞机主要技术储备不足是制约我国大

飞机自主研制的因素之一.2014年,习总书记强调:

“我们搞大飞机,和‘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梦

是一致的.”面对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壁垒和知识

产权屏障,我国制备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919大飞机于2017年5月试飞成功,中国的大飞机

飞上了蓝天.从“两航”起义、“八一”开航到C919国

产大飞机制造,一代代民航人拼搏奋斗的精神、勇于

攀登的精神、自主创新的精神都是值得民航大学生

继承和发扬的.

3 普通物理课程思政建设途径

普通物理作为我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重要公共

基础课,理应承担起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发挥课程

自身优势,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注重理想信念引领,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笔者带领普通物理教

学团队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思政案例

和教师思政能力等多个维度重塑课程体系,积极探

索普通物理课程思政的建设途径.

3.1 重新定位课程教学目标

首先重新定位普通物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在知

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基础上融入思政目标,突出价

值塑造对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引领.修订了教学

大纲和教案,通过增加课程思政设计方案和典型思

政案例,实现课程目标对民航专业人才核心价值素

养的支撑.

3.2 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课程内容是课程思政的“主战场”,在优质课程

内容的基础上对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才有感染力

和说服力.如果说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深入融合“如

盐化汤”,那汤本身的品质要好,再融入适量的盐,最

终呈现给学生的才是美味佳肴.所以,以课程思政建

设为契机,我们持续开展普通物理课程内容建设.教

学内容不断引入前沿科技成果和民航工程案例,强

调物理基本规律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的应用,挖掘物

理知识在民航实践中的应用并持续建设民航应用案

例,提升课程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增强课程内容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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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3.3 聚力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的“主渠道”.我们从“教师

讲授”和“同伴合作”两个课堂视角,积极探索有效

的课堂思政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讲授”的时候,

以专业知识为载体融入思政元素,要自然而然、不留

痕迹,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所用的思政

案例要避免脱离教学主线,避免使用与课程内容无

内在关联的思政元素,硬融入和空洞地说教只会起

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雨课堂智慧工具与同伴教学理念相结合可以加

强课堂上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实现课堂上学生们

的“同伴合作”[6].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以核心概念

问题来引导同伴之间的互动讨论也是践行思政育人

的一种有效教学方式.课堂上同伴间的讨论可激励

学生们主动思考,实现积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

享.与同伴的争辩能使学生对物理概念形成更深刻

的理解,能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

维,并学习他人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思维方式.课程思

政育人与专业知识传授,两者相辅相成,课程思政也

成为了激活课堂的催化剂和解决教学难点的有力

工具.

3.4 提升教学团队思政能力

教师队伍是课程思政的“主力军”.而教师课程

思政意识不强和思政教学能力不足是目前课程思政

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所在的普通物理教学

团队共32名教师,人数众多,而且青年教师占比将

近40%,如何统一团队的课程思政教学理念是一个

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为提升普通物理教学团队的思政意识和能力,

推动教师的思政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

里走,团队定期集中学习和研讨(每月一次或每章一

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增强育人情怀与师德修养,营造“人人要思政、人

人能思政”的浓厚教学氛围.课程团队通过与马克

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共同建立“物理教师-思政

教师”结对子工作模式,从知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意识(育人意识强化)、能力(育人能力提升)、情

感(有温度有态度)多层次逐步提升教师课程思政

的教学能力.另外,积极动员团队教师参加思政培

训,在2021年11月的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举办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线上培训中,团队22位教

师完成全部培训内容的学习,且考评合格,获颁全国

高校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培训证书.教学团队建

设任重道远,我们将不断深化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

将团队锻造成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育人水平高

超的课程思政队伍.

4 结束语

民航强国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

部分,民航高等院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民航人才队伍的教育使命.课程思

政建设是培养民航大学生高度安全意识、严谨科学

精神、高尚职业道德的重要教学举措.普通物理作为

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

素,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能够有机结合,开展课程思

政建设的可行性高.
本文着重介绍了我们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经

验和做法.通过教学实践表明:普通物理课程的思政

建设对于实现学生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观

塑造相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在普通物理课程

思政建设中所做的探索,对其他航空航天类大学物

理课程思政建设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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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考和归纳总结能力.
第四,揭开无线充电秘密.充电座和手机分别内

置线圈,充电座线圈接通电源,产生变化的磁场,手

机放在充电座上时,使手机内的线圈产生感应电流,

再将其转换为直流电后便能给手机电池充电了.旨

在帮助学生将归纳的结论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培养

学生知识迁移与思维发散能力.

图7 实验装置示意图

4.3 布置“非常规”实验作业

本环节的非常规作业可布置为:给家里的电磁

炉通电,将连着LED小灯泡的线圈缓慢移动至电磁

炉的正上方,并将线圈上下左右移动,观察记录灯泡

的亮暗情况,并为此做出合理解释.
实践内容将物理知识与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相

结合,满足“STSE”教育理念,是基于前面两个探究

实验的升华.采用自主探究实践形式,能激励学生进

一步操作体验,举一反三,提供眼前一亮的新发现.

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留心生活、乐于发现、勇于探

索、反思创新的美好品质.

5 结束语

在物理教学中渗透STSE教育不仅对落实物理

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科学态度与责任有着很强的指导

意义,又有助于依托物理学科开展德育,具备较高的

实践价值.教师是学科德育工作的设计者与主导者,
应牢固树立育德意识,充分挖掘具有物理学科特色

的德育资源,积极探索充满道德韵味的教学方式,最
终使学科德育落地生根,促进德性智慧双重内化,真
正实现教书育人.

参 考 文 献

1 冯华,周莹,孙章华.中学物理学科德育实践要素分析及教

学建议[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7):133~138

2 范永梅.科学施策落实物理学科德育功能[J].物理教师,

2020,41(12):2~4,8

3 范永梅.凸显学科情怀 构建物理德育场[J].物理教学,

2020,42(9):12~14

4 芦星月,熊建文.基于STSE教育理念把握高考物理试题

命制动向———以2016-2020年高考全国Ⅱ卷为例[J].
物理教学,2021,43(6):59~62

5 朱宪忠,陈飞明,冯存芳.大学物理教学中思政要素的挖

掘与融入[J].大学物理,2021,40(6):66~70

6 卓士创,田康振,王群,等.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德育素材

的挖掘方法[J].物理与工程,2021,31(5):73~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80

(上接第64页)

ExplorationandPracticeon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GeneralPhysicsCourseinCivilAviationUniversity

YangXiong WangYing TanHongge
(CollegeofPhysics,CivilAviationUniversity,Tianjin 300300)

Abstract:Theinnov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hasbecomeanimportantapproachforcolleges

anduniversitiestoimplementthefundamentaltaskof"moralityeducation".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

thecultivationofcollegestudents′valuesincivilaviationcollegesanduniversities,thispaperfirstanalyzesthe

curriculumorientationofgeneralphysicsaswellasthenecessityandadvantageofcarryingoutideologicaland

politicalconstruction,thenintroduceshowtoexcavat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thegeneralphysic,

thehistoryofphysics,theimportantideasofcivilaviationindustry,andfinallyexpoundstheapproaches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generalphysicsonthebasisofourteachingpractice.

Keywords:generalphysics;ideologicalandpolitical;civilaviationcollegeand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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