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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物理是工科院校面向广大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的通识性课程.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它起

到积极引领的作用.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对其课程思政实施路径进行论述,并借助将奥运元素融合于课堂教学中的

具体案例,示范如何将思政教育润物无声地浸润到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世界观、厚植爱国情怀并实现

课程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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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2022年北京冬奥会已过去几个月,但各运

动员矫健的身姿、拼搏的勇气已深植我心.奥运会是

集体育精神、民族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于一体的世

界级运动盛会.奥运赛场上,奥运健儿挥洒的汗水更

是为国争光、为国而战.在每个成功的背后更是无数

辛苦的付出.这种精神正是当代每个大学生应该具

备的.这也正符合当下课程思政的精神.普罗塔戈说

过:“头脑不是一个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个需要被

点燃的火把.”学生不仅需要知识食粮,还需要精神

食粮.每个奥运项目的进行均含有物理原理,而这些

恰好将物理原理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具体地展现,可

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激发学生的拼搏精神和

爱国情怀.奥运精神的融入可在大学物理课堂上注

入新活力,从而达到激发学习热情及兴趣,提高教学

效果的目的.

1 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思想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1],并强调深入贯彻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学

理念,要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两者有机结

合,用好课堂教学的这一主渠道,各类学科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达到思想政治教

育润物无声、无心插柳、春风化雨、入脑入心的教学

效果.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

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间的关联,让学生成

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2].纲要中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课堂教学

中真正落地落实,要把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

设的全过程.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

体[3],而作为公共基础课的大学物理是工科院校

面向广大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性的必修课程,它

具有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育人功能和优势[4].它

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应起到积极引领的

作用.

2 探索思政元素在大学物理课程建设中实施的

途径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能量和它们相互作用的学

科,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对人类未来的进步起着关键

的作用,也是人类认识自然、优化自然并最终造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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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最有活力的带头学科[5].它是全球技术和经

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其他学科和技术发展的

直接或不可或缺的基础.它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

方法、态度和科学精神等德育元素[6].大学物理课程

是高校工科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具有广泛的授课

对象[7],因此思政教育元素与大学物理教育相互融

合,是高校实行立德树人理念的重要基础。结合教

学内容和思政教学元素,课堂教学过程主要通过以

下途径进行:

(1)提高教师的思政意识及能力.教师的人格

魅力是课程思政教育具有说服力的保证和关键,发

挥理工科教师所具有的以“科学化”“数量化”及“指

标化”为特征的自然科学逻辑,并将其运用到课程

思政建设中去[8].
(2)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授课学时及教学方

法,确保思政元素与大学物理教学顺利进行.
(3)制定详细的教案,找准切入点,挖掘与学生

专业相关的素材,与物理内容相关的素材.科学家、

奥运健儿、国家建设等一切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元

素,完善思政元素库.
(4)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与学生们产生共鸣,循

序渐进,与学生建立“四同”育人模式[9],让思想政

治教育润物无声地融入每堂课中.
总之,抓住一切可进行思政教育的机会.研究并

学习相关案例[1011],结合本校学生特点及教学内

容,精心地进行教学环节设计,避免“填鸭式”“灌输

式”的课程思政[12],使思政教育达到春风化雨、入心

入脑的目的.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

观,传播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养高素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同时,结合民族地区大学物理教育的特点[1314],

在工科院校大学物理与课程思政教育融合过程中重

在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正确的科学价值观,激

发爱国主义情怀.

3 冬奥背景下思政元素融入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

设计

  何克抗教授认为教学设计主要是运用系统方

法,将学习理论与教学理论的原理转换成对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及教学评价等环

节进行具体计划[15].可见,为了实现课程思政,就要

对上述环节进行详实计划.这里以融合奥运元素于

刚体转动内容中的角动量及角动量守恒定律为例.

以下是教案设计.

课程目标:理解并掌握角动量的概念及角动量

守恒定律,并分析计算物理及工程中的相关问题.

思政目标:通过科学家、奥运健儿及国家建设等

先进事例学习,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提高学生

的抗挫抗压能力,勇于挑战自我、创新发展;增强学

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伟大的爱国热情.

教学内容:通过质点在平面内运动和刚体绕定

轴转动情况,理解角动量守恒定律及其适用条件,能

运用角动量守恒定律分析、计算相关问题(重点、难

点).

教学方法:板书及多媒体教学,线上线下考核三

位一体.

教学评价:通过上课问答及小测试进行教学效

果考核.

具体教学过程设计:

预习内容:(1)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与角动

量的联系;(2)运动健儿在自由滑雪空中技巧和跳

板跳水过程中手臂挥动与物理原理的关系.

温故知新:回顾刚体的转动惯量与转动定律,并

请学生们分析刚体的转动惯量与其转动的角速度是

否有关,并举例说明.引出冬奥会上自由滑雪过程中

运动健儿手臂在挥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理知识的

问题.

教学内容1:回顾预习内容 ——— 开普勒的行星

运动定律的内容,引出角动量概念.

思政内容1:科学家开普勒简介.开普勒,德国

著名的天文学家,出身贫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16

岁之后进入蒂宾根读书,信奉哥白尼的日心说,进入

大学表现对数学和天文的热爱,毕业后仍未停止对

天体运动的研究,经过长期复杂的运算发现天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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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律.开普勒于1619年在《宇宙和谐论》中发表了

他的发现,这就是冠以其名字的开普勒定律.他不仅

在天文学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光学方面也有很大

成就,比如视网膜的作用、开普勒望远镜及《慧星论》

等等,均体现了在科学思想上表现出无比勇敢的创

造精神.

目的:渗透给学生一种学习理念,学习不是一蹴

而就的,坚持就是胜利;培养其科学精神,引导学生

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中

发愤图强,勇担当、敢作为,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

由多普勒的行星第二定律引出角动量概念,其

数学表达式为

L=r×mv (1)

式(1)中L 为角动量,r为质点对参考点的位置矢

量,质点的位置相对参考点才有意义.

思政内容2:就像我们听党指挥,永远跟党走一

样,心中充满共产主义信念.

教学内容2:质点绕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及角

动量守恒定律.

质点的动量定理

F=d
(mv)
dt

用质点相对参考点的位置矢量r同时叉乘上式两

边,计算可得质点相对于参考点的角动量定理

M=ddt
(r×mv)=dLdt

(2)

其中,M 是质点绕同一参考点的力矩.则质点绕参

考点转动一段时间Δt=t2-t1,对时间积分有

∫
t2

t1
Mdt=L2-L1 (3)

由式(3)知,当力矩为零时,质点相对于某一参

考点的角动量守恒,即

L=r×mv=常矢量 (4)

这就是质点绕参考点转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举例1:计算登月飞船在登月过程中需要的燃

料质量(见马文蔚等改编的《物理学》第6版).

思政内容3:多媒体展示登月过程.并简要介绍

飞船的发展历程.

目的:通过介绍飞船的发展历程来了解我国经

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实现飞船从无到有的过程,

中国火箭运载能力大幅提升.这样自然融入思政

元素,不仅加深了学生对课堂教授内容的掌握程

度,而且还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很好地体现了课程思政教育

的效果.

教学内容3: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

角动量守恒定律.

将刚体看成由质点间距离保持不变的质点系,

则当刚体绕z轴做定轴转动时,质点对轴的角动量

看作对点的角动量在z轴上的投影,将所有质点对z
轴的角动量求和即为刚体绕z轴的角动量

Lz=Jzωz (6)

由于三者均选同一个轴,因此下角标可省略

不写.

思政内容4:引申万众一心,团队合作的精神.

目的:体现众人划桨开大船,团结就是力量,增

强学生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

同理,根据式(3)可得到,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

动量定理的微分式和积分式,分别为

M=dLdt=ddt
(Jω) (7)

∫
t2

t1
Mdt=L2-L1=Jω2-Jω1 (8)

这里注意,内力矩之和为零,M 为外力矩之和.

由式(8)可知,当合外力矩为零时,刚体的角动

量守恒,可得

Jω =常矢量 (9)

这就是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举例2:冬奥会项目之一 ——— 自由滑雪空中技

巧项目,运动员在空中挥动手臂过程中的物理原理

有哪些?

思政内容5:(1)引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小知

识.比赛场地分为4个区域,助滑区(70°)、跳台区、

着陆区(37°)、停止区.跳台分为一周台(空翻一周)、

两周台(空翻两周)、三周台(空翻三周).对运动员来

说,要有非常好的平衡能力和空中控制能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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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难、准、美四位一体的结合.(2)通过视频展示

徐梦桃北京冬奥会上自由滑雪空中技巧获得金牌

的比赛过程,并简单介绍运动健儿徐梦桃的成长

历程 ——— 徐梦桃4岁时开始练习体操,肯吃苦,悟

性高.12岁的她初露锋芒,在辽宁省运会中取得了

3金2银1铜的成绩.同年,进入沈阳体育学院开始

自由式滑雪项目的训练.从韧带断裂到27个世界

杯冠军,经过各大赛的洗礼和淬炼,成为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历史第一人.她是奥运会的四朝元老,

通过坚持不懈的刻苦训练,在技术和心态等各方

面都达到了最佳状态,在2022年冬奥会上终以

108.6的高分摘得了她梦寐以求的冬奥会金牌,获

得她第28个世界冠军.(3)将徐梦桃在北京冬奥

会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过程制作成翻书

动图,简图如图1所示.

图1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动作简图

目的:通过小知识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加

学生兴趣,通过运动健儿的介绍增加民族自豪感.通

过制作这组动图,想象空中手臂收缩和挥动的过程,

回答该题目中转动惯量和质量分布的关系,当转动

惯量发生改变时,其转动的角速度也发生改变.

通过沉浸式教学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三观”,

培养实践精神、审美情趣和心理品质,启发学生不畏

失败、努力拼搏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为加深转动惯量与质量分布及角动量守恒内容

的印象,可以再增加实例.

举例3: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和韩聪参

加了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决赛,为中国代表团摘

得了第9枚金牌.隋文静做点冰跳简图如图2所示,

在旋转时手臂由伸直到抱臂再到伸直的过程中,相

对于质心的转动惯量及角速度是否发生改变? 角动

量是否守恒?

图2 点冰跳竞赛过程中动作简图

思政内容6:(1)引入花样滑冰小知识.花样滑

冰是运动员通过冰刀在冰面上划出图形,并表演跳

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花样滑冰的裁判会按照动作

的质量与艺术性表现进行综合评分,最高为6分.
(2)通过视频展示隋文静和韩聪获得金牌的比赛过

程.并简单介绍二人伤痛面前不离不弃,相互扶持,

共同拼搏的精神.二人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花

样滑冰大满贯.

目的:通过隋文静及韩聪事例的介绍,体现“苦

心人,天不负”的意境.激励学生们刻苦学习文化知

识,不畏惧艰难险阻,坚强勇敢,在成功中收获经验,

在失败中汲取教训,相互鼓励,努力向前,坚忍不拔

的精神.同时讲解该例的答案.

思政内容7:此外也可以引申到冬奥会周边介

绍,比如传统文化的展现、现代科技中机器人的

应用.

目的:通过事例介绍增进学生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国家实力提升的自豪感,促使其树立民族自信与

文化自信.将“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这一思想扎根于学生的灵魂深处,培养学生追求真

理、勇攀科学高峰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4 结束语

本文以冬奥会成功举办为契机,探讨工科院校

思政元素与大学物理教学相融合,贯彻执行习近平

总书记对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指示的精神.在教

学实践的过程中,既注重知识传授,又要培养学生对

科学的热爱追求,既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又热衷于

创新求变;既要具有不畏艰险、勇于献身的精神,又

追求团队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

己的一份光和热.本文虽只举例说明角动量守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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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元素的相关性,但质点运动学和质点动力学的

内容也与奥运元素存在大量的切入点,这将在后续

的教学中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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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o
CollegePhysicsCurriculum
———WinterOlympicsChapter

CHENWeili LIUYanli MULijuan NIUJinyan LIUJia
(SchoolofScience,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aotou,InnerMongolia 014010)

Abstract:Collegephysicsisacompulsorygeneralcourseforengineeringcollegesanduniversities.Itplaysan

activeleadingroleinpromoting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thecurriculumcomprehensively.

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urse,thispaperdiscussestheimplementationpathof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inthecourse,anddemonstrateshowtosilentlyinfiltra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o

teachingwiththeconcretecaseofintegrating Olympicelementsintoclassroomteaching.Helpstudentsto

establishacorrectscientificworldview,cultivatepatrioticfeelingsandachievethegoalofcurriculumeducation.

Keywords:collegephysics;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lympicelements;course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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