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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实现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举措,要全面地贯彻执行.在理论力学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创新精神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课堂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一

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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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1],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的首要

任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重

要指示的战略举措[2].我国正在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实现这个奋斗目标,不仅需要老

一辈革命家的奋斗,而且要求我国的青少年一代,接
过革命的接力棒,把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

传承下去.青年不仅要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

技能,而且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远大的理想.高
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仅靠思想政治课教师和政工

人员,还需要各专业各学科的教师共同协作,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1].物理学师范专业主要是培养物理教师,
这些学生将成为新一代的人民教师,担负起培养下

一代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师易得,人
师难求”,这就要求学生将来不能仅仅是一个教书

匠,而应是能够担负起教书育人重任的人民教师.因
此开展课程思政,不仅对学生的思想成长起潜移默

化的作用,而且对他们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物理学

师范专业的理论力学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

学生首先接触的基础理论物理课程,担负着价值引

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任务.本文以理论力学为

例,介绍物理学师范专业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2 发挥“主战场”“主渠道”作用 在理论力学中教书

育人

  所有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3].物理课

程中蕴含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思政元素.本文介绍在理论力学课程设计中挖

掘这些思想政治元素,在教学中以迁移默化、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与实践.
2.1 课堂融入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 坚定学生的

“四个自信”
讲解“宇宙速度”介绍人类的空间探索活动时,

我们就以中国的航天活动为例.在发射速度大于第

一宇宙速度、小于第二宇宙速度的范围内,继东方红

一号升空后,我们陆续发射了多颗用于科学探测、气
象服务和通讯导航的地球卫星,发射了一系列的载

人航天器,它们均达到或领先世界先进水平,北斗导

航系统是世界3家成熟的导航系统之一,载人航天

已进入建设空间站阶段,天和核心舱已发射成功,搭
载了聂海胜、刘伯明、杨洪波3名航天员的神州十二

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3
名航天员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

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发射了月

球探测器,嫦娥探月工程已完成了“绕、落、返”3项

任务.以超过第二宇宙速度的发射速度,我国发射了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是世界上第二个在火星上开

展巡视探测的国家.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和火星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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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我们已经成为航天大国,走在了

世界的前列,对比旧中国连煤油、火柴这种简单的物

品都要依赖进口,称之为“洋油”“洋火”,让学生更加

坚定“四个自信”.
2.2 分析力学问题的哲理 让学生掌握辩证唯物主

义思想和方法

2.2.1 引导学生认识内因外因的辩证关系

讲解质点组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

时,分析跳水运动员的跳水过程,起跳时踏板的作用

力使运动员产生绕质心转动的角动量,腾空后运动

员只受重力作用,重力决定质心的运动变化,质心实

际上是做上抛运动,据质点力学的定理可计算出时

间和质心位置关系,重力对于运动员质心的力矩等

于零,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对转动无影响.运动员绕质

心旋转的角动量守恒,运动员的角动量J=Iω,I为

运动员相对过质心水平轴的转动惯量,ω 为绕该轴

的转动角速度,当运动员身体展开时,转动惯量增

大,角速度变小,当运动员身体蜷缩时,转动惯量变

小,角速度增大,运动员靠身体内力控制身体的伸

缩,就控制了转动的快慢.运动员靠控制身体打开的

时间来控制入水时的姿态,在运动员自身的控制下,
完成各种优美的动作.在整个过程中,外力是外因,
是变化的条件,运动员自身的控制是内因,这充分体

现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的辩证关系.从而帮助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认识内因的重要性,让学生体会到自身努力的巨

大作用,从而自省自强,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
向着自身的伟大理想奋进.
2.2.2 引导学生认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辩证

关系

在分析力学中,对一个复杂的力学系统,约束力

是未知的,而且随运动的改变而变化,这给解决问题

带来很大困难.如果力学体系上诸约束反力在任意

虚位移δr中所做的虚功之和为零,即

∑
n

i=1
Ri·δri=0

这种约束叫做理想约束.事实上绝对光滑、绝对没有

摩擦的情况是不多的,只要摩擦和形变对研究的问

题影响不大,就可以忽略,抓住影响系统运动的主要

因素,就把约束简化为理想约束,这样会使问题简

化.对于受理想约束的体系,静力学的平衡条件和动

力学的动力学方程,都只含有主动力,这样就不必考

虑复杂变化的约束力,使问题大为简化.这种方法在

质点力学中忽略了物体的形状大小,在刚体力学中

虽然物体的形状大小不可忽略,但其形状的改变可

忽略而把物体简化为刚体,都使问题大为简化.主要

矛盾和次要矛盾辩证关系,在理论力学中有广泛的

应用,有许多利用抓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

学生要把握主要矛盾,抓住问题的重点和关键.
2.3 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讲解火箭飞行原理时,根据齐奥尔科夫斯基公

式v=vrlnM0

M
,可得提高火箭飞行末速度的措施

是:提高火箭的喷射速度vr,这要求改进火箭发动

机的性能,选用高效经济安全的燃料;再就是提高火

箭的质量比M0

M
,或者采用多级火箭.我国在火箭领

域的巨大成就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和科技工

作者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取得的,钱学森年轻时怀着

强烈的报国志愿留学美国,美国人说钱学森抵得上

5个海军陆战师,毅然返回祖国,投身于祖国的火

箭、导弹、航天事业,被誉为“火箭之王”.“长征一号”
的总设计师任新民主持了东风一号导弹火箭发动机

的研制,又和其他科学家一起解决了多级火箭组合

的系列技术问题,顺利完成了把东方红一号发射上

天的任务.黄维禄在20世纪50年代带领团队攻克

了液体燃料火箭控制系统由仿制到自主设计的技术

难关,他还在研究潜射导弹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是
“巨浪一号”的核心人物.屠守锷开创性地提出捆绑

式火箭的设想,采取了捆绑技术的“长二捆”火箭与

芯级火箭相比,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提升了3倍.梁
守槃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仿制苏联导弹的过程

中,通过科学研究肯定了中国燃料的可靠性,并向上

级立下了军令状,使P 2仿制导弹成功升空.他还

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海鹰一号”海防导弹,被称为

“海防导弹之父”[4].老一代科学家为青年一代树立

了光辉榜样,新一代科学家继承前辈事业勇于创新

攻克难关,使我国的火箭技术赶上和超越了世界先

进水平,长征五号新型火箭顺利地完成了嫦娥五号

等系列发射任务.
2.4 用经典事例引导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就是生

产力

相对于转动参考系,运动物体受到科氏力的作

用,该力在北半球是指向运动的右侧,而在南半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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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运动的左侧.讲解地球自转所产生的影响时,介
绍历史上这样一个典故,英舰到南半球作战,结果炮

弹竟是落在目标的左侧.这是由于在北半球作战时

炮弹飞行时要受到向右的科氏力作用,因此瞄准时

要向左修正,炮弹才能够命中目标.而到南半球由于

炮弹飞行时受到向左的科氏力作用,炮弹会向左偏

移,再加上瞄准时向左修正,使炮弹更加偏离目标.
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知识就是力量.
2.5 把理论力学发展史融入教学 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

培养大批创造型人才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

要.理论力学的教学中,蕴含了丰富的创新精神的因

素,整个力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牛顿定律建立之前,伽利略否定了长期占主导地

位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指出力是物体运动状态变

化的原因,并提出了加速度的概念,哥白尼的日心说

代替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开普勒利用人们观察的大

量数据,提出了开普勒定律,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

等人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

引力定律,建立了经典力学的基础,至此牛顿力学并

未终结,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微积分的产生使力学不

断取得辉煌的成就.随着大工业的不断发展,系统越

来越复杂,解决这些问题矢量力学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欧勒和拉格朗日等人进一步建立了分析力学.经
典力学在解决宏观低速物体运动时是成功的,有人

一度认为它已非常完美,以后的工作不过就是修修

补补,但遇到微观粒子和高速物体的运动时,经典力

学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于是又建立了量子力学和相

对论力学.任何一门科学,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远

充满活力,通过对力学发展史的讲授可以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

3 总结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全方位育人的战略目

标,教师是主力军,要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对教师

的思想水平、业务能力、道德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教师的政治素质要过硬,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理

论水平,充分发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有机地融入

到教学中;教师的业务要精湛,要刻苦钻研业务,完
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关注本学科的新进

展,改进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要加强自己的

道德修养,不仅要做授业的良师,而且要做师德的榜

样,言传身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带动学生,完
成立德树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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