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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新授课中的“导入”环节是课堂讲授中的起始性、关键性环节,对新知识的进修非常重要,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乐趣,激起他们的求知欲.课程思政内容可以发挥思想引领、铸魂育人作用,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论文研究如何挖掘课堂导入环节的思政元素,有效地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过程中,

而不是生搬硬套,真正实现课程思政的“盐溶于汤”“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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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各高等学校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课程思政”核心理念的最终目的在于以德育

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

全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课程思政”理念的唯一途径

就是使“立德树人”成为每位教师的神圣使命和工作

职责.教师应牢记“教书育人”的本质,掌握学生需

求,以学生为中心,在此基础上挖掘课程内容所包含

的思政元素,密切关注教学整体环节,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目标,设计形式多样的导入策略方案,潜移

默化地帮助学生增强物理学科理解的同时,塑造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达到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相融合,从而实现全方位育人这

一目的.
“导入”,先“导”再“入”,教师利用“导”这个环

节,以知识的传递为目标,通过一些教学素材,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从课

前散漫的状态切换到学习状态的主要形式[1].“入”

则是指学生从先前学习的知识,或参加的活动中的

思维过程的转变,从而引入到新的学习内容中.现在

大多数教学导入环节中,教师普遍重视理论知识的

导入,比较容易忽视在导入过程中对学生思想道德

的培养.
本文提出,教师在课程导入环节中可以根据知

识点的涉及内容与分布情况,适当挖掘思政元素,穿
插对学生科学素养、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民族意识

的培养,结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从而帮助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这些观点对

于培养学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1 传统导入环节现状

  在当前的中等教育阶段,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提
高学生的做题能力和考试成绩,大部分的导入环节

过于刻意,以导入为目的的导入现象比比皆是;或

者在课目紧张时,我们将忽略介绍环节,直接用 “我
们上节课学习了……,这节课我们开始新的学习

……”,对于课堂开始,导入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完全

被忽略[2].
大多数教师普遍习惯于把传统的旧知识复习作

为一节课的开始,认为只要引入新的教学内容,学生

就可以进入新的知识环境,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

样;引入环节过于单一,这会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产

生影响,课堂上很难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学生也很

难从课前的松散状态转换.在导入过程中,教师可以

设计一些新颖创新的点,巧妙设计涉及实验、多媒

体、时事新闻等资料的知识点,以简短有趣的形式进

行新课,对学生和教学内容利大于弊.
中学教师为了学生的深造,一般注重学生对知

识点的掌握和解题的准确性,因此对导入环节重视

不够,容易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情感和态度变化;

有的教师课前没有把课准备好,讲解知识时思维中

断,不得不转移话题.还有一些教师对课本知识不熟

悉,没有内化于心,缺乏语言和知识的逻辑性和严谨

性.教学过程意味着教与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

意学生的反馈.教师可以在导入过程中进行设计,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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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彻底杜绝一位教师“满堂课”“独
角戏”的现象.

2 课程思政元素对导入环节的正向作用

2.1 知识理论方面

导入是开始课堂教学的第一步,它决定了一堂

课的节奏.人文主义者马斯洛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学

习的欲望和本能.学习的过程是由内而外产生的.在
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根据自己不适应的情况激发

不同的学习动机,从而产生不同的学习需求,主要是

基本需求和成长需求[3].教师通过传授知识满足学

习者的基本知识体系需求后,也以自己的方式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价值观.教师的认

知和行为在学生成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导入环节是

初始环节,即教师通过设计指导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动机,使学生需要学习物理知识,从而为后面的教学

环节打下基础.根据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对教学内

容的分析,教师因材施教.在教授学科知识的同时,

向学生传达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十分

必要的.因此,从理论层面分析,教师在引入新课过

程中从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3个层面入

手,从而实现全方位育人,实现教学的最优化.
2.2 探究实验方面

物理实验对于帮助学生奠定学科基础,掌握学

科内容和学习方法,为物理教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它
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发展学生的学科思维,拓宽学生

的抽象理解能力.实验教学能直观地激发学生学习

物理的激情,产生积极的学习动力,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在涉及实验的物理知识一章中,实验可以作为

知识学习的介绍,而不是仅仅在课后或实验课之后.
例如,在高一讲解物理知识的 “抛体运动”过程中,

教师向学生提问,“两个相同的物体在同一高度同时

释放,分别做平抛和自由落体,哪个先落地?”学生思

考问题后,用实验来验证和分析,最终得到正确答

案.采取这种形式,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行知识

教学,又能促进学生的课堂参与,形成积极向上的教

学氛围.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 (2011版)》(以下简

称《标准》)强调,要提高学生的动手实验能力;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想象能力、

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4].用实验引入的课程,不仅

可以树立学生的科学探究意识,培养科学素养,还可

以在实验环节培养《标准》中要求的能力,还可以帮

助提高师生之间的互动,避免教学形式过于单一和

教师 “独角戏”的现象.

3 导入环节结合“思政元素”的部分案例分析

3.1 以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为切入点的系统性

旧知导入

旧知识的导入方法是物理教师在学生已有的知

识经验和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旧知识的检验分析

引出新知识,让学生发现新旧内容之间的联系点,从
而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的导入方法[5].在讲解圆周运

动时,可以在导入环节展示太空中的实验室并向学

生介绍知识背景.1896年,空间站概念第一次被提

出.1971年,前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首个空间站

“礼炮一号”,2015年,美国宣布将建造一座直径

100m、长400m的新型空间站,成本将近3000亿美

金.而就在2016年的9月,我国也发射了自主研发

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为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发射第二个目标飞行器,是中国首个具备补加功

能的载人航天科学实验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绕地球

沿轨道运转,这种运动称为圆周运动,是一种常见的

曲线运动.游乐园中的旋转木马、天花板上的吊扇以

及洗衣机中旋转的滚筒都做的是圆周运动,学生在

前面已经学习过曲线运动的相关知识,对圆周运动

的学习做了铺垫.通过以上案例的讲解,帮助学生在

构建圆周运动概念的同时,能够了解国家的科研成

果,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对自己的奋

斗方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从而树立正确人生观、世
界观以及价值观.
3.2 以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为切入点的新颖性多

媒体导入

多媒体导入法是物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

媒体或其他直观教具来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并提出

教学问题的导入方法.多媒体导入法的形式包含视

频、图片、图表、模型、教具等[5].在讲解行星的运

动———开普勒三定律时,可以给学生们播放电影《爱
乐之城》中的一个片段,男女主角在好莱坞附近的格

里菲斯天文台翩然起舞,而天文台中最显眼地方所

放置的仪器就是证明地球自转的实验设备———傅科

摆,它是为了纪念法国物理学家莱昂·傅科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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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该设备人类第一次通过简单的方法证明了

地球的自转.浩瀚的宇宙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从古

至今,人们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探索.希帕提娅试图

捕捉天体的运动规律,可在公元4世纪只能观星的

罗马帝国,最基础的问题也足以让他穷尽一生的思

考.通过多媒体的导入,提高学生物理学习兴趣,增
强学生对自然界奥秘探索的欲望,提升学生的课堂

专注度,通过了解科学家的探索历程,挖掘知识点产

生背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对科学探究执着的态

度以及对科学事业的热爱.
3.3 以前沿科普和科学态度为切入点趣味性学史

导入

学史导入法是物理教师通过讲述一个与新课内

容密切相关的事例(包括热点新闻、历史故事、奇闻

轶事等)作为一节课的开始,通过事例的讲解,帮助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导入方法[5].例如在讲平抛运

动时,可以以科普世界奇观为导入开始一堂课的讲

授.一亿两千万年前,超级板块泛古陆发生破裂,诞
生了后来的美洲与非洲大陆,在美洲大陆阿根廷与

巴西的边界处,水流不断侵蚀着熔岩冷却形成的玄

武岩,最终形成了82m高、4000m宽的悬崖,这就

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伊瓜苏大瀑布的由来.瀑
布在飞出悬崖的瞬间有一个水平方向的速度v0,如
果不考虑空气阻力,水流飞出后,只受到重力的作

用,这样的运动称为平抛运动.以这样科普的形式导

入知识点,生动有趣的物理学史既能提升学生学习

兴趣,也可以拓宽学生知识面.自然界中的很多现象

都可以在物理的学习过程中找到答案,学生们学会

知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通过物理的学习,学会观察生活,形成严谨的科学态

度,能够熟练地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
3.4 以科学素养和实践探究为切入点的启发性实

验导入

实验导入法包括教师演示实验、学生动手参与

实验两个部分.教师演示实验相对来说直观生动,能
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学生动手参与实验则是重在

培养学生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观察能

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内部学

习动机[6].物理学虽然是一门科学学科,但也可以走

出教室,带领学生在生活中感受物理.在讲解曲线运

动这一章节时,可以带领学生去学校体育馆或者操

场借助可移动电子白板授课.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

提下,借助足球或者羽毛球,让学生亲自体验球飞出

后的运动轨迹,通过智能手机录制球离脚后的运动

情况,进而开始讲解曲线运动的相关知识点.在

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英格兰只要战平

对手,就能确保出线,可在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他
们落后一球.直到最后1min,贝克汉姆在禁区前弯

弓搭箭,用一记“圆月弯刀”式的任意球,攻破对手球

门,带领英格兰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师生在互动中既

学习了物理知识,又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在欢

乐融洽的教学氛围中完成了教学任务,改变学生对

物理固有的态度,启发学生对物理的探究能力.黄河

滔滔,历经九曲方能一泄入海.人生长路漫漫,不可

能永远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虽然顺利但却单调,曲线

才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篇章.

4 总结

  教学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潜在的被忽略的“课程

思政”元素,教师应该设计形式多样的教学策略,挖
掘被忽略的“思政元素”.教师的教学模式应以“立德

树人”这一教育方针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

精神,真正让学生因为热爱而学习.本文通过对个别

知识点思政元素的挖掘,倡导教师重视物理学科“课
程思政”与教学的融合,为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提供思

路,使学生在知识理解、能力锻炼以及价值塑造3个

方面都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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