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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受迫振动和共振为例,对大学物理中的课程思政进行案例研究.以塔科马大桥倒塌的工程实例引入

教学内容,将晦涩的物理知识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根据具体的物理知识点3次引入思

政元素.第一次是通过分析我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号”高铁振动消失的原因,引出我国高铁技术的成就和在国际上的

地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第二次是通过列举生活中由共振带来的危害及应用,培养学生的唯物辩证主义思维.

第三次是将机械的共振升华到思想的共振,以举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思想共鸣宣扬我国的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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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政教育,全称为思想政治教育.自2004年党

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来,国内关于大学生思政教

育的研究愈发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政教育贯穿整个人才培养

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

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1].自此,课程

思政在全国高校如火如荼地推广开来.要做好高校

的课程思政工作,就要将思政元素悄无声息地融入

课程建设全过程,真正做到“随风潜入夜”;将知识教

学和课程思政有机地结合,力争实现“润物细无声”.
然而,大学课程多种多样,种类繁多,哲学、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

管理学、艺术学这12个学科门类各不相同,课程思

政的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即使属于同一个学科门类,

比如理科,它也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以及数理逻辑

的统称,往下又可细分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

学、地理学、计算机软件应用、技术与设计实践等.即

使均属于物理学范畴的课程,也会发现众多物理课

程既有千变万化的公式,又有需要硬性背诵的常量;

既有宏观的物理学定律,又有微观的不确定原理;既

有抽象的物理模型,又有具体的受力分析.即使具体

到某一门课程,里面不同的章节也会具有不同的特

点.总而言之,课程思政本身即是一门庞大而又系统

的课程.
本文作者目前在高校担任大学物理讲师,深知

大学物理课程的重要性.大学物理课程是全国乃至

全世界各大高校理工科类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在大

学的人才培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物理涵

盖自然界物质的结构、性质、相互作用及其运动的基

本规律,该课程有着科学性强、覆盖面大、包容性广

等特点,是开展课程思政的良好载体和平台[2~4].
故,本 文 将 通 过 大 学 物 理 课 程 中 一 个 具 体 的 章

节———受迫振动和共振,来探索在大学物理教学过

程中如何具体实施课程思政.

2 知识讲解与课程思政

2.1 知识讲解

让学生们观看塔科马大桥倒塌的视频,通过情

景介绍让他们思考塔科马大桥倒塌的原因,从而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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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得到受迫振动的定义:振动系统在周期性外

力的作用下发生的振动.将塔科马大桥在风荷载作

用下的振动问题简化为单自由系统的振动问题,并

进行受力分析,利用牛顿第二定律得到受迫振动的

动力学方程

md
2x
dt2=-kx-γ

dx
dt+F0cospt (1)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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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β=

γ
m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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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并解上述方程得

x=A0e-βtcos(ωt+φ0)+Acos(pt+φ) (2)

第一项为阻尼作用下的通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

就会衰减为零.从而可以得到受迫振动稳态的解为

x=Acos(pt+φ)

可见受迫振动系统达到稳定时,应做与驱动力频率

相同的谐振动.进而可以得到受迫振动的振幅为

A= f0
(ω20-p2)+4β2p2

(3)

指出受迫振动振幅达极大值,这种现象叫做共振.根

据共振的条件

dA
dp=0

得共振频率

pr= ω20-2β2

2.2 课程思政引入一

共振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生

产生活和科技活动中.
以计算火车车厢的上下振动与接轨处冲击力之

间的共振条件为例:火车在铁轨上行驶,每经过铁轨

接轨处即受到一次冲击力作用,使装在弹簧上面的

车厢上下振动.设每段铁轨长12.5m,弹簧平均负

重5.5t,而弹簧每受到1.0t力将压缩16mm.试

问,火车速度多大时,振动特别强烈? 火车司机应当

采取怎样的措施避免这种现象?

根据例题结果可知,司机在火车行驶过程中,应

尽量远离满足共振条件的速度,也就是通过改变驱

动的频率来避免有害共振.接着提问学生,大家出行

乘坐我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号”高铁,是否还有持续

振动、颠簸的感觉? 结合大家的实际感受,一方面,

来分析高铁是如何消除这种不舒适的振动;另一方

面,向学生们阐述,截至2019年,我国开通运营的高

铁铁路里程已经达到35000km,里程数位居全球

第一,我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铁网络,联通覆

盖了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区[5].中国高

铁的建设规模与速度、技术安全和管理已经走在世

界高铁技术的前列,体现了新中国无与伦比的制度

优势和创造伟力.我国高铁采用的是无缝接轨技术,

从根本上消除了这个引起振动的周期性驱动力,才

能成就站立的硬币在中国高铁上长达8min不倒的

奇迹.

2.3 课程思政引入二

1940年,美国全长860m的塔柯姆大桥因大风

引起的共振而塌毁,尽管当时的风速还不到设计风

速限值的1
3
,但是由于这座大桥实际的抗共振强度

没有过关,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每年肆虐于沿海各

地的热带风暴,也是借助于共振为虎作伥,才会使得

房屋和农作物饱受摧残.近几十年来,美国及欧洲等

国家和地区还发生了许多起高楼因大风造成的共振

而剧烈摇摆的事件.尽管共振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

很多危害,但是共振也可以为人类所用.很多弦乐

器,比如小提琴的木质琴身正是利用共振形成共鸣

箱,将优美的音乐发送出来.医学上的核磁共振正是

利用无线电射频脉冲与人体氢原子核共振的特征来

获得图像.微波炉正是利用特定波段中的微波与食

物中的水分子频率一致产生共振,从而将电磁能转

化为内能来加热食物.此外,还可以利用共振测转

速,把一些不同长度的钢片装在同一个支架上,可制

成用于测量发动机转速的转速计,使转速计与开动

着的机器紧密接触,机器振动引起转速计的轻微振

动,这时固有频率与机器运转频率相同的那片钢片

即发生共振,产生较大的振幅,若已知钢片的固有频

率,就可知道机器的转速.
通过共振的危害和利用的具体事例,来培养学

生辩证的科学素养,以及如何通过共振产生的机理

来分析共振现象,从而根据实际需要给出有效的防

止或者利用共振的举措.

2.4 课程思政引入三

最后,将机械振动升华为思想的共鸣.让学生意

识到,在生活中,不仅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机械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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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以产生共振,抽象的事物也能产生共振.比如,

人的思想就会产生共振,这也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

“共鸣”.武汉发生新冠疫情时,在我们党的纽带和领

导作用下,人们众志成城抗击病毒的统一想法即是

一种典型的思想共鸣.在党中央的统一组织和指导

下,大家根据自己的职业和能力,从不同的方向为抗

击疫情出力:普通民众自觉居家,不聚会;各地医务

人员积极申请调往疫情区域服务;各地方基层工作

人员为居家人员提供生活基本保障服务;各行各业

各单位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场战役中,积极响应政

府的号令,同心协力,出钱出力,勇于担当,全国各地

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用各种方式一起加入到抗击

疫情的行动中来.以此宣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越性,是快速有效控制疫情的根本所在.

3 总结

  大学物理是理工科的公共基础课,将课程思政

这把“盐”悄无声息地融化到大学物理这碗“汤”里,

不仅会提升学生对大学物理知识的接受度,还会促

进学生对思政元素的吸收度.本文以受迫振动和共

振的知识点为例,对大学物理中的课程思政进行具

体的案例研究.通过例题计算火车共振的速度,思考

颠簸的火车发展到如今舒适的高铁是如何避免和消

除这种不适振动的,从而引出我国自主研发的“复兴

号”高铁具有高速、高舒适的体验,以点燃学生们的

民族自豪感.同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共振,分析

生活中共振带来的危害和应用,从而培养学生辩证

看待事物的思维.最后将机械的共振拓展到思想的

共振,以武汉抗击疫情时党的纽带和领导作用激发

大家思想发生共振,最终以抗疫胜利为例,宣扬我国

的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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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
Resonancein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

TanJie
(SchoolofMathematicsandPhysics,UniversityofSouthChina,Hengyang,Hunan 421001)

Abstract:Thisarticletakesforcedvibrationandresonanceasexamplestoconductacasestudyontheideological

andpoliticalcoursesinuniversityphysics.Theteachingcontentisintroducedwiththeprojectexampleofthe

collapseoftheTacomaBridge,whichlinkstheobscurephysicsknowledgewiththerealityoflife,andstimulates

students’interestinlearningphysics.Thisarticleintroduce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threetimesbasedon

specificphysicalknowledgepoints.Thefirsttimeistoanalyzethereasonsforthedisappearanceofthevibrationof

the“Fuxing”high-speedrailindependentlydevelopedbyourcountry,elicitingtheachievementsofourcountry’s

high-speedrailtechnologyanditsinternationalstatus,andcultivatingstudents’nationalpride.Thesecondtimeis

tocultivatestudents’materialistdialecticalthinkingbyenumeratingtheharmsandapplicationscausedbyresonance

inlife.Thethirdtimeistosublimatetheresonanceofmachinerytotheresonanceofthought,andpromoteour

country’sinstitutionalself-confidencewiththeresonanceofthenation’sfightagainstCOVID-19.

Keywords:universityphysics;course-based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forcedvibration;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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