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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当前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为指导提出了课程思政

进入了2.0建设阶段,并结合大学物理课程介绍了具体实践:在形成教学团队的基础上,了解学生思政需求,对思政

素材进行系统化的整体设计,将思政内容讲深讲厚,潜移默化地实现具有物理学科特点的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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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

会上正式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概念,这标志着课程思

政1.0的开始,课程思政建设在高校全面铺开.通过

近4年的1.0建设,解决了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问题,并涌现出很多优秀案例,但在教学中也表

现出一些问题.

2 当前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2.1 思政点碎片化 缺乏整体设计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目前的课程思政缺

乏整体设计,教师讲解思政内容时“东一榔头,西一

棒子”,一节课中或者整个章节体系中思政点过多,

分布散,教学设计和实施零散片面,没有系统化的课

程观[1],缺乏对整学期教学内容中思政点的协调安

排和全程推进.
2.2 思政概念泛化 没有学科特点

“思政是个筐,啥都往里装”,比如有的教师把与

物理知识无关的诗词鉴赏也当作物理课程思政,再
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同学科的教师都在说抗疫

防疫,却没有结合学科知识有针对性地谈,学生被重

复信息轰炸,影响教学效果.
2.3 思政教学蜻蜓点水 欠缺深度

有的教师在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上不够深入,

讲解上浅尝辄止,缺乏深度思考和反思,对思政内容

不能进行圆满的阐释和饱满的讲解,思政目标流于

形式,浮于表面,无法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准则.
2.4 教师孤军奋战 团队力量薄弱

教师们的认识参次不齐,集中研讨不足,调研不

深入等,另外,教师是迫于教学督导或者比赛压力才

进行思政设计,目标导向功利,缺乏主动性,甚至导

致个别反感.
2.5 教师为中心 不了解学生思政需求

作为教师,为了思政而思政,教学过程生硬,进行

显性的思政、“硬思政”.另外,教师只是低头设计,没有

抬头询问学生的思政需求,不了解学生,抓不住学生的

关注点,难以引导学生做到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 课程思政2.0的内涵

3.1 课程思政2.0开始的标志

为了深入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2020年5月28
日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对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更高更

具体的要求,《纲要》的出台标志着课程思政2.0的

到来,课程思政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3.2 课程思政2.0的主要特征

3.2.1 课程思政要有系统化的整体设计

  《纲要》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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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出应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结合

学科专业建设特点,对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进行有针

对性地设计.这其实是为了解决1.0的思政点碎片

化问题.
3.2.2 课程思政要有学科特色和专业特色

《纲要》指出要根据不同课程的学科专业特点和

育人要求,分类型分学科分专业进行推进和设计,使
各个专业教学院系、各位专业课教师都能在课程思

政建设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干出自己的“特
色”.这正是为了解决思政概念泛化的问题.
3.2.3 课程思政要讲深讲厚进教材

《纲要》指出,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不懈地用正

确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
情,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
感认同,坚定“四个自信”.这是为了解决1.0的思政

内容讲解“蜻蜓点水”的问题.

4 课程思政2.0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实践

4.1 形成教学团队 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把课程思政有效融入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中,

必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

我校的大学物理教学团队由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

位的教师组成,团队教师理想信念坚定,专业知识扎

实,年富力强,目标明确,善于协作,乐于分享.团队

定期研讨,借助线上线下方式混合教学,共同推进大

学物理课程思政2.0建设.
4.2 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进行整体设计

4.2.1 关于思政素材的系统化设计

表1所示为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整体设计的框

图,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力学、热学、电磁

学、光学和近代物理,与这些物理知识相关的思政素

材经过分类后主要包括4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及方

法论,中外物理学家生平,我国古代、现代重大科技

成就,物理与生活.表格中有“√”标记的地方,表示

此处教学内容主要引入的思政元素类型,比如:在力

学中主要融入“辩证唯物主义及方法论”和“中、外物

理科学家生平”,在电磁学中主要融入“中外物理科

学家生平”和“我国古代、现代重大科技成就”,这样

的系统化设计,既考虑到了所有的思政素材类型,又
避免了思政素材的分散或重复.

表1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框图

教学
内容

思政素材

辩证唯
物主义

科学家
生平

重大科
技成就

物理与
生活

思政
目标

力学 √ √

热学 √ √

电磁学 √ √

光学 √ √

近代物理 √ √

家国情
怀、科学
精神等

4.2.2 具有物理学科特色的思政目标

系统化的思政元素被融入到相应教学内容的过

程并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类似化学反应一样,
可以相互交融,促进教学开展,在达成知识能力目标

的同时,实现具有物理学科特点和符合职业教育特

色的思政目标.如表1所示,这些思政目标主要包括

五方面:家国情怀和4个“科学”———科学思想、科学

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伦理.
4.2.3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融入

在大学物理4类思政素材的系统化设计中,第
一类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融入.物理即哲学,物理

学和哲学是天生的近亲,物理学的进展不断地给哲

学提供例证,哲学经常给物理学指出前进的方向[2].
比如:磁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一种物质,物质

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是有规律的,体现了哲学里

的唯物论;麦克斯韦方程组描述的电和磁之间的关

系,体现了物质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的

辩证关系;法拉第正是在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指引

下发现了引领人类走进电气化时代的“电磁感应定

律”;人类认识光的波粒二象性的过程,是服从辩证

法中否定之否定规律;从赫兹在实验上发现光电效

应到爱因斯坦用光量子假设加以解释,体现了实践

和理论相结合的认识论规律,等等.因此,在大学物

理中要将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完整地融入课

程.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包含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

三大块,通过这部分思政素材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学生运用哲学原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4.2.4 关于中外物理科学家生平的融入

大学物理的发展过程离不开众多物理学家的参

与,这些物理学家的诞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

世界文明的进步,因此,可以通过课程搭建完整的物

—91—

2021年第6期              物理通报              大学物理教学



理科学巨匠资料库.大学物理中涉及的科学家主要

包括十大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华裔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以姓氏命名的定律或单位的科学家、中国

古代“科学”家(如鲁班、墨子、张衡、沈括……)等,

通过这些素材的融入,引导学生了解科学家的故事,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科学思想、科学伦

理等.

4.2.5 关于中国古代和现代重大科技成就的融入

“物理是科技之母”,因此应当将重大科技成就

进行全面梳理,也融入到大学物理课程中,这些成就

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我国的航天事业辉煌

成就、5G领跑世界和北斗导航覆盖全球等.通过这

些科技成就,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

自信等,同时也引导学生重视对大学物理这门理工

科专业必修课的学习.

4.2.6 关于生活物理的融入

物理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小生活也蕴含着

大智慧.表2所示是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可以使用的

一些生活实例或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关的案例,这些

实例经过系统化设计分布在不同的章节中,通过这

部分思政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创新精神、质疑精神等.比如

在讲解热力学第二定律时,可以借助空调能效比的

概念使得学生在加深对卡诺循环理解的基础上,增

强环保意识,关心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又比如在静

电感应这节课中,学生在了解生活中如何对尖端放

电进行利用或加以避免的案例后,可启发学生一分

为二地看待事物,进而指导个人的成长和生活.
表2 生活中的物理融入思政教学

教学内容 生活中的实例

力学 为什么大雁排队飞行会节约能量

热学 为什么不存在永动机

电磁学 为什么安检门能检测出金属物品

光学 看3D电影为什么要戴眼镜

量子力学 为什么量子通信无法窃听

核与粒子 为什么原子弹这么厉害

相对论 为什么黑洞可能并不是黑的

凝聚态 为什么用发光二极管照明能省电

软物质和生活物理 为什么开啤酒瓶时会有泡沫

4.3 把思政案例讲深讲厚 形成价值引领

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还要注意将思政案例讲深、

讲厚,以案例进教材为标准进行设计,最终达到引领

学生成长成才的目的.以“熵增原理”的思政案例为

例来具体说明这个问题.熵增原理是大学物理热力

学部分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以“人生以负熵为生”

为题,将“熵增原理”这一物理原理上升为哲学思想,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 因为自然状态下,一个孤立

系统的无序度是会增加的,熵也就会增加,对于人来

说,如果任熵增长,生活将越来越混乱.为了让生活

正常,需要采取措施减少熵的增加.具体怎么办呢?

通过对熵增原理的学习,我们可以采用主动做功、开
放系统、智能化等3种方法来减小熵,而这些物理方

法可以上升为相应的方法论,进而指导学生建立正

确的“三观”,做一个主动掌控生活、开放豁达、努力

提升眼界和认知的新时代大学生.这样的课堂教学

可以与学生的自身生活学习结合起来,在引起学生

兴趣的同时引导学生加深对物理定律的理解.
4.4 多渠道了解学生的思政需求 改进教学

为了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效果,我们通过多种渠

道了解学生的思政需求,包括学生对课程思政融入

的感受和态度、对思政素材、授课方法、评价和考核

方式等的需求情况,以便改进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

率.调查形式主要有调查问卷、讨论和谈话.目前学

生的反馈结果主要表现为:基本上所有学生都认为

思政课有必要,上课更有兴趣了,这也坚定了我们进

行课程思政2.0教学的信心;有的学生表示喜欢某

些思政内容多一点,因此,今后可以增加相应思政素

材的比重;有的学生表示希望体验更多的学习方式,

因此,今后应进一步改进和丰富授课方式方法,比如

在图文信息之外加入更多音视频,进行专题讲座、开
展分组讨论等.

5 结束语

通过2.0的建设与实践,使笔者深深地感觉到

课程思政对物理课来说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提高

课堂效率的催化剂,融合了思政元素的物理课堂让

学生感觉更加有意思有温度有人情味,也促进了教

师成为一个有信仰、有情怀、有趣味、有文化的教师.
“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要不断增强自身思政理论

水平.此外,思政素材要与时俱进,对于突发的热点

内容要进行及时补充,促进课程思政教学质量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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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静质量与库仑定律关系的再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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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收稿日期:2020 12 05)

摘 要:文章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论证库仑定律符合平方反比律为光子静质量等于零的充要条件的方法,从库仑

平方反比律的偏移出发,推导出光速随着传播距离的变化规律,从而证明库仑定律符合平方反比律是光子静质量为

零的充要条件,并将推导结果与量子场论观点推导结果作出比较.
关键词:库仑定律 平方反比律 光速 光子静质量

1 引言

库仑定律与光子静质量为零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库仑定律严格遵守平方反比律时,光子的静质量

严格等于零.反过来,若库仑定律出现偏差,光速将

不为常量,光子静质量不为零,即使远小于电子质

量,这样的结论都会对现有物理框架产生巨大冲击,

这将会带来一系列原则性问题:规范不变性将不成

立;电荷守恒定律将被破坏;麦克斯韦方程组将被普

鲁卡方程组取代,等等[1].
本文从假设平方反比律存在的偏差出发,通过

数学变换修正麦克斯韦方程,利用麦克斯韦方程组

推导出光速的表达式,并与量子力学观点推导出的

结果进行定性比较.

2 从库仑定律到光子静质量

库仑定律表述为:真空中两个点电荷之间的静

电力与两点电荷电量乘积成正比,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与它们之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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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Practiceon2.0Constructionof
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TakingCollegePhysicsCourseasanExample

ZhengXiaoli LiHongzhao ChengXuemei SuDan
(CollegeofAutomationEngineering,BeijingPolyechnic,Beijing 100176)

Abstract:Inordertosolvetheproblemsexistingi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thecurrentcur-
riculum,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ofcurriculumhasenteredthe2.0stageundertheguidelineofthe

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curriculum.Takingcollegephysicscourseasan

example,thispaperintroduceshowtoputideologicalandpolitical2.0intopractice:onthebasisofforminga

teachingteam,weinvestigatethestudent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needs,makeasystematicintegrated

desig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materials,elaborate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tentdeeply,andimplicitly
achievetheuniqu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eachinggoalsinphysics.

Keywords: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incurriculum;collegephysicscourse;integrated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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