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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学物理课程中的电学部分为例,研究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以及科

学思维方法;研究如何塑造农业院校学生知农爱农情怀、弘扬耕读传家优秀传统文化,以启智育人、耕读传家为目标

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细化了教学目标,创新了思政教学方法,将教师引导和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对物理课程进

行农业特色化改革,构建耕读思政物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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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在2020年6月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1],纲要指出:课堂教学是课程思

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课程思政建设要在课堂

教学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落地落实,将各门课程中

蕴含的政治认同、国家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

识、道德修养等教育元素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大学

物理课程是理工科专业的必修公共基础课,课程受

众面广.课程一般在大一和大二年级开设,是学生进

入大学后较早接触到的系统性学科,是基础性、先导

性强的一门课程,因此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开展课程

思政建设,可以起到先入为主的良好实效,在“课程

思政”全面推行的过程中能起到压舱石的作用.而
且大学物理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践行模式和途径对

后续的其他专业课程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2].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广泛,它的理论渗透在自然

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许多部门,它是

自然科学各领域和工程技术的基础.农业院校的大

学物理课程要更加重视物理学在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的应用;思政教育方面要更加注重构建具有农业特

色的耕读教育课程体系,弘扬耕读传家优秀传统文

化,塑造学生知农爱农情怀,培养学生成为基础扎

实,具有创新精神的农业人才.

本文以大学物理电学部分为例,探讨了大学物

理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为大学

物理以及其他理科基础课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改革提

供借鉴.

2 电学部分课程思政教育

2.1 课程教学方法概述

本课程采用将线上课堂和线下课堂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将知识点学习、习题巩固、资料收集

等任务前移至课前,在学习通上完成,在这一过程中

去实践学生的自我思政教育.例如,课前在学习通上

发布任务:
(1)了解电学发展历史,搜集我国在电学方面

最早的相关记载,以及我国在电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通过主动查找学习,了解我国科技发展历史,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
(2)查找资料,了解库仑定律发现的实验过程,

这一实验是运用控制变量法、类比法进行科学研究

的一个经典例证,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科学的实验

思维,从而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处理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线下课堂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形成

系统性的知识框架,培养学生分类、对比、归纳、总结

的科学思维;课堂上进行知识拓展、讨论、测试和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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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析.其中知识拓展主要采用课堂交流的形式进

行,课前发布项目研究任务,让学生完成用所学物理

学知识去解决农业实际问题的项目研究任务,研究

成果在课堂上进行交流,这是将大学物理教学进行

农业特色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具体思路如下,把大学

物理的理论知识分成力、热、光、电4个模块,每个模

块融入一个农业专题,用物理学知识综合性地解决

一类农业问题.在电学部分,农业专题选择的是空间

电场防病防疫促生系统中的物理.在物理学每个篇

章开始教学之前,教师就将农业专题介绍给学生,让

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明确学习目

标.整个模块的物理知识学习完之后,学生需要提交

问题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知识的复盘整理过程,在
应用中,使得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更加深入.
2.2 教学目标分析

以启智育人、耕读传家为目标进行课程思政教

育改革要对教学目标重新进行梳理和细化,明确具

有思政特色的教学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在新的教学目标指引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
体教学目标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电学部分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内容

知识目标

 (1)掌握电场、电势和静电场中导体的基本概念.
 (2)掌握库仑定律、高斯定理、电势的定义和求解、静电平衡条件和处于静电平衡导体电荷、电
场分布规律

能力目标

 (1)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学生在课前需要在学习通上进行视频学习、在课余时间阅读教材、
教辅资料、在互联网上查找相关学习资料等方式完成基本知识点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

生独立自主学习的能力.
 (2)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库仑定律、高斯定理、电势、静电平衡条件和处于静电平

衡导体电荷、电场分布规律,去分析农业果蔬大棚、畜禽养殖场内空间电场的物理原理和机制,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简化,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并用物理语言和基本数学方法进行描述,
运用所学的物理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素质目标

 (1)德: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科学世界观和自然观.
 (2)智:科学思维 ——— 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如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等方法)认识世界、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探索精神、
创新欲望,以及敢于向旧观念挑战的精神.
 (3)体:践行实践 ——— 培养学生学以致用、践行实践、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将物理学的知识

应用于农业工程技术中,造福现代农业

2.3 思政元素分析

(1)线上

思政元素1:让学生课前自己搜索资料,了解中

国古代对电现象认识的发展历史,让学生了解到我

国早在西汉末期就对摩擦生电现象进行了记载[3];

并让学生在学习通讨论区分享我国现代在电学方面

取得的突出成就,如有的同学就分享了我国制定的

量子化霍尔电阻基准使得我国在电学计量领域站在

了世界的顶峰[4];有的同学分享了我国农药静电喷

雾技术的研究进展[5],等等,这些丰富的资料,开阔

了学生的视野,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

感,并且这些知识是通过学生主动学习获得的,思政

教育效果更好.

思政元素2:学习通视频介绍电磁场的性质时,

强调电磁场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具有质量、动量和

能量;电磁场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

反映的客观存在,电磁场是一种物质,这是辩证唯物

主义的世界本原物质论,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

世界观.
思政元素3:通过让学生自己搜索资料了解库

仑定律的发现过程,将物理学史和科学实验过程融

入,培养学生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思政元素4:学习通视频讲解高斯定理的推导

过程,让学生体会高斯定理推导过程的巧妙之处.播
放介绍高斯成就的影片,让学生体会只要持久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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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思考,就会有发现,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2)线下

思政元素5:在课堂上,将学生课前自学的分散

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整理,形成系统性的知识框架,

如图1所示.电学部分是物理学前半部分的学习内

容,这段时间内由教师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教授学

生整理知识点的方法,后期由学生自己归纳总结知

识点的思维导图,培养学生分类、对比、归纳、总结的

科学思维.

图1 电学部分的知识框架

  思政元素6:电学部分开篇时介绍空间电场技

术,让学生通过学习的电学知识去解释空间电场技

术中的主要关键技术,使他们了解物理知识在现代

农业技术中的应用,让学生知农爱农,从而弘扬耕读

传家的优秀传统文化.
课前布置课堂交流任务:通过学习的电学知识

去解释空间电场技术中以下3个主要关键技术.
(1)空间电场防病防疫促生系统如图2所示,大

棚上方架设有若干绝缘子,绝缘子之间通过电极线

相连,通有高压直流电,利用有限长直导线周围电场

强度的计算方法,可求均匀带电电极线AB 旁,距离

AB 垂直距离为h的P 点的电场强度,设电极线上电

荷的线密度为λ.

(2)利用静电平衡导体附近的电场知识解释电

极线放电,促生长原理.
(3)运用电容器串并联的知识解释通过倍压整

流电路获得空间电场防疫防病促生长系统所需直流

高压电原理.

图2 空间电场防病防疫促生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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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学部分的农业专题涉及的物理知识点如表2 所示.
表2 电学农业专题中涉及的物理知识点

篇章 应用实例 对应的物理学内容 对应知识点

电学

空间电场

防病防疫

促生系统

计算电场强度 有限长带电直导线周围的电场强度计算

静电平衡导体电荷分布特点和

电场分布特点

静电平衡后导体表面电荷的分布规律

高斯定理

静电平衡导体表面电场分布特点

倍压整流电路
电容器在电路中的作用

电容器的串并联

  这一专题中涉及的知识点都是学生必须掌握

的重要知识点,学生完成起来并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将学生进行分组,课堂随

机确定3个小组来交流这关键技术中的3个物理问

题.这种专题研究突出了基础课所学知识点在现代

农业中的应用场景,让学生深刻体会学可以致用的

实践真理,解决学生经典之问:我学这些基础课究竟

有什么用? 对我的专业有何帮助? 以此解决学生学

习基础课动力不足的问题.
思政元素7:介绍我国最新的特高压输电技术,

我国准东 — 皖南(新疆昌吉 — 安徽宣城)±1100
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这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

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技术水平最先进

的特高压输电工程[6].2022年7月1日,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白鹤滩 — 江苏±800kV特高压直流工程也

竣工投产了[7],此工程是全球首个混合级联特高压

直流工程,在世界上首次研发“常规直流 + 柔性直

流”的混合级联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集成特高压

直流输电大容量、远距离、低损耗,以及柔性直流输

电控制灵活、系统支撑能力强的优势,示范引领意义

重大.我国在特高压输电技术领域的突破和进展能

够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大国情怀,激励学生努

力学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昌盛.

3 结束语

本文以大学物理课程中的电学部分为例,研究

如何在教学过程进行以启智育人、耕读传家为目标

的农业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育,课程采用了线

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转变了教学的主体,培养了

学生自主获得知识的能力.在线上和线下教学中同

步进行思政教育,采用教师主导和学生自主进行的

两种思政教育方式.最突出的思政教育特色是对物

理课程进行农业特色化改革,在电学部分融入了能

用大学物理电学知识解决的一个农业实际问题:空
间电场技术.这一现代化农业技术中的3个关键技

术问题与大学物理电学部分的3个重要知识点刚好

精准契合,问题的设计注重了物理与农业问题的直

接相关性,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符合“两性一度”,

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标准.这种教学方

式让农业院校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了物理学

的学科认同感,并使学生知农爱农,为构建具有农业

特色的耕读教育课程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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