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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阐述了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然后介绍了“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物理

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途径;最后对教学中如何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提出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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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8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及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1],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当今时代国际高科技

的竞争,关键在于卓越人才的竞争.而“新工科”正

是基于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国际竞争新形式、立德

树人新要求而提出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方向.“新工

科”人才培养目标是指“培养多样化、创新型卓越工

程科技人才”[2].作为综合院校理工科非物理专业学

生公共基础课的大学物理课程,承载着传授知识、培

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使

命.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思政教育思想的融入与

“新工科”理念的实施是相辅相成的.在传授物理专

业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思政元素,注重学

生科学观和价值观的引导,努力培养具有严密逻辑

思维能力、科研创新精神、家国情怀和职业使命感的

未来卓越工程技术人员.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实现全

过程和全方位育人,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3].
笔者多年来一直承担“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等工科专业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对

融入思政教育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本文首先阐

述了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然后介绍了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有

效途径,最后对教学中如何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提

出一些思考.

1 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

  首先,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院校非物理专业理

工科的公共基础课程,授课学时长、受益面广.大学

物理是现代自然科学与工程物理科学的基础,其课

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物理素养、科学思维方法和科

研创新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

础.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物理定理和定律、物理学

家与物理学史、物理实验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切

入点.这些都为大学物理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教育

垫定了坚实基础[4~6].其次,“新工科”是新时期为适

应新经济发展,高等院校所推行的高等工程教育改

革建设的具有新时代特色的高等教育科类,其人才

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数字化思维、创新创业意识和

跨界整合能力的复合型卓越工程技术人才.近几年

不同工程学科间,工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产生了一些新兴学科、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材料与器

件、人工智能等.支撑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卓越工

程师必须具备崇高的心灵和卓越的能力.培养学生

的终身学习能力、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强烈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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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使命感,不仅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

也是工科大学物理教学必需具备的新理念.因此,大

学物理教师要科学安排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模

式及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方式,将思政元素“润物细无

声”地融入其中,为培养具有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具有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型创新人才服

务.

2 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途径

(1)首要任务是激发工科大学生的求知欲.通

过介绍我国科学家在与物理课程相关的学科领域的

杰出贡献,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

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热爱科学事业的热情.例如,

在讲授光学时,笔者给学生介绍了现任我校著名应

用光学专家、工程院院士潘君骅院士潜心治学、淡泊

名利的崇高品德.潘院士将60多年的光阴全部奉献

给了我国光学非球面系统的研究工作.为了表彰潘

院士在应用光学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2019年

一颗国际编号为216331的小行星,被批准命名为

“潘君骅星”.90岁高龄的潘院士依然坚持进实验室

工作,帮助、指导年轻研究人员解决技术问题.去年

五月份潘院士为我校本科生开设讲座,分享了个人

的成长成才经历.他告诫年轻大学生:“不要攀比钱

财享受”“只要是国家需要的,都要尽责去做”.光电

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生听完报告,表示自己也会在

今后的学业道路上奋发努力,不忘潘院士的教诲,攻

坚克难,争取为祖国的光电领域贡献一份力量.通过

倾听身边的科学家的求学科研经历,激励学生热爱

自己所学专业、热爱就读的苏州大学;培养学生勇于

创新,敢于挑战,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科研品质.
(2)从内心深处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

和使命担当.以物理知识在最新科学技术中的应用

实例对学生进行科技国情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之

心,从而实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育人功能.例如在

讲授“现代宇宙学”时,可结合我国在航空航天技术

方面的重大进展,带领学生开启太空探索之旅.2020
年7月23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海南文昌发

射成功.这是中国首次执行火星探测任务.再如,在

讲授“原子核与基本粒子”时,可介绍2020年7月28

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重大工程安装

启动仪式在法国举行,本次启动的是国际热核聚变

实验堆托卡马克装置安装工程.该计划承载着人类

和平利用核聚变能的美好愿望,对于从根本上解决

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我国自2006年开始参与

ITER计划,ITER组织总干事贝尔纳·比戈在启动

仪式发布会上提到,中国以快速的工程反应和科研

进步,成为各合作方中兑现国际承诺的典范.课堂教

学过程中和学生分享我国最新工程科技成果,我国

在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的巨大贡献,自然会唤起学

生内心强烈的自豪感、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要

让学生深刻意识到:卓越工程师是人类进步和技术

革新的主力军,他们的工作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甚至影响着世界人民的未来;只要他们执着地追求,

锲而不舍地攀登,着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打造响亮

的民族品牌,我国必将迎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真正

达到传播知识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培养“新工科”

学生工程伦理素养,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3)通过渗透物理学家与物理学史教育,培养

学生的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卓越工程人才只有思

想开放,善于接受“意料之外的新现象、新信息”,才

能有助于创新.教学中尽量还原物理学家探索物理

原理、物理规律的过程,展现物理学家在研究思考物

理问题时的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研究素养,从而将科

学探究精神通过课堂教学内化于学生内心.例如,在

讲授X射线在晶体上的衍射时,笔者让学生通过查

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1895年德国实验物理学家伦

琴发现了这种奇特的新射线 ———X射线[7].他在暗

室中采用带勒纳德窗的阴极射线管实验时,为了消

除外界可见光的干扰因素,他用黑纸将阴极射线管

包起来.一个奇怪的实验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一

片漆黑的房间里,他偶然发现有一块荧光屏发出荧

光.这种荧光在磁场中不偏转,还可使照相底片感

光,具有很强的穿透性.X射线的发现,将人类首次

带入了微观世界.190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历史上

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他.事实上在这之前

英国克鲁克斯、美国古茨彼德等科学家曾发现过与

伦琴所见的类似的实验现象,但可惜没有引起他们

—01—

2020年第12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新思想 新视角



的足够关注.他们没有抓住这些异常现象,追根究底

地去研究,而伦琴却抓住了这一机遇,机遇偏爱有准

备的头脑.X射线的发现对伦琴来说是偶然的,也是

必然的,偶然中有其必然性.这正是他长期坚持对实

验探索工作的专注和执着才获得的必然成果.此外,

伦琴淡泊名利的崇高品德值得称颂.他将诺贝尔奖

金捐献给了维尔茨堡大学用于资助科学研究.他将

科研成果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人类.当今时代X射

线依然在医学诊断和治疗、生命科学、国防、材料结

构探测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通过一些有趣的物

理学家的故事不断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综合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
(4)注重渗透物理学思想方法的启发性,培养

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

发挥物理知识的理性思维力量和培养高尚人格的育

人功能,学生才能从知识学习过程中感悟思想和智

慧的启迪、获得人格的熏陶.物理学思想方法是蕴含

于物理教学过程中呈现物理教学多元价值的重要教

学内容[8].例如在讲授“热力学第二定律”一章时,

判断一个热力学过程是可逆与不可逆过程,关键看

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在系统返回原态时能否全部被消

除.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了各种运动形式的能量在

宏观过程中互相转化时在方向上受到“单向性”限

制的规律.自然界有不少现象表现出过去发生的事

情是不可能重现的,正如我国有句成语“覆水难收”.
当一个孤立系统经历了不可逆过程,系统的熵总是

增加的.熵的引入和熵增原理的物理学思想在物理

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熵理论日益广泛地应用到各个

领域.熵增带来的能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是值得

大家关注的问题.通过阐述物理定律中蕴含的物理

思想方法提高学生保护生态自然环境的意识,倡导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有效利用能源

减少熵的产生,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

主流文化.这样真正达到传授知识的同时,实现了能

力提升及价值引领,让无形的“课程思政”浸润学生

的心灵.

3 对大学物理教学的启示

挖掘大学物理课程中蕴含的丰富多彩的思想价

值和精神内涵,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基础和前提,

而如何利用好这些思政素材,充分发挥它们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则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

实践和思考.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师应发挥引

导作用,采用将专业培养与立德树人相得益彰的教

学形式和教学策略,在讲授知识同时春风化雨般地

融入思政教育.课程思政不能仅局限于课堂教学环

节,更需要延伸到课前和课后,实现全程育人.可充

分利用线上优质的 MOOC教学资源,采用线上线

下、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9].课堂教学

中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课堂小组讨

论、辩论等环节,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物理教学,即

寓“道”于教,寓“德”于教.集物理基础知识、高科技

发展成果、物理学家与物理学史、物理学思想方法于

一体的大学物理课堂,既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能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物理课程的思

政教育对大学物理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教师

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不断提高对物理

学的人文认知,提升自己政治理论修养,立己才能立

人.教师自身的德育知识和德育能力直接影响了课

程思政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其次,教师要注重物理的

专业应用性,强调物理在科技发展中的支撑及引领

作用.要主动地、有意识地关注所教专业的最新技术

发展动态,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及时将我国的

科技研究成果在课堂上呈现,向学生介绍与课程相

关的工程技术新成果,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
综上所述,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物理教学,激励

学生学习物理、立志树德,是每个物理教育工作者应

该长期坚持的工作.我们应充分发挥大学物理课程

在实施课程思政中存在的特色优势,不断挖掘积累

物理课程中的思政素材,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

入课程思政元素,优化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

式,探索出一条适合“新工科”培养目标的课程思政

新途径.真正实现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实现能力提

升和价值引领,将立德树人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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