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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强调各种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向同行,实现协同育人,从而培养

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物理是理工本科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具有学生覆盖

面广、知识点多等特点,涵盖有一系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该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是十分可行的.文章以恒定

磁场章节为例,探讨了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及课堂融入方法.通过组建教学团队、优化教学大纲等途径,在课程教

学中更好落实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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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以构

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作为基本形式,将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

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

引领”的统一[1].
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对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和专业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擘画了施工蓝图.目前全国

很多高校都在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深
入挖掘基础课、专业课中蕴藏的思政元素,提升课程

思政育人实效,从而培养出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

责任心,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现

代化建设人才.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相互作用和物

质运动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及其相互转化规律的科

学.以物理学基础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是许

多本科院校理工科学生一门重要的公共必修基础

课,由力学、热学、电学、光学、磁学等模块组成.每个

模块都展现了一系列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

影响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对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形成辩证

唯物主义世界观有着重要的作用[2].因此,在大学物

理教学中进行思政教育不仅可行且具有明显优势.
本文以马文蔚改编的《物理学》(第五版)第七章恒定

磁场内容为例[3],深入探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及其

融入方法.

2 恒定磁场章节中蕴藏的思政元素及课程融入

方法

2.1 利用物理学史及现代科技引导学生树立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

电磁学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伴随着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而发展.我国在春秋时期已经

发现了磁现象,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的《管子·地数

篇》中就记载着:“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随着对磁

现象的认识,古人又发明了指南针(古时称罗盘).最
早记载在北宋时期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方家以

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我国

关于指南针的记载比西方早了100多年记录,属于

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另外沈括在实践中已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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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磁偏角,比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航行中观

测到的地磁偏角现象早400多年[4].然而由于我国

古代科学家过多关注应用而忽略其中的原因,缺乏

对现象本质的深刻探究和理论说明,18世纪中国

的技术已经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这些题材不仅

彰显了我国先辈观察敏锐细致、勇于实践创新的中

华优秀精神,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在科学领

域的不朽成就,从而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其

树立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能让学生意识

到落后就要挨打,进而激发起学生心中的爱国情怀,

从而提升其思想觉悟和学习兴趣,培养脚踏实地的

学习态度.
除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高新

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讲到霍尔效应时,可
以引入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带头组成的团队发现量

子反常霍尔效应.这项研究成果将推动低能耗晶体

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展,使超低能耗的高速电子器

件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美国《科学》杂志的评审

也给予其高度评价:“这篇文章结束了对量子反常霍

尔效应多年的探寻,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我祝

贺文章作者们在拓扑绝缘体研究中作出的重大突

破.”再比如,讲到磁介质或高温超导时,可以引入我

国从20世纪80年代对磁悬浮技术展开研究,到

2019年自主研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磁悬浮试验

样车线上成功试跑,该样车时速可达620km/h,最
高时速可达800km/h.

总之,通过将中国古代成就和近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引入教学,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接触科技

前沿的同时,还可以激发他们奋发图强的精神状态

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

下坚实基础.
2.2 通过物理定理定律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科学

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实事

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理性精神,包含理性、实
证、求实、求真、探索、创新、协作等精神.物理学是研

究物质运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其包含的每个知

识点都是研究某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比如机械运动,

电磁运动、分子热运动等不同的运动形式.而每一种

运动形式都由满足其自身规律的物理定律所约束.
在定律的推导过程中,含有众多的科学思想与探究

方法,通过定理定律的推导学习能够培养学生勇于

探索、追 求 真 理 的 科 学 精 神 与 严 谨 求 实 的 科 学

态度. 
比如,毕奥 萨伐尔定律是电磁学中的一条重要

基本规律,对电磁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也是学生定量求磁场用到的最基本方法.但是由于

定律本身涉及矢量表达和三维表示,而教材一般只

给出定律的文字和公式表达,学生在理解上有一定

的难度.因此,引入之前可以先回顾定律的提出过

程:电流能产生磁效应这个消息传到法国之后,毕奥

和萨伐尔决心寻找电流对磁极作用所遵循的普遍规

律,他们设计出巧妙的实验,通过测量振荡周期间接

测量载流导线对小磁针的作用力,将难以测量的力

转化为易测量的周期,并用补偿法消除地磁场的影

响,从而提高了实验的精确度.经过一番不懈的努

力,终于发现了电流对磁针作用正比于电流强度,反
比于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且作用力垂直于磁针到导

线的连线方向.紧接着拉普拉斯帮助他们把实验结

果表示成微分形式,从而得出了毕奥 萨伐尔定律.
从实验到结果仅仅用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实现

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电流磁效应的定量研

究成果[5].毕奥 萨伐尔定律的建立过程中涉及实

验、数据处理、理论分析等物理学研究的几乎所有重

要环节,蕴涵着许多重要的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通
过讲解定律建立的背景和过程,让学生体会到科学

需要探索新事物的热情,并且学会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探究精神以及协作

理念.
再比如,推导恒定电流产生磁场中的安培环路

定理时,以无限长载流直导线激发的磁场为例,分4
种情况讨论,第一种为圆形环路包围电流,第二种为

任意环路包围电流,第三种为电流在环路之外,第四

种为环路包围多根载流导线,整个推导从易到难,从
特殊到一般,进行不断地变化,最终得出恒定磁场中

安培环路定理的一般表达式,然后讨论环路绕行方

向和电流正负的关系并举例说明其应用,让学生亲

身经历安培环路定理的发现和使用过程,引导学生

理解在科学探索中要实证、求实、求真,从而培养严

谨治学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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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知识讲解中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

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

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历史而创立的,是关于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同时也是人们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方法

的指导思想.对大学生而言,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有助于自我定位,正确认识与他人、与社会的关

系,树立崇高的理想与信仰,从而实现最大个人价

值.物理学有很多内容体现由量变到质变、对立与统

一等辨证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融入

课堂.
比如引入磁场时,可以提到人们对电和磁的认

识:在最初认识电和磁现象的2000多年里,人们一

直认为电和磁之间不存在关系,后来在康德的批判

哲学思想影响下,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提出自然界

中的力、热、电(磁)、声和光等能够相互联系并在一

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此思想启发下做了系列研究,

在一次实验中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第一次把电和

磁联系起来.由此,在自然统一性哲学思想的引领

下,人类对电磁现象的认识从量变到质变,开辟了人

类对电磁现象探索和研究的新纪元[6].许多科学发

现看似偶然,其实往往有其必然性,奥斯特正是自觉

而有目的地进行长期探索,才“偶然”发现了电流的

磁效应现象.
量变引起质变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观点.

事物的发展一般从量变开始,通过量的积累引发质

的变化.在电流磁效应的启发下,安培通过不断地实

验和探究,他大胆的提出分子电流假设及“右手定

则”,推出电流元相互作用公式,正是有了安培“分子

电流”等假说这些量的积累,才激发科学家从微观层

面去思考电与磁的关系,使电磁学理论往前迈进了

一大步,为实现揭示磁性微观机制这一质变夯实

基础.
在讲到铁磁材料温度对磁性的影响时,会提到

当温度升高到某一范围时,磁性随温度急剧变化,当
温度升高到居里温度时,磁性消失,铁磁变为顺磁,

这一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升温初始会引起

金属点阵热运动的加剧,影响磁畴磁矩的有序排列,

当温度升高到居里温度时,磁畴被瓦解,平均磁矩变

为零,铁磁变为顺磁.这也说明量变是质变的基础,

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3 目前开展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大学物理课程中虽然存在很多思政元素,但
是由于课程本身知识点多,难度系数较大,开设学时

又不断被压缩,所以在该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1)组建课程思政团队,提高教师思政意识和思

政授课能力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在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任课教师不

仅应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提升人文素养和

政治意识.这就需要教师平时要多了解当前的最新

思想动态和科技动态,及时将最新的精神和热点科

技问题传递给学生.其次通过培训学习、邀请思政课

程老师定期指导以及教研室活动等,开展思政课程

融入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技能的培养,使教师们深

刻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结合物理知识挖掘思

政元素,进而把能力培养、价值引领融入教学过

程中.
(2)修改教学大纲、制定统一的教学方案

教学大纲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包含了

教学目的,授课内容,所用学时和教学重难点等,在
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时,必须以获得科学知识为基础,

以培养理性、严谨的科学精神、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

信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目标,修订课程教学大

纲,并依据大纲制定完整详尽的课程教学方案.在设

计教学方案时,案例的挑选一定要和知识点密切相

关,思政内容也不能生搬硬套的插入其中,也不是每

节课都要有思政的融入,需要将思政元素自然地融

入讲解之中,实现立德树人、润物细无声的教学

目标.
(3)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大学物理内含很多的思政元素,但是由于课时

有限,很多老师都遇到知识系统难以展开的问题.随
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线学习成为了一种比较

受欢迎的学习方式,特别是经过2020年的新冠肺炎

疫情,很多学校都推进了在线教学.因此,可以利用

线上平台及时推送有价值的、与课程有关的视频或

者阅读资料,让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对这些知识进

行了解,然后通过课堂引入,再进行分析讨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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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节省课堂时间,又通过课堂分析让学生加深对知

识的印象和理解,同时对学生的思想也有更深层次

的触动.

4 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一种立德在先、树人为本,促进学生

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而大学物理作为高校

理工科学生开设的公共基础课程,蕴含着大量的思

政元素,因此,课程中开展思政教育十分可行且具有

特色优势.
本文以恒定磁场为例,介绍了在课堂中有效地

融入爱国情怀、科学精神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3方面的培养教育,最后指出开设思政教育所注意

的问题:建好课程团队,优化教学方案,采取多元化

的教学模式.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传达给学生做人、

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效

统一,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课程思政是全体高校教师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事关我国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的百年大计,必须

足够重视,并在教学实践中认真贯彻和实施,不断完

善和提高.可能开始有些不太适应或比较生疏,但只

要坚持不懈,勇于探索,勤于实践,一定会取得越来

越好的成效.相信在广大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

课程思政将在教学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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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theIntegrationofUniversityPhysics
into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TakingStaticMagneticField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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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isacomprehensiveeducationconcept,emphasizingthateach

courseshouldwalktogetherinthesamendirectionwith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toachievecollab-

orativeeducation,soastocultivatethebuildersandsuccessorsofsocialistwithbothabilityandpoliticalintegrity.

Collegephysicsisacompulsorypublicbasiccourseforscienceandengineeringundergraduates.Ithasthe

characteristicsofwidecoverageofstudentsandmanyknowledgepoints,aswellasaseriesofscientificworld

outlookandmethodology.Therefore,itisveryfeasibletocarryou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hiscourse.

Takingthechapterofstaticmagneticfieldasanexample,thispaperdiscusses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

containedinthischapter,andthemeansofintegratingideologicalelementsintothecourse.Thebasictasksof

knowledgeimpartingandvalueguidingcanbebetterimplementedbymeansofestablishingteachingteamand

optimizingteachingprogram.Byformingteachingteamsandoptimizingthesyllabus,collegeteacherscanbetter

implementthefundamentaltasksofknowledgeimpartingandvalueguidanceinthecourseteaching.

Keywords: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llegephysicsknowledgeimparting;value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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