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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高等教育担负着重要任务.课程思政是实现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手

段.如何让高校的各类课程与思政教育形成合力,切实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是亟待面对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在大学

物理课堂上融入课程思政,除了从中国元素的融入、科学家感人事迹的介绍、美育等方面的常规做法以外,着重探

究了如何在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最后阐明了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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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思政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

任务.做好大学生关键成长期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不

断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理

论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是大学教师的重要职

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

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1,2].落实立德树人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全过

程、全方位、全员之中,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

同前行、相得益彰,构筑育人大格局,是新时代中国

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重要的

基础理论课,具有通识性、授课范围广、受教学生人

数多的特点.长期以来,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重点在

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和技术应用领域的联系与扩展,

课程教学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挖掘、课程价值

的引领以及教学目标的系统性设计.因此,大学物理

课程思政建设有突出的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感.

2 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

物理学是科学的母体,无论从理论内容上,还是

逻辑体系、思维方法上都具有实施课程思政的先天

优势[3].如何去落实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 既是

课程教学目标的新要求,也是课程教师面对的新课

题.通过构建一支学习型课程思政建设核心师资队

伍,提升任课教师在知识传授中注重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的责任意识和能力,调动全体任课教师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挖掘好物理

与人文、社会与国家发展进步的价值元素,尤其是古

今以来中国重大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等方面所蕴含

的思政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教学设计融入课程教学,

并在实践教学中不断扩展、完善和提升课程思政教

学元素的思想内容、融合方式和价值内涵,实现以课

程为载体的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的课程教

学目标理念.笔者及所在课程组综合近年来对课程

思政进行了研究与实践,形成了自身的一些做法.
首先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大纲,如表1所

示.只有写入大纲,才能让广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

意识地主动执行.具体方式可以采用教师课堂引导、

网络视频播放、学生课外阅读并撰写体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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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课程思政元素写入大学物理教学大纲(部分)

教学内容概述 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 教育方法和载体途径

 《易 经》《道 德 经》《墨 经》《庄
子》《论衡》等中国古代阴阳二元

论思想基础的五元素说

√ 量子物理:物质的波粒二象性

√ 坚定文化自信

√ 矛盾的对立统一

◆ 课堂引导

◆ 课外阅读

◆ 网络视频

◆ 撰写体会

 钱学森与空气动力学理论简

介

√ 力学

√ 科学家与科学精神

√ 弘扬爱国主义

◆ 课外阅读

◆ 网络视频

◆ 线上测试

 玻尔兹曼与统计力学

√ 热学

√ 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的健全的人格

  品质

◆ 材料阅读

◆ 线上测试

 关于光本质的认识

√ 波动光学

√ 关于事物的渐进性认识过程,否定

  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

◆ 材料阅读

◆ 线上测试

 全球首颗量子通讯科学实验

卫星 “墨子号”

√ 真理的相对性

√ 量子物理

√ 坚定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弘扬爱

  国主义,提升民族自豪感

◆ 材料阅读

◆ 网络视频

◆ 线上测试

…… …… ……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还要充分利用课堂、教材和

网络开展多维度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合,形成价值引

领、资源保障和形式多样相统一的课程思政教学组

织优势,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组织形式与目标特色

在具体举措上,主要涉及如下5个方面.
2.1 介绍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的物理学成就

在教学中介绍知识点时,关联性、扩展性地介绍

中国物理学(包括古代、近现代)相关研究成果及最

新科研成果,以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彰显制度自信

及文化自信.

例如在磁学的教学中适当插入中国古代磁学和

地磁学的丰富成就,尤以指南针用于航海、地磁偏角

的发现为代表,比西方的磁学成就要早几百年.在教

授电磁波技术及其应用时,可以提及我国海军自主

研发的超长波无线电台,具有电磁波传播稳定、不受

大气扰动和核爆炸影响的优点,为我国潜艇和远洋

舰艇的稳定通信提供重要保障[4];与电磁波相关的

通信技术仍可适当扩展,包括定位精度高于国外同

类系统的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定位导

航系统、引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潮流的华为5G技

术以及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等

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另外,在教学电磁学中霍尔效

应知识点时,可以扩展介绍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量子

反常霍尔效应,2012年我国科学家薛其坤及其团队

在实验上首次观测到了该效应,是我国物理学家在

过去40多年发现的最重要的全新物理效应,这势必

会促进新一代的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

展,甚至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的进程.
此做法也可以从反面进行,比如讲到一个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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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定律大都冠以外国人的名字,谈及近代科学由

西方文艺复兴肇始,在西方孕育,我们目前学习的物

理学知识框架还是源自西方,然而科学无国界,学习

对手是为了更好地强大自己.这样也许更能激发学

生的求知探索欲望.
2.2 穿插介绍科学家生平事迹及他们走向成功的

人生经历

在教学热力学第二定律及玻尔兹曼熵知识点

时,适当介绍玻尔兹曼独特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及勇

往直前的精神都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讲述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时,结合法拉第本人的生平和

坎坷经历,用他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熏陶

和感染学生,使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

素,智力因素只是很少的一方面,更多时候非智力因

素(与人交往相处的能力、坚强的意志力、克服困难

挫折的勇气和能力等)却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也
可以通过介绍钱学森、邓稼先、杨振宁等中国物理学

家的辉煌事迹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从而形成正确

的人生价值取向.
实践表明,此做法不仅可以极大增强物理课程

的趣味性,更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让枯燥乏味的

传统物理课堂变得妙趣横生,可以提高学生对物理

的学习兴趣,并以此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动

力.
2.3 适时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众所周知,物理学旧称自然哲学,是描述自然界

基本规律最直接的一门科学,和哲学学科互相提供

养分,哲学学科的内容、思想和方法在物理学中体现

很多,我们作为传道授业者,更应利用这一点,在物

理教学工作中将哲学教育贯穿其中.而马克思主义

哲学作为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不仅是我

们重大治国方略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青年学生不

可或缺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结合大学物理课

堂教学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渗透可以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这其中主要包括唯物论、认识论及辩证法

三方面.
2.3.1 唯物论的渗透

唯物论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

识,而物质结构问题一直是物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从中国古语《庄子·天下》里的“一尺之棰,日
取其半,万世不竭”到化学变化中的最小颗粒原子,

再到电子、质子及中子,再到更小的迄今为止粒子物

理学家发现的夸克,不仅可以认识到世界的物质性,

还可以让学生领略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再往大的

来说,又有宇宙的无限性,这和微观上的无限性似有

某种必然的联系.在介绍电场、磁场时,强调场和实

物相同,都具有能量和动量,只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

式,最后得出结论:物质世界的两种存在方式 ———

实物和场.另外,在讲到真空并非空无一物时,可以

引用爱因斯坦量子场论的观点,即真空是量子场系

统的基态,并且有真空极化效应的实验都可以证明

真空并非虚无[5].
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有意识地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的前提,唯物论的渗透能让学生真切认识

到世界的物质性,从而更主动地认识自然界的客观

规律,并依照客观规律办事.
2.3.2 认识论的渗透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可知的,是
有规律可循的.认识世界的根本任务是透过现象认

识本质,从众多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践是

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实践又对认识产生反作用,科学理论又对实

践起指导作用.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相对的,真理

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玻恩说:“每一个现代科学

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

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要是对

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认识,他的工作会是无效的.”

物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验科学,任何观点、假说只有

通过科学实验的检验,才能最终成为科学理论为人

类所接受.物理学家、物理工作者以及学习物理的当

代大学生都应主动、有意识地用哲学认识论的规律

去工作.
从真空中的静电场到介质中的静电场,再到麦

克斯韦方程组描述的电磁场,都能让学生体会到认

识世界的一般规律就是从特殊到一般.介绍狭义相

对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时,不仅要学习爱因斯坦始终

相信世界的简单性(也是基于可知性),还要学习他

大胆抛弃“以太”概念的勇气和魄力,这些更是建立

在他的独立思考的强大基础之上.这种不畏权威、独
立思考的能力或许是当代大学生极其欠缺的,往往

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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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力学预见了冥王星的存在,并且在1930年

克莱德·汤博发现冥王星,并将其视为第九大行星

(当然现在又被去除),这其中理论对实验的指导意

义让人惊叹,这样对物理学史的回顾瞬间就能使学

生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威力.
受哲学思想的启发所导致的重大科学发现并不

鲜见,这其中就有1820年著名的奥斯特实验的发

现,常常在介绍这一电流的磁效应时,更强调实验的

偶然性,或许说一下奥斯特的敏锐的洞察力,但其实

在该发现之前,奥斯特本人大学期间就对康德的批

判哲学很感兴趣,他在1799年就发表了论文《论自

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让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
始终坚持电力和磁力的同一性,一直在寻找它们之

间的联系[6].不得不说,意识对实践的强大能动性作

用.这个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创

新精神.
在讲授与狭义相对论相适应的洛伦兹变换时,

在两个参考系相对运动的速度远小于光速(即v≪
c)时,洛伦兹变换即过渡为与经典牛顿力学相适应

的伽利略变换,说明经典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力学的

特殊形式,相对论力学是经典牛顿力学的再发展.在

v≪c的条件下,牛顿力学就是绝对真理,而在v接

近于c时,牛顿力学就不再适用了,而必须用相对论

力学来处理高速运动领域的问题,这就是真理的相

对性.通过这样的解释,学生对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

性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2.3.3 辩证法的渗透

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包
含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量变质变规律、

因果律等[7].在教学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诞生历史时,

介绍德国医生迈耶、德国生理学家赫姆霍兹、英国科

学家焦耳、法国工程师卡诺等分别在各自不同的领

域几乎同时独立发现了这一规律(其实就是能量转

化与守恒定律),这也恰恰说明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

系,而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正是这一普遍联系的统

一表达.普遍联系的观点还可以在讲授相对论时空

观、热力学系统时予以渗透,洛伦兹变换呈现了空

间、时间及运动的不可分割,一个开放的热力学系统

可以不断引入负熵,这些都可以启发学生在学习和

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闭门造车,一个人是不可能孤立

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而在讲授光的波粒二象性

时,波和粒子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方面却可以合体

为同一束光,这也恰恰体现了自然界神奇的对立统

一.另外,人类对光的本质的认识所经历的牛顿的微

粒说与惠更斯的波动说的斗争,从最开始的牛顿的

微粒说占据上风到19世纪波动说占据上风,再到20
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学说,整个过程成螺旋

式上升,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

律.在力学中学习静摩擦力时,当静摩擦力增大到最

大值时将变为滑动摩擦力;在伽利略的斜面实验中,

让小球沿斜面从静止滚下来并滚上另一个斜面,如
果没有摩擦力上升到原来的高度,不断减小第二个

斜面的倾角直到水平就会发生“质变”,即最终小球

再也达不到原来的高度,会沿水平面以恒定速度持

续运动下去.这些正很好地诠释了量变与质变的相

互转化,量变是质变的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

果.而相对论章节中探究有因果联系的两个事件的

时序时,洛伦兹变换的推证结果并没有出现因后果

前的荒谬结果,却恰恰符合了因果律,没有无因之

果,也没有无果之因.
我们认为,通过以上做法,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物

理知识点的同时,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他们的哲学素

养,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举措.
2.4 展现科学家的质疑精神

通过介绍科学家敢于质疑、批判、不盲从权威的

科学精神,熟悉科学发展的脉络,从而形成大学生独

立思考的习惯以及初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谈及日心说可以联系哥白尼的不畏权威和独立

思考以及布鲁诺为坚持真理而付出生命的勇气,爱
因斯坦也是在周围人都不理解不看好的情况下进行

独立思考从而发现了时空的本来面目,发现相对论,

同样还有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弱相互作

用下的宇称不守恒.
2.5 美育及生命教育

最后,在物理教学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诸如物

理方程之美、物理模型的简洁性对学生进行美学教

育;从大爆炸理论及相对论的教学中让学生体会到

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让他们学习敬畏自然,依
照客观规律办事,同时珍爱家园及生命.

3 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以上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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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首先是教师们思想认识不

足,重视程度不够,大多数教师认为教物理就是讲明

白知识点即可,课程思政就是搞噱头,没有多大必

要.其次是不知如何在课堂上进行课程思政,也就是

缺乏实际操作方法及实施方案.还有部分教师确实

进行了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但动作生硬,为了融入

而融入,思政元素和大学物理知识点锲合度低,犯了

“两张皮”的毛病.最后,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也缺

乏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激励措施,实施与否和实施程

度深浅也缺乏量化评测、监督与考核.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增强大学物理教师队

伍对上级课程思政有关文件的学习很有必要,首先

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党员教师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教师队伍要多外出学习国内同行实施课程思政的先

进做法,另外,还要加强全体教师对物理学史、马克

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定期实施以课程思

政为主题的观摩课.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大学物理

课程思政建设,为国家培养红专并举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8].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 12

09(1)

2 焦苇,陈之腾,李立基.上海高校积极试点探索“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J].上海教育,2017(12)

3 夏雄平,曹雪丽,卓亚琦,等.“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的

思政教育探究[J].科教导刊,2018,12(34):112~113

4 陆颖墨.海军往事·长波[J].政工学刊,2015(3):92~93

5 任娜,王加祥,李安康,等.强激光场中真空极化效应

[J].强激光与粒子束,2011

6 陈敬全.受哲学思想的启发导致的重要科学发现[J].世

界科学,2020(11)

7 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94.1

8 梅中磊,刘敏,牛调明,等.理工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

育[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18(2):5~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32

(上接第22页)
MomentainanInfiniteSquare WellPotential”[J].

AmericanJournalofPhysics,1973,41(112):1374~

1375

10 韩锋,赖德洁.一维无限深势阱中粒子动量分布的一个

佯谬[J].河池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4(4):7~

11

11InfiniteWells[EB/OL].(2021 6 3)[2021 06 21].

http://electron6.phys.utk.edu/PhysicsProblems/QM/

2 one dimensional%20eigenvalue/infinite.html

DiscussionontheMomentumofOne Dimensional
InfinitePotentialWellStationaryWaveFunction

ShanBin LiHaobo DuChun WenYanwei
(Schoolof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ing,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74)

Abstract:Thereexisttwodifferentapproachesabouttheprobabilitydistributionofmomentumforaparticle

inaonedimensionalinfinitewell.Toillustratethedifferencesandconnectionsbetweenthesetwoapproaches,

modernteachingtechniquesincludingPythonwasintroducedtothecourseQuantum Mechanics.Studentswere

guidedtovisualizesolutionsfordifferentapproachesundervariousconditions.Usingthismethod,themeaningof

theresultswasdiscussed,andtheunderlyingconnectionswereclarifiedtothestudents.Thisinitiativenotonly

effectivelydeepensstudents'understandingofthisimportantissue,butalso promotesthe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ofstudents'professionalknowledge,scientificabilityandcomprehensivequality.

Keywords:one dimensionalinfinitewell;momentumprobabilitydistribution;Fouriertransform;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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