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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新课程方案和物理课程标准对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思政的价值内涵进行总结,以自我决定理论中

内在动机的形成机理为理论依据,从“学”的视角探索课程思政,指出跨学科实践是物理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探索

促使学生主动内化价值取向、形成内在动机的课程思政活动设计要素,以便为中学物理课程思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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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物理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物理课

程之中,实现课程与思政的结合,从而通过物理课程

达到育人的目的.自2017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
课程思政逐步从高校延伸到小学,成为中学物理教

学领域的热点.
目前,很多学者对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

学展开了广泛研究.如文献[1]提倡通过 HPS教学

模式、项目式研究以及丰富校园科普活动等方式开

展初中物理课程思政;文献[2]基于协同理论,从内

容、策略、评价等方面探索课程思政的资源开发;文
献[3]从教材二次开发、混合式教学等多角度探索

课堂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实施.可以看出,现阶段针对

中学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多体现在“如何教”的角

度,关注课程思政如何融入课堂教学以及课程思政

素材的开发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课程思政作为一种价值观教育,

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不是告知与灌输,而
是个体生命的自我需求与主动追寻[4],需要个体主

动地认同、接纳和内化.因此,课程思政在重视“如何

教”的同时,也应重视学生“怎样学”,关注学生价值

观内化的机理,从而指导课程思政的设计与实施.

2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思政的价值内涵

根据《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义
务教育物理课程在重视科学素养的同时,致力于激

发学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 引

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和

动机,树立科技强国的远大理想[5].《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2022年版)》指出,义务教育要使学生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育人要求正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义务教育中的体现.具体而言,义务教

育物理课程思政的价值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认识到物理对个人、社会、国家的重要性,

体会个体通过物理学习所生成的对生活的胜任力和

影响力;

(2)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自身学习联系起

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而学习.
在设计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思政时,应当注意把

握促进价值观内化的关键要素,将以上价值内涵融

入实施过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3 价值内化及形成动机的理论依据

已有研究表明,内在动机是创造、责任、健康行

为以及持久改变的核心所在;问题不是“如何激励他

人”,而是“人们怎样才能创造条件让他人激励自

己”,利用内在动机而不是外部控制促进学习时,效

果会更好[7].因此,要实施物理课程思政,应当重视

创造条件使学生主动认同、内化价值取向,形成内在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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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决 定 理 论 (self-determinationtheory,

SDT)是人本主义的一个动机理论,由美国心理学

家Deci和Ryan提出,关注人类的行为在多大程度

上是自愿的和自我决定的,对价值观内化与激发内

在动机有参考意义.该理论打破动机的二分论,根据

自我决定程度的不同,把动机看作一个从无动机、外

部动机到内部动机的连续体[8](图1).无动机是完

全无目的、无意向、无自我控制的状态;外部动机分

为外部调节(与获取报酬或避免惩罚相联系)、内摄

调节(与自尊或自我价值密切相关)、认同调节(认识

到行为的重要性而认同规则)、整合调节(内化程度

最高的外部动机);内部动机则是人们受本身的兴趣

驱动、行为完全自主的状态.

图1 动机连续体示意图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内

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环境因素支持自主的需要

(theneedsforautonomy)、胜任的需要(theneeds

forcompetence)、归 属 的 需 要 (theneedsfor

relatedness)3种心理需要的满足时,就会促进这一

过程的发展.当环境使个体体验到自主性或者个体

在某个活动中的自我决定程度较高时,他会感到自

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为,参加活动的内部动机就会

提高;当个体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某个活动时,能最大

程度地调动其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当个体被周围环

境或其他人理解、关爱和支持,体验到归属感时,会

表现出更强的自主动机和环境适应能力.
因此,要促使学生主动内化价值取向、形成内在

动机,应当重视学生与实际生活的交互过程,在课程

思政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调用环境因素创设

活动情境,满足学生的自主、胜任、归属需要.

4 课程思政的实施载体

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不能仅仅依赖于封闭

在课堂空间的认知学习,必须立足学科社会实践活

动[9].因此,要实施物理课程思政,不能仅仅把课程

思政的素材和活动呈现给学生,而应该通过价值引

领的方法,选择指向正确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为学生

主动内化价值取向创造条件.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内容分为“物质”“运动与相

互作用”“能量”“实验探究”和“跨学科实践”5个一

级主题,可分为三大部分:前3个主题是初中物理的

科学内容,融入了核心素养的要求,侧重物理观念的

建构;“实验探究”主题强调物理课程的实践性,培
养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思维能力以及严谨、实事求

是等科学态度;“跨学科实践”主题侧重物理学与现

实生活的关联,强调对知识和能力的综合运用、实践

关联,能够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体验物理学效能感.
效能感研究始于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自我效能

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自

主判断[10],本文“物理学效能感”指的是个体相信物

理学能够改变生活、成功对现实生活产生预期影响

的判断.课程内容的三大部分、五大主题相互渗透、

各有侧重,在物理学科的教育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图2).

图2 课程内容的侧重点及功能

作为新课标新增的课程内容,跨学科实践包含

“物理学与日常生活”“物理学与工程实践”“物理学

与社会发展”3个二级主题.其中,物理学与日常生

活强调运用所学内容发现并解决现实问题、指导个

人行为;物理学与工程实践强调从古至今物理学对

工程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物理学与社会发展强调

通过所学内容理解物理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增强

个体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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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跨学科实践是联通物理学科与现实生活的

重要桥梁.新课标对跨学科实践的要求非常重视对

学生关于物理学科的“价值感”的培养,力图使学生

在跨学科实践中体会物理学的魅力和价值,激发学

生对物理学的求知欲,主动探索物理世界(图3).

图3 跨学科实践体现物理学的“价值感”

生活经验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载体,是进行道

德思考的现实基础[11],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离不开与

现实生活的交互.结合新课标的要求,跨学科实践在

重视综合性、实践性的同时,非常注重对学生的价值

引领:一方面,跨学科实践通过联通物理学科与现实

生活,使学生体验物理学效能感;另一方面,跨学科

实践还可以通过融入实践活动的价值选择,唤醒学

生对自我的判断和对意义的选择性认同,主动地接

纳、内化,形成价值观.因此,跨学科实践是实施课程

思政的重要载体.

5 课程思政的设计要素

根据物理课程思政的价值内涵,开展课程思政

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图4),一方面要注意使学生在

参与过程中通过综合运用所学内容完成真实而有价

值的实践任务,从而生成对真实世界的胜任感和物

理学效能感;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导,给
学生提供自主选择价值取向的机会,对学生的正确

选择及时予以肯定和强化,帮助学生将民族复兴梦

内化为自身价值观,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努力

学习.

图4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思政设计要素

5.1 体现物理学效能感的设计要素

为使学生产生对真实世界的物理学效能感,在
物理课程思政的设计过程中应当注意真实性、价值

感、能力匹配的关键要素.
首先,真实而有价值的问题可以帮助学生意识

到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所能对现实世界产生的影响,

切实体会到物理学的价值,使学生在问题解决的过

程中获得成就体验,激发学生探索物理的动机.其
次,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体现物理学

效能感的活动设计当中,应当注意使问题难度匹配

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为学生提供带有适当难度的

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
5.2 体现价值观内化和内在动机的设计要素

要实现物理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还应注意自

主、胜任、归属需要的满足,促进学生价值观内化,形
成自我成长的内在动机.

(1)自主支持.教师在课程思政活动中应当注

意给学生提供丰富的自主支持,如为学生创设自由

选择的机会、给学生搭建表达自我的平台、对学生的

感受进行及时的动态反馈等等,让学生成为课程思

政活动的中心,体会高水平的自我决定程度;同时,

教师还应当注意给学生提供价值选择的机会,让学

生体会到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国家、社会、人类的影

响,明确民族复兴对物理人才的需求,引导学生自主

地将人才需求内化成为自身的成长目标.
(2)胜任满足.胜任的需要与班杜拉的自我效

能感具有相同的意义,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胜任

某活动的信念.在设计并实施课程思政时,教师要注

意为学生提供适当难度、恰到好处的挑战,使学生获

得成就体验,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通

过积极努力能够达成目标,感受自我效能感与物理

学效能感,建立物理学的价值信念,相信自己能够通

过物理学习实现目标、胜任现实.
(3)归属认同.归属感是个体接受他人信念或

价值的必要条件.教师应当发挥过程性评价的作用,

使个体及时感知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受到他人的关

心,自己的价值选择与正确的价值观相符,使学生获

得归属感,主动内化其价值选择,激发内在动机.

6 结束语

物理课程思政作为一种价值观教育,不仅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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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方面展开研究,更应该从学的方面展开研究.要
注重课程思政育人内涵的实现机理,从“学”的角度

研究学生内化价值观、形成内在动机的心理路径,为
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提供价值引领.在进行课程思

政的设计与实施时,应当注意真实性、价值感、能力

匹配、自主感、归属感、胜任感六大要素,同时重视发

挥跨学科实践关联所学与现实生活的重要功能,使
学生在指向正向价值取向的真实实践活动中体会物

理学的价值,实现物理课程的育人功能.同时,在义

务教育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中,迫切需要将课程思

政与学生心理学相结合,探索以学生主动价值内化

为目标的实施路径,为物理课程思政提供价值引领.
参 考 文 献

[1]赵宁.“课程思政”融入初中物理课堂的育人价值[J].物

理教学,2022,44(11):39 42.
[2]范永梅.基于协同理论的物理课程思政资源开发策略刍

议[J].物理教师,2022,43(11):29 31.
[3]尹庆丰.“课程思政”融入高中物理课堂教学初探[J].物

理教师,2020,41(6):69 72.
[4]王平.着眼于情感:以促进学习为目标的价值观教育

[J].教育学报,2022,18(1):44 53.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

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7](美)爱德华·L.德西,(美)理查德·弗拉斯特.内在动

机:自主掌控人生的力量[M].王正林,译.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20.
[8]刘丽虹,张积家.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及其应用[J].华

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53 59.
[9]许晓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学习活动设计[J].思

想政治课教学,2019(7):44 46.
[10]陈平.分层设计 异步推进 增强自我效能感 ——— 从自我

效能感视阈谈初中物理分层活动单教学[J].物理教师,

2012,33(7):25 26.
[11]王雅丽,鞠玉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德育

课程的隐性视角探索[J].中国电化教育,2021(3):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58 63.

(上接第79页)
[27]郑友进,陈玥洁,左桂鸿.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物理教学

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

47(3):59 61.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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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张王曦月,周琦,蒋小康.大学物理中的课程思政———以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21,

13(27):157 159.
[30]贺梦冬,朱彦华,李建波,等.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育内

容的四个关键着力点[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0,

41(3):77 79.

TheoreticalProbeintoSeveralConcrete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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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acticecanbeconductedcorrectlyundermaturetheory,asistrue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courses.Quiteafewphilosophicalconclusionscanbeinferredfromphysics,which

provesthesamerootsofmarxistprinciplesandphysics.Manyusefulphysicalmaterialsinhistoryofphysicscanbe
employedtocultivatescientificspirit ,family-nationsentimentandsoon.Theytogetherdemonstratethe
advantage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courses.Theexplicitdefinitionto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lementsandcontents,andthesystematizationofthecontentscontributetotheconstructionofthe
theoreticalsystem 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physicscoursesandhelpclarifytheboundary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tents,andavoidunitary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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