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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方略;课程思政作

为高校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正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大学物理课程作为高校理工科专业学生的一

门公共基础必修课,在实施“课程思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也伴随着亟待破解的难题和挑战.物理学深邃厚

重的历史底蕴、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严密的推导和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为大学物理课程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思政

教育元素和资源.基于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实践,从实施思政教学的必要性、实施思政教学的途径以及实施过程中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3个方面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进行探索和思考,使大学物理课程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满

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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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运动形式、相互

作用以及转化规律的自然科学.物理学所展现的科

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影响着人类对物

质世界的基本认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是
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物理学以深邃厚重

的历史底蕴、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洞悉万物的科学

思维、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潜移默化的人文价值和

引领科技的基础作用,为大学物理课程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思政教育元素与资源,也铸造了物理课程的

鲜明特色[1].
物理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其中蕴涵的规律和

定律都来源于生活,但总结的定理和定律又升华到

哲学思想.正如牛顿的微积分思想,用微分代替变

化,用积分延续发展,在dt时间里面变,就成了不

变,站在不同的立场,辩证地研究问题.从思想变成

哲理,需要时间和空间的沉淀,更注重思想的升华和

共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仅仅

靠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获得快乐而又有尊严的

生活,虽然通过专业教育可以使他成为一部有用的

机器,但不能造就和谐的人格,学生必须对美和良好

的道德有深切的感受……”[2].可见理工科的专业课

程应该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将所学知识通过

沉淀,涌现出道德感受和崇尚理念.长期以来,发现

相对于人文社科类的课程而言,理工科的课程似乎

存在着育人功能不显著,甚至被淡化和忽视的现象,

因此理工类课程教学必须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实现

立德树人.
大学物理课程以物理学基础知识、基本规律和

方法为主要内容,其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与手段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体系.在大学物理

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创新课堂教学,改革教

学方法,加强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觉悟,提升育人能

力,使大学物理课程成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2 大学物理课程实施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1)回归教书育人本质.习总书记强调,要坚持

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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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

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的根

本任务[3].各门课程都要回归育人的本源,大学物理

课程,作为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主战场,也毫不

例外.
(2)大学物理课程,作为理工类专业学生进入大

学校园的第一门基础必修课,因受众面广、理论实践

结合强,大学物理课程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因
此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素养以及正确的价值

观和世界观迫在眉睫.将理工类课程深挖思政元素,

推陈出新,与人文社科类的思政教育齐头并进,培养

学生的学习乐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教学过程

中,细化科学素养,系统了解课程理论,丰富课程的

内涵,促进课程教学不再呆板、枯燥,使学生能够享

受学习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想引领和应用价值.
(3)课程思政作为高校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模式,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探索立德树人引领物

理课程建设,将思政元素与物理课程建设相互融合,

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3 大学物理课程实施思政的教学途径

(1)以物理学史为主线路,以物理学家故事为契

机,发扬爱国情怀、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物理学史为主线路,从经典物理学到近代物

理学发展,从国外到国内,每一位科学家对待自己的

研究工作都是孜孜不倦,持之以恒.许多可歌可泣的

爱国故事,一直激励着研究工作者,不断前进,不断

克服困难,不断完善理论建设.通过这样的事迹讲解

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实现育人的效果.
在讲解火箭模型时,引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

故事,他赴美留学,学有所成之后,毅然决然地回到

祖国.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
的归宿在中国,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

自己的国家,让我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同时可以适时地穿插科技前沿的故事,比如:世界上

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潘建伟院士团队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讯

卫星的实例等等,让学生为自己祖国的伟大成就而

感到自豪,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讲解

电磁场时,麦克斯韦预言电磁波的存在,赫兹为了证

实电磁波的存在,在两年多时间里,做了无数次的实

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最终用自己设计的实验装

置检测到了电磁波的存在,为后来的无线电通讯和

雷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

大的物理学家,把频率的单位用“赫兹”来命名.科学

家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贯穿整个物理学,所有的定理、

定律无一不凝结着科学家们的心血.将物理学家的

故事很好地带入教学课堂,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动

力,培养其高尚的品质.
(2)寻求物理定理和定律的美育与对称,体现科

学素养的崇尚精神

物理学科作为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有着丰富

的理性资源,对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近代自然科学正是突破了宗教的牢笼,放弃对

神的崇拜,以理性的思维看待和研究世界,从而建立

起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厦[4].
在讲解力学部分,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入手,研究

对象涉及质点、质点系、刚体、理想流体等等,采用唯

物辩证理论,提出科学的认知方法,忽略次要因素,

从哲学思想研究问题,得到统一.如牛顿第二定律

F=ma,讨论力对时间的积累效应I=∫
t1

t0
Fdt,将过

程量通过积分变成瞬时状态量,力对空间的积累效

应A=∫
r1

r0
Fdr,将过程量转换成状态量.不管是质点

还是质点系都符合这两条定理,谈到了动量和动能,

就有了动量守恒定律和机械能守恒定律,严密的推

导过程,无不感受的物理学严谨和科学家伟大的思

想的建设过程.同样在刚体力学研究中,M =Iα 与

牛顿第二定律,异曲同工之妙,∫
t1

t0
Mdt是力矩对时

间的积累效应,∫
θ1

θ0
Mdθ是力矩对空间积累效应.为

了和质点相对应,力矩的功就是力的功,适当在理论

知识上增加色彩修饰,寻求美感.自然角动量定理和

刚体转动动能定理就完全给出,守恒定律也就迎刃

而解.
同样,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虽然走了很漫长的道路,但是他们的思想建设都包

含着物理学的美育和对称,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伽
利略变化、时间和空间不依懒于参考系,到爱因斯坦

提出的相对论、空间和时间都依赖参考系、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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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很好地解释了

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两种理论都在寻找物质运

动的规律,体现两种不同运动的特征.我想,爱因斯

坦当年在建设相对论时,他也在考虑对称和美育,他
并没有摒弃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只是加以微观修

正,通过某种平衡,寻求新的发展,推论新的认知

观点.
同样,法国理论物理学家德布罗意,18岁开始

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历史,1910年获文学学士学

位.1911年,他听到作为第一届索尔维物理讨论会

秘书的莫里斯谈到关于光、辐射、量子性质等问题的

讨论后,激起了对物理学的强烈兴趣,特别是他读了

庞加莱的《科学的价值》等书后,转向研究理论物理

学,1913年,又获理学学士学位.创造了物质波理

论,从事物的发展理论,结合严密逻辑推导和科学精

神,创造了真理.因此寻求物理定理和定律的美育与

对称,充分发掘物理学科理性的精神,培养学生对待

科学素养的崇尚精神,从理性思考到思想的建立,不
断研究,实施创新创造.

(3)抓住大学物理实验教学,提高诚实守信和团

队协作意识养成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作为大学物理课程有机组

成部分,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中间纽带.在大学物理实

验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因素,丰富课程内涵,课程

教学不再枯燥乏味.
物理实验的操作过程、数据采集、创新环节、实

验分析都需要学生按照设定的步骤逐步完成.实验

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问题,在设计性实验,大家可以集

思广益、献计献策,通过探讨商议,学会倾听和接受,

最后完成实验报告撰写,提出实验改进和创新总结.
通过实验过程增强学生团队协作意识,面对困难,迎
难而上,同时塑造自己坚韧的性格.除了规范操作实

验,还要学会爱护公物,对精密仪器轻放轻拿,维护

实验室的卫生,养成良好习惯.
抓住实验教学环节,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诚实

守信、踏实做人、认真做事、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有
力地推进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教育.

(4)细化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纲,将思政教育融

入具体教学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理工类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

课,面向学习专业广泛,针对不同的专业,细化该专

业的教学大纲.比如机械工程类,适当增加刚体动力

学和理论力学课时,计算机信息专业增加量子理论

和量子通信技术课时,制定详细的教学大纲,根据专

业需求,将具体对应专业的思政教育融入到课堂教

学,从而充分提高学生的专业认知、专业素养学习,

以思政教育的核心思想,指导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学

习、创新学习.
(5)强化教师队伍思政建设能力水平培养

新时代、现代的教育理念,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中,切实发挥教师在课程思政中的主体作用,积
极作为、主动作为、创新作为.不断增强教师教书育

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要加大力度培养教师开

展课程思政建设的能力和质量,通过名师示范、教师

培训、教改研讨、课程思政工作坊等措施,促进课程

思政与学科之间的融合、互动、交流,共同探索理论

联系实践,实现教书育人的协同效应.

4 大学物理课程实施“课程思政”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创新思政课改革时指出,

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

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

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

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

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5].这 “八个统

一”对于开展大学物理课程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因此,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课程思政定位.通过课

程思政建设,把师生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

来.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构建课堂教学具体实施;教师身体力行,

切实将课程思政内化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结合教学落实好“三
全育人”,实现知识性价值性、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

的结合,促进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成长培养[6].
4.1 “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切忌单一化

大学物理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中,不能

只是通过文字形式枯燥地讲授,应点滴积累,探索

“课程思政”与大学物理知识的完美结合,使得二者

相辅相成.在课堂上应该采取图片、视频、动画或者

演示实验等多种授课方式,在课外还可以通过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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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抖音、公众号等丰富多彩的现代信息技术融入

方式,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学生讨论建设

学科思政园地,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从系统的

推理,演绎到思想升华;从实践的操作,提炼思想的

精髓,切实符合大学物理的课程建设“课程思政”,深
切让学生感受到大学物理的学习兴趣.
4.2 “课程思政”的实施要与时俱进 持续发展

大学物理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中,教师

应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科技前沿、课程相关热点,实
时更新课程思政理念,提升“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
“课程思政”的实施是近年来高校教学改革的新方

向、新策略.根据学科的特点结合思政要求,贯穿在

教学的过程当中,长效持续发展.需要师生共同努

力,在大学物理及其他课程中,保持“课程思政”实施

的连续性,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和育人效果.

5 结束语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创新

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方法,加强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

觉悟,提升育人能力,使大学物理课程成为立德树人

的重要阵地,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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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andThinkingonIntegratingCurriculum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ducationinto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

ZhangLei CaoXinwei ZhangYanli ChengZhen
(SchoolofMechanicalandMaterialEngineering,Xi′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Xi′an,Shaanxi 710065)

Abstract: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isthenewstrategyofXiJinpingthoughtof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toguid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Asanew

teachingconceptandmode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constructionisattracting

moreandmoreattention.Universityphysicscourse,asacompulsorypublicbasiccourseforscienceandengineering

majors,hasuniqueadvantagesintheimplementationof“curriculum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butitis

alsoaccompaniedbyproblemsandchallengesthatneedtobesolved.Facingtheprofoundhistoricalbackgroundof

physics,rigorousandrealisticscientificspirit,rigorousderivationandmaterialisticdialecticalresearchmethod,it

providesrichandcolorful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elementsandresourcesforuniversityphysicscourses.

Basedontheuniversityphysicscurriculumteachingpractice,fromthenecessityofcarryingouteducationteaching,

andtheimplementationofeducationteachingwayintheprocessoftheimplementationandtheproblemsand

challengesfacingthreeaspectsofuniversityphysicaleducation “courses”toexploreandthink,to makethe

universityphysicscoursebecometheimportantfrontforkhalidents,meetthedemandofstudents′growth

developmentandexpectation.

Key words:university physics;curriculum ideologicaland politicaleducation;to educatethe people;

ideologic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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