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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工科大学物理课程为例,介绍了课堂教学中引入思政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实践证明,思政元素与物

理知识的合理融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实现知识、能力、科学素养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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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指出要充分挖掘和运用各门课程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实现统筹推进课程育人[2].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把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

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3]大学物

理课程是高等学校工科专业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
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的基本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

的一切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各个部门.非物理专

业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指出:在

培养学生的科学世界观,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

面,大学物理课程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

用[4].大学物理课程蕴涵着极为丰富的“课程思政”
内容,因此如何在课程教学中找到契合点,潜移默化

地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与物理知

识融合在一起,进而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需要人们尝试的.

2 教学实践

2.1 与基本教学内容相关的思政内容渗透

(1)在课程内容中渗透思政教育

教师主动自然地将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元素融

入课堂教学中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一个主要渠道.这
就要求教师去挖掘根植于大学物理课程中的思政元

素,并设计合适的教学方法实践.表1给出了大学物

理课程中部分教学内容对应的思政元素以及实施方

式.
表1 大学物理课程内容对应的思政元素及实施

课程内容 思政元素及实施

绪论

 (1)通过一些大学生物理学术竞赛的视频,引起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强学好物理的信

心,激发学生的探索与创新精神.
 (2)比较高中物理和大学物理的区别,学习物理学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质点
 物理模型的研究方法.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在物体原型的基础上,保留起决定作用的

主要特征,忽略次要特征,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方式

质点的动量定理

 (1)引入平均冲力,通过引导学生分析跳高运动中另一侧垫子的作用,加深学生对高

空坠物危害的认识,培养公共安全意识.
 (2)在航空母舰上的应用,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刚体的转动
 采用生活中“开门”的例子,引入让刚体转动需要垂直于转动平面的力矩,引导学生

应用物理知识分析生活中的相关现象,学会思考

电场(磁场)的描述  场的物理学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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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课程内容 思政元素及实施

连续分布电荷产生

的电场强度

 元分析法.自然界中常见的物理现象是连续运动或连续分布.为研究它们的规律,
人们从物理现象中选取出任意小的部分进行研究,建立起微分关系,随后去解释各种

实验规律

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

 天眼(FAST),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体现了我国科学家的科技创新

能力,增加学生的祖国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为祖国努力学习的爱国主义精神,学
习科学家们执着的科学精神和为国家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相对论
 (1)迈克尔孙 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塑造学生求实、严谨、周密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2)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引力波的直接观测,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

黑体辐射

 (1)介绍热辐射辐射的能量和频率的关系时,以加热炉火的颜色为例,引导学生用成

语“炉火纯青”描述这一现象,渗透中国文学中的物理.
 (2)两条实验定律的应用 ——— 热像图技术.以人在各种情绪下的身体热像图为例,
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热情

德布罗意假设  类比的方式,以及要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大胆的想象,有助于更好的创新

原子核能

 (1)绿色能源,树立环保意识.
 (2)大亚湾核电站的发展历史,介绍从一期工程从设备到人才的培养全部从国外进

口,到现在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核电自主化,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为国家的发展而

努力学习的爱国主义精神

  (2)在物理学史中渗透思政教育

任何一个物理知识体系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新思想的建立需要突破旧知识框架的束缚.物理

学家们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探求过程体现

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课堂教学中,
适当地引入物理学史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精

神和科学态度.例如热学的发展史.热学这门学科其

实是伴随着提高热机效率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开始

热学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们首先通过问题“目前汽

油机和柴油机的效率是多少? ”引起学生的兴趣,
然后引导学生思考“效率低的原因是什么”“最高的

热机效率是多少”,在问题的基础上介绍热学发展史

上的一些小故事.
1)蒸汽机的“先驱”——— 瓦特的小故事.幼年

时的瓦特通过“水壶的水开了,壶盖被蒸汽掀起的现

象”认识到了蒸汽的力量,发明了蒸汽机.通过这个

小故事告诉学生在生活中要细于观察,勤于思考.
2)理想化的热机 ——— 卡诺热机.引导学生分

析如何描述热机的效率η=W
Q1
,要提高热机的效率,

分子要大,分母要小,引入卡诺在提高热机效率中的

贡献.他发现单独只有热不能给蒸汽机提供动力,必
须要有冷,在此基础上,采用科学抽象的方法,建立

起理想化的物理过程 ——— 卡诺循环.理想化方法是

人类认识自然界的一种手段,可以把复杂问题转化

为简单问题,突出过程的本质,更真实地反映过程的

内在规律,培养学生从简单到复杂的科学研究方法,

引导学生认识到数学建模中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简化

问题.
另外,在讲“光电效应”时,围绕30年3个诺贝

尔物理学奖经历的“实验 -理论 -实验”的发展主

线,介绍光电效应发展史上勒纳德发现实验规律,爱
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设解释实验现象,密里根通

过实验再次证实光量子理论的正确性这一科学发展

过程;讲光的波粒二象性时,介绍关于光本性认识的

历史争论,表明“连续”和“分立”二者之间的辩证统

一;介绍发现中子的实验时,告诉学生贝特和查德威

克完成的是同一个实验,但是查德威克由于发现中

子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些事例中

使学生明白物理学的知识理论是不断发展的,要善

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提问,进而解决问题,传达物

理学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2.2 与专业相关的思政内容渗透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工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因此

常有学生问大学物理和自己的专业有什么样的联

系.通过思政教育可以适当地体现其学科特色和专

业特色,建立物理课程与专业学科之间的联系.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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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党的号召 ——— 学习并弘扬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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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 06 16)

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充分理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学习并弘扬科学家精神.通过呈现

我国物理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以期将科学家精神融入实际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爱国奉献、求实创新、协同育人的

科学家精神,从而落实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关键词:科学家精神  物理教学  育人目标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的意见》,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从新

中国的成立到新时代的中国,党始终注重国家科技

的发展,培育和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通过在物理教学

中引导学生聆听科学家的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感
受科技新变化,使学生从科学家精神中汲取红色基

因.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学习并弘扬科学家精

神,共庆建党百年.

1 科学家精神的内涵

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科

学家所做出的贡献,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家精神

内涵.在《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

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即胸怀祖

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

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

神;甘为人先、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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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专业为例,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在课程中引入“生
活中的新材料”“身边的材料学家”以及“中国历史

上的材料”等.例如,通过介绍材料学家卢柯的故

事,告诉学生要敢想别人之不想,做别人之不做,“没
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学习磁性材料时,可以介

绍作为绿色环保新能源的永磁材料的研究和家乡山

西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产业现状.通过活的、实用的例

子,开阔学生的视野,建立大学物理课程与专业课的

桥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究兴趣.

3 总结

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强调“物理学思想和方法”,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结
合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方式引入“生活中的物理现

象”“物理学史”“物理学家的故事”,与物理相关的前

沿科技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爱国主

义情怀;针对不同的工科专业,侧重介绍与该专业相

关的科技进展和身边物理学家的励志故事,建立大

学物理课程与专业课的桥梁,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

和学习动力.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在课程中“恰到好处”地引入思政元素,而
不引起学生的反感;(2)在有限的课时中,如何平衡

思政教育与教学内容,做到不顾此失彼.对于第二个

问题我们采用了线上、线下的方式,把其中的一部分

视频放在线上进行.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的

方式灵活多样,如何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还存在

很多问题,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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