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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教育研究的热点,融合“课程思政”理念的物理教学与新课标要求是相契合的.运用内容

分析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科学伦理、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等5个方面分析了人教版高中物理新教材中的

课程思政元素,教师在教学时应充分利用教材资源、适当补充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化和科学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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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理念契合新时代育人方式变革的

内在要求,融合“课程思政”理念的物理教学与物理

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核是相一致的,能够体现物理学

科的育人价值.物理学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课程思

政”元素,一些重要的思政元素经加工后已写入教

科书之中.分析与研究教科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

及其呈现方式,对在物理教学中落实“课程思政”理

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物理“课程思政”元素的构成

哪些内容可以看成是“课程思政”元素? 目前

尚无定论,可对比分析《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下称“课标”)和《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下称“纲要”)这两份重

要文件加以提炼.“课标”凝练了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注重物理课程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从物

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

方面培养学生.“纲要”指出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

人任务的战略举措.可见,二者在教育根本目标上是

一致的,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课程思政理念与物理课程标准的融通

“纲要”对不同专业(学科)如何落实课程思政

理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于理工类课程而言,“纲

要”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

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

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

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科技

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1]“课标”在课程理

念、课程目标、教学与评价建议、教材编写建议等方

面的表述,也基本涵盖了上述内容,如课程理念中指

出“关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课程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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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能基于证据和逻辑发表自己的见解,实事求

是,不迷信权威”的科学精神,在教材编写建议中提

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

力”“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等[2].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融合物理学科的“课程思

政”元素主要包含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精神、科学伦

理、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等5个方面.

2 物理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呈现方式

在确定了物理课程思政元素的构成后,我们选取

人教版普通高中物理新教材必修2为研究对象[3],运

用内容分析法,分类分析了教材中唯物主义、科学精

神、科学伦理、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等五个方面的“课

程思政”元素的内容及呈现方式,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物理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及呈现方式

课程思政元素 具体体现 教材内容 呈现方式

辩证唯物主义

普遍联系的观点

对立统一的观点

量变引起质变的观点

从认识论角度教学

结合物理知识,渗透辩证

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

用牛顿第二定律分析曲线运动的加速度 以注释呈现

万有引力定律 以正文呈现

离心运动的应用 以正文及图片呈现

牛顿力学的成就与局限性 以正文呈现

机械能守恒定律 以正文呈现

离心运动的应用 以正文及图片呈现

牛顿的科学生涯 以“科学漫步”栏目呈现

通过实验研究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以“演示”栏目及正文呈现

通过实验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 以正文呈现

通过实验探究向心力大小的表达式 以“实验”栏目呈现

推导向心加速度公式 以“拓展学习”栏目呈现

分析总结抛体运动的规律 以正文呈现

开普勒定律的发现 以正文呈现

引力常量的测量 以“拓展学习”栏目呈现

牛顿的科学生涯 以“科学漫步”栏目呈现

相对论时空观 以正文呈现

动能和动能定理 以正文及“科学方法”栏目呈现

科学精神

探索未知、敢于质疑、坚持不懈、
实事求是的精神

人类对行星运动规律的认识 以“科学漫步”栏目呈现

刻苦钻研、追求美好的精神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历程 以正文呈现

探索未知的精神 航天器中的失重现象分析 以正文呈现

探索未知的精神
黑洞的研究、宇宙的起源与演化、

恒星的演化
以“科学漫步”栏目呈现

科学伦理 遵循道德规范 太空中生物基因变异的研究 以“STSE”栏目呈现

文化认同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认同

结合具体实例,
说明法律法规的科学性

东方红1号的成功发射 以正文呈现

“墨子号”的成功发射 以“思考与讨论”栏目呈现

练习题中分析卡车是否超速 以习题呈现

民族自信
科技报国的爱国精神,

增强民族自信心
载人航天与航空探索 以正文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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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材融入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辩证唯物主义理念

教材在“向心加速度”中,利用牛顿第二定律研

究物体做曲线运动的加速度;在“万有引力定律”中

明确指出“自然界中任何两个物体都相互吸引”.这

些都体现了物理定律的普适性,并让学生学会利用

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在“相对论时空观与牛顿

力学的局限性”中提到牛顿力学理论与电磁波理论

产生了矛盾,爱因斯坦等人对此问题进行大胆猜想

和深入研究,最后发现了相对论时空观.由此告诉学

生,任何物理规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的,没有任

何一条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学会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在“机械能守恒定律”中,利用了寻找“守恒量”

的思想方法,简化了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使学生意识

到,在面对不断变化的问题时,要学会抓重点,不必

太拘泥于过程中的细节.在“离心运动”的应用及其

危害中(图2),让学生明白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的

两面可以相互转化.通过牛顿科学研究生涯的叙述,

表明任何新知的发现,都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当事物

的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发生质的改变,这些

内容隐含着对立统一的观点和量变引起质变的观

点,让学生意识到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以及知识积

累的重要性.

图2 离心运动的应用及其危害

(2)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物理 学 的 发 展 符 合“从 感 性 认 识 到 理 性 认

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一人类认识的基本规

律.物理教材的编写也很好地遵循并体现了这一规

律,如在“抛体运动”中,先通过实验演示小球在弧

形轨道上的运动轨迹,让学生学会分析曲线运动的

速度方向;其次通过实验演示蜡块的运动,学习运

动合成与分解的思想;再利用已有知识结合实验

探究平抛运动的特点;最后使用探究得到的规律

对平抛运动及斜抛运动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这

一章重复了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的过

程,很好地体现了认识论的精神,让学生意识到实

验对于物理研究的重要性.物理规律是以实验为

基础,加以科学思维的产物.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3)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

“坚持唯物辩证法,就是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

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4].物理是一门

通过实验和分析探究客观世界本质的学科.辩证思

维方法是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方法论前提,在物理

教学中渗透辩证思维方法,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科学

素养,培养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解决生活中各种

问题的能力.如教材提到,开普勒用20年的时间研

究第谷的行星观测记录,发现计算结果与预设数据

不符时,并没有盲信权威,而是利用科学的思维进行

分析,最终得到了正确的结论.在此过程中向学生呈

现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在介绍引

力常量的测量过程中,卡文迪许利用已知的规律,进

行猜想实验,用扭秤装置,较为准确地测出了引力常

量,这一过程则呈现了抽象与具体的思维方法.

2.2 教材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的渗透

教材从多个角度渗透了科学精神.如多次通过

“科学漫步”栏目介绍了物理规律的发展过程,拓宽

了教材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力图使学生通过这些内

容开阔视野,学习科学家的精神,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打下基础.在“行星的运动”一节的“科学漫步”栏目

中,详细介绍了人类对行星运动规律的认识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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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古时候,我们的祖先就被星空的美丽所吸引,由

此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秘,从托勒密地球中心宇宙观,

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再到全心投入行星位置观测30

多年的第谷和花了16年时间才发现了行星运动三

大定律的开普勒.“科学漫步”生动的描述,将学生

引入科学发现的历史时空,对于学生形成坚持不懈

的钻研精神、求真精神、质疑精神和团结互助精神大

有裨益.

同时教材还特别重视科学美的熏陶.爱因斯坦

曾经说过:“一个人最完美和最强烈的情感来自面

对未解之谜.”在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科学家对

宇宙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深入探索

宇宙中的奥秘.教材通过“科学漫步”栏目,向学生

介绍了“黑洞”“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恒星的演化”

等内容,为学生展示了宇宙的美丽神奇之处(图

3).由此培养学生探索未知、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

精神.

图3 普朗克探测器记录下的微波天空

2.3 教材注重树立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念

在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的当今时代,遵守科学

伦理不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也是普通公众科

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课程要在科学伦理教

育方面为青少年打下坚实基础.基于此,教材也不吝

笔墨,对科学伦理内容做了一些介绍,如在介绍“航

天事业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中提到,太空环境中有

高强度的辐射,可以诱导生物基因的变异,可能会培

育出质量优良的植物品种.我国利用此条件培育出

了许多新品种的植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粮食种植

产量和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但人类在太空

中却会受到来自太空的各种高能粒子的轰击,对人

体造成威胁,旨在告诉学生“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

剑”,坚决不能将科学技术用于违反人类道德、危害

公共安全的研究活动上.

2.4 教材着力体现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夺目,发展到现

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这

些历史功绩的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科技报国、服务

人民的爱国情怀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勤劳奋斗精

神.教材着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科技文化,介绍我

国科学家的精神情怀,极具教育价值.如在“宇宙

航行”一节中介绍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成

就:1970年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

号”发射成功,2003年我国神舟五号宇宙飞船把中

国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成为中国首飞太空第

一人(图4),2013年神舟十号分别完成与天宫一号

空间站的交会对接(图5),利用卫星监测技术助力

我国西部开发事业,通过返回式卫星搭载稻种培

育的高产稻提高粮食产量等.通过这些生动的例

子,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

生为人民、为国家奋斗的使命感.

图4 中国航天员杨利伟

图5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主题邮票

3 反思与启示

综上,高中物理新教材编写依据“课标”要求,

围绕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精选教材内容,融入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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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思政”内容,切实体现了学科育人的思想.

在“课程思政”元素内容的编写上,教材对“辩

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两个方面的着墨较多,

且多以正文文字及各种栏目呈现.在教学过程中要

注意利用好教材培养学生科学精神,提高学生正确

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新教材在科学伦理、文化认同、民族自信等方面的融

入相对较少,教师在“用教材教”时还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增补.

在中华传统优秀科技文化和我国科学家精神弘

扬方面,有诸多资料可资借鉴.如在讲解“行星的运

动”时,可以向学生介绍中国是最早发展天文学的

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

悠久的,中国有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彗星图和全天

星图,同时也是最早记录日食、月食、太阳黑子的国

家;中国在帝尧时期就使用历法知识指导农业耕种,

经过多次改善,到如今还在结合二十四节气使用,为

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做贡献;中国古代的浑仪和简仪

是世界上同时代里最先进的天文观测工具.再如,在

讲解“宇宙航行”时,详细地介绍钱学森、郭永怀等

科学家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为祖

国事业奋斗的事迹,以及后续科学家们为航天事业

做出的贡献和我国在航天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

———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

动的国家,第四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

国家.通过上述内容,让学生了解更多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在航天事业方面的成就,从而

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培养学生

的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以及为祖国奋斗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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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总结教学

宇宙航行的融合课程教学实践表明,在物理教

学中同时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目标和思政目标是可行

的.学科核心素养与思政落实的依托是教材和时事,

落实的重点是素养内容与思政内容要高度契合、合

理融合、不生搬硬套,落实的难点是把握思政的容量

不使课程成为完全的思政课.

5 归纳总结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探索能完成学科素养目

标与思政目标的融合教学是基于对物理课程标准、

课程思政深入分析的理性创新,也是构建新教学体

系的一次尝试,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课程育人.随着

课程探索与教学理念的完善,融合课程将更加多元

与立体,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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