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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必修公共基础课,学生受众广,蕴含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是开展“课程思

政”实践的重要课程.以大学物理课程中“磁力”一节为例,讨论了如何在教学过程中科学合理地融入课程思政的内

容,让大学生在接受知识传授的同时得到正确的价值引领,努力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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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不是指一门或一类特定课程,而是

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以立德树人

为导向,以坚定的政治方向为核心,以明确的德育内

涵和德育元素为主题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大学

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价值塑造的功能,

其中的价值塑造即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2],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要求高校课程要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3],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

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大学的每一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每一位教

师都负有育人责任[4].基于这种认识,课程思政建设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专业

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内容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

光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部分,是对客观世界中时

空、物质结构、物质相互作用和物质运动规律的研

究,它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开展课程

思政实践的重要课程.因此,大学物理的教学既要让

学生掌握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培养学生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的专业课程打下一个良

好的基础,又要发挥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本文以大学物理中磁力(洛伦兹力、安培力)章

节的教学为例,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法,融入思政教育元素,让学

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实现价值塑造.

2 教学设计与实践

2.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掌握洛伦兹力公式,理解在均

匀磁场中带电粒子在洛伦兹力作用下的3种运动形

式;会计算洛伦兹力作用下带电粒子运动的半径、周

期、螺距等;掌握安培定律.
思政目标:通过物理原理解释自然现象,使学生

客观看待物质世界,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介

绍我国对核弹和热核聚变的研究历程及取得的成

就,培养学生制度自信,提升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

通过课堂演示实验直观展示物理定律,培养学生热

爱科学、勤于思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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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过程

课程教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

法.教学团队在超星学习通平台建设了丰富的学习

资源和自主学习空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了

更加便捷的师生间交互和学生间交互,使得在线学

习和课堂教学的优势互补.

2.2.1 课前线上预习

课前,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及对学

生预习提出的要求.本次课预习要求阅读教材相应

章节,观看教学视频,思考以下问题:

洛伦兹力的矢量表达式是什么? 洛伦兹力是否

对带电粒子做功? 安培力的本质是什么?

2.2.2 线下课堂教学

通过学习通或umu在线互动平台,针对上一次

课重点知识设置2~3道习题(可以是选择、判断或

手写拍照上传等形式),检验学生知识掌握情况,有

重点地进行复习讲解.
课程思政点1:极光与洛伦兹力

思政目标:通过对极光现象的解释,使学生科学

客观地看待问题,培养学生唯物主义思想.
向学生展示极光的图片,从自然现象引入新课

教学.美丽的极光出现在南北极附近,是从古到今人

们追逐的壮丽美景.向学生介绍人类对极光的认知

过程,因纽特人认为极光是鬼神引导死者灵魂上天

堂的火炬;原住民则视极光为神灵现身,深信快速移

动的极光会发出神灵在空中踏步的声音,将取走人

的灵魂,留下厄运;古时的芬兰人相信,北极光是狐

狸奔驰在冻土带上摩擦产生的火花映射在天际.古

时候的人,由于对自然的认知比较有限,对于极光这

样的神奇现象,只能简单地去崇拜,或者归于神迹显

灵.但是作为理工科的大学生,应当是坚定的唯物主

义者,极光只是一个物理现象,它的形成其实与带电

粒子在磁场中受到的洛伦兹力有关.
介绍洛伦兹力一般表达式,引导学生思考洛伦

兹力的性质,并结合力学原理探讨带电粒子在均匀

磁场中运动的3种形式,再通过演示实验视频向学

生直观展示电子在磁场中受到洛伦兹力后的运动

规律.

解释极光现象:极光是一种绚丽多彩的等离子

体现象,其发生是由于太阳发出的带电粒子流(太阳

风)进入地球磁场,被地球磁场俘获,围绕地球磁感

线做螺旋线运动,一部分带电粒子在地球南北两极

附近地区的高空与地球大气层碰撞,夜间出现的灿

烂美丽的光辉.
引导学生总结出一般情况下,运动的带电粒子

会绕着磁感线运动,不会横向偏离太远,引出磁约束

现象.
课程思政点2:磁约束 ——— 核弹与可控热核

反应

思政目标:通过展示中国在热核反应研究领域

的成就,让学生产生对社会主义制度深深的自信,明

确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

族自豪感,同时要让“科技强国、创新兴邦”的理念

根植于学生心中.
教师引入:同学们都观看了2019年的国庆阅兵

吧?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说的就是压轴出场的东

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具有射程远、威力大的特点,

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这就不得不提到两

弹元勋 ——— 邓稼先院士.1950年,邓稼先不顾亲朋

好友的阻拦,放弃国外的高薪职业,回国参与国家建

设,隐姓埋名28年,带队研发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

弹和氢弹.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勇

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
在和平年代,核弹更多的起的是战略威慑的作

用.由于核反应放出的巨大能量,核电站在世界能源

舞台上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只要极少的核燃料就可

获得巨大的能量.但是,现在的核电站是以原子核的

裂变反应为基础的,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处理比较困

难,而且因为发展史上一些大事故,比如切诺尔贝利

事故和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让人们对核电站心

有余悸.所以裂变能仍不能长久地解决我们面临的

能源问题.唯有一种完全崭新的能源 ——— 原子核的

聚变能才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新能源.它是轻原子

核(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发生聚变核反应合成较重

的原子核(比如氦),并放出能量.它具有许多其他能

—32—

2023年第10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源都无可比拟的令人神往的突出优点,它的原料储

量极其丰富,“燃烧”每单位质量的燃料释放出的能

量非常大.但要想在地球上和平地实现可控氘氚核

聚变,这就需要将核燃料加热到1×108 ℃ 以上,分

子也会电离形成等离子体.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

料能够承载1×108℃的高温,不过利用磁场可以约

束它们,让它们悬浮起来.在平直均匀的磁场中,粒

子受洛伦兹力将沿着磁场方向做螺旋线运动,想要

让核燃料等离子体无限运动下去,我们可以制造一

个环形磁场,这就是托卡马克装置.
为了实现对超高温等离子体的长脉冲约束,我

国科学家在研发“东方超环”托卡马克装置,全部采

用铌钛超导材料绕制.这些线圈工作在 -269℃ 的

超低温中,从而进入超导态能够产生约束等离子体

的强磁场并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大幅提升装置

性能.一边是1×108 ℃ 的超高温等离子体,另一边

是-269℃的超低温线圈,二者之间最近距离,只隔

了短短1m左右.2017年,东方超环在世界上首次实

现了5×107℃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s的高约束

运行,实现了从60s到100s量级的跨越[5].2020年

4月,东方超环在1×108℃超高温度下运行了近10

s,创造了新的纪录.2020年12月4日在成都双流,

新一代先进磁约束核聚变实验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

二号(HL 2M)装置成功放电,等离子体离子温度

可达到1.5×108℃.中国在可控热核反应研究中成

就斐然,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6].
课程思政点3:安培力演示实验

思政目标:通过演示实验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

爱,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意识培养学

生热爱科学、勤于思考的良好品质.
教师从安培力是大量同方向运动的带电粒子受

到洛伦兹力集体体现出发,推导出安培力公式.
提出实验问题:准备一个由铜线作成的心形线

圈,一节1.5V电池,电池下方放置一钕铁硼磁铁

(可导电,上方为南极,下方为北极),如果将线圈套

入电池,如图1所示,将产生什么现象? 线圈的旋转

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现场完成演示实验得出结论,再由安培定律解

释实验现象.然后继续探讨一般情况安培力的计算

方法及性质,举例讲解其应用.

图1 安培力演示实验

2.2.3 课后作业及复习

为了巩固课堂学习效果,课后要求和督促学生

按时完成本节知识点的网上测试和课后作业,并通

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们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根

据学生反馈合理安排复习.

3 总结

本次课程将原来的教学内容重组、优化,在教学

中融入“课程思政”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围绕“知识

传授与立德树人并行”理念,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思政元素和教学方式开展课堂教学,将

思政教育和教学内容有机融合,做到顺其自然,润物

无声,不过多说教.采用用物理知识解释生活和自然

现象、介绍科学家事迹、中国科技进步以及科技小实

验等方法,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学科精神、创新精

神、工匠精神和家国情怀等思政内容渗透到教学的

各个环节中,实现课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 “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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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compulsorypublicbasiccourseforscienceandengineeringmajors,universityphysicshavea

largenumberofstudentsandcontainsrich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resources,whichisaimportant

coursefor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Takingthe“magneticforce”sectionofcollegephysicsas
anexample,Thispaperdiscusseshowtoscientificallyandreasonablyintegr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ten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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