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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工科专业的大学物理中“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为例,展示了如何在不同

的课堂教学环节进行思政教育的融入.在引课环节、知识讲授环节和知识应用环节,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进

行思政教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鼓励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志向;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多角度考虑

问题的素养,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鼓励学生不畏困难、不断超越自我的奋斗精神.思政教育的融入使得课堂教学更

加饱满,达到了“教书”和“育人”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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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运动形式、相互

作用以及转化规律的自然科学.它所展现的科学的

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影响着人类对自然界

的基本认识和思维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

石[1].以物理学基础知识、基本规律和方法为主要内

容的大学物理课程,作为理工科学生的公共基础课

程,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强化以

“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的教育理念,2017年5月,

教育部颁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

施纲要》,指出应梳理各门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

素和所承载的思政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效统一[2].为全

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2020年5月,教育部又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指导纲要》,进一步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

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并将课程思政建设内容

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努力拓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

和途径[3].由于大学物理课程包含了人类对自然界

各类认知和运动规律的探索过程,包含了科学家对

科学和真理孜孜不倦的艰难求索等极为丰富的思政

教育素材,充分体现了物理教学蕴含的文化基因和

价值范式[1].所以,大学物理本身就是一门独具特色

的思政课程,在教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更适合也更

容易挖掘出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从

而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与此同时,大学物理覆盖学

生人数众多,以笔者所在的商丘师范学院为例,每年

修大学物理的学生达3000人次,方便教师在实施

教学活动的同时,传授物理思想,实现课程思政.
以笔者所教授的自动化专业为例,为实现对学

生进行知识体系的构建、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以及

科学思维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我们所确定的大学物

理的课程目标是:

(1)使学生对大学物理中的基本概念、理论和

方法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和理解,为进一步学

习自动化专业的知识奠定物理学基础;

(2)深刻理解本课程的知识体系结构,能够综

合利用物理学知识研究自动化领域的相关问题,使

学生具备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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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和方法论,塑造学生坚持不懈、追求真理的钻研精

神,激发学生探索物理学问题的热情.
围绕以上3个目标,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深挖思

政元素,增强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2 知识结构

下面我们以马文蔚先生主编的《物理学》(第六

版)第四章中的“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和角

动量守恒定律”为例[4],探讨在教学过程中如何挖

掘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知识的传授之中.
刚体力学是中学物理中没有涉及的内容,也是

大学物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学习本知识点之前,

学生已经学习了质点的角动量和角动量定理.由于

刚体可以看作是大量质点构成的系统,那么刚体定

轴转动的角动量可以通过单个质点的角动量求和得

到.接着,在质点角动量定理的基础上,通过求和进

而得到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理(此处利用了刚

体内质点之间的内力矩等于零).再根据刚体定轴转

动的角动量定理的微分形式:M=dLdt=ddtJ( )ω ,容

易得到当刚体受到的合外力矩 M =0时,刚体的角

动量L=Jω 为常量,即刚体的角动量守恒.此部分

知识的逻辑关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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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知识结构图

3 不同教学环节中的课程思政融入

(1)在导入新课的环节.首先播放2021年5月

15日7时18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着陆火星表

面的视频,询问学生是否了解“天问一号”,并请做过

调研的同学介绍“天问一号”的旅程———自2020年

7月23日被发射升空起,经历了7个月的“奔月”之

旅和3个月的“环火”探索,最终成功“登火”.通过对

“天问一号”的介绍,一方面引导学生思考探测器在

环火轨道的运行情况,从而引出本节课;“天问一

号”的成功着陆也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事件,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鼓励学生树立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科技报国

的远大志向.
(2)在知识讲授环节,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融入

思政元素.由于刚体可以看作是大量质点构成的质

点系,由上文所述,在质点角动量的基础上可以推演

出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借此可以引导学生构建

由简单模型向复杂模型过渡的逻辑思维方式,培养

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此外,还可以采用类比的方法

将质点的相关概念拓展至刚体力学中.比如,质量与

转动惯量,速度与角速度,加速度与角加速度,动量

与角动量,力与力矩,牛顿第二定律与转动定律,动

量定理与角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与角动量守恒

定律等等.通过这样的类比,可以从质点的动量p=
mv得到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L=Jω;再由质点的

动量定理F=dpdt=ddtm( )v ,类比得到刚体定轴转动

的角动量定理M=dLdt=ddtJ( )ω ;同样利用质点动

量守恒定律,F=0,p=常数,得到刚体定轴转动的

角动量守恒定律,M=0,L=常数.采用这种类比的

方式进行学习,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

点的理解,同时还对构建科学的物理思维起到重要

的作用.此处教师可以启发学生,解决问题的途径往

往不止一个,换个角度进行思考,多角度、多渠道的

尝试,可以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3)在讲到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应用时,也能适

时地进行思政元素的融入.比如,可以通过播放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跳水运动员全红婵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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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频,引导学生探究其中的物理知识.起跳时运动

员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把头和四肢收缩到胸前成

“球状”,以减小转动惯量,而角动量是守恒的,所以

身体旋转的角速度就会增大.当快到水面时,四肢都

张开,转动惯量增大,转动的角速度减小,头下脚上

入水,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转体动作.通过这个例子,

可以告诉学生生活中物理无处不在,关键是我们要

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颗乐于探索的心灵.还

要告诉学生应学习运动员不畏困难、勇于拼搏的精

神,胜不骄败不馁,不断超越自我.讲过运动员跳水

的例子之后,再请学生思考人们常说的“猫有九条

命”是怎么回事,引导学生模仿运动员跳水的例子

进行分析.小猫初始下落时,身体不发生转动,总角

动量为零;由于猫具有发达的运动神经系统和平衡

能力,当从高空落下时,不管开始是哪个部位朝下,

它都能在空中完成姿势的调整,接近地面时尾巴一

甩,具有了角动量,根据角动量守恒,这时身体必须

反向转动,产生一个反向的角动量,以保持总角动量

为零.猫在甩尾巴的同时还能调节身体的各个部位,

使得靠近地面时四肢朝下,而厚厚的脚垫和柔韧的

脊椎又能有效地化解冲力,所以即使从高空坠落,猫

一般也能安然无恙.经过这样的分析,可以解开学生

对“猫有九条命”的困惑,使学生体会到物理知识的

重要性,也强化了学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角动量守恒的例子很多,还可以向学生介绍我

国自行研制的WS 35型精确制导炮弹,该导弹采用

惯性制导加 GPS复合制导形式,其射程可达100

km,远大于外国同类导弹的射程.其中惯性制导的

核心部件是三轴陀螺仪(如图2所示),3个轴正交于

中间转子质心,能保证任何情况下转子所受合外力

矩为零,则转子的角动量守恒.

图2 WS 35型导弹的三轴陀螺仪

当飞轮绕自身对称轴高速转动时,无论如何改

变框架的方位,其中心轴的空间取向都始终不变,因

而具有导航能力,其精度和首发命中率都很高,炮弹

散布误差在1m以内,首发命中率可达90%.这个例

子说明,利用了角动量守恒的三轴陀螺仪在现代军

事科技中的重要作用,科学可以强军强国,当代大学

生应明白科技兴国的重要性,要有时代使命感,将理

论和应用相结合,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而奋斗.

4 结论

本文以大学物理中“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定

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这一知识点为例,阐述了如

何在物理知识的讲解中融入课程思政.在引课环节,

抛出“天问一号”登陆火星的例子,引起学生对本知

识点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科技强国的

信心;在知识的讲授过程中,通过直接推导和类比的

方式分别得出刚体定轴转动的角动量、角动量定理

和角动量守恒定律,启发学生多角度的看问题,不同

的方法往往可以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在讲解角动

量守恒的应用时,借助东京奥运会上全红婵跳水的

例子,鼓励学生向运动员学习,在生活和学习中不畏

困难、勇于攀登、不断超越自我;通过解释“猫有九条

命”的困惑,帮助学生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我国

自主研发的WS 35型导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重

要部件三轴陀螺仪的工作利用了角动量守恒定律,

利用此例可以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科技强国的信

心.这些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不但激发

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还体现了课程质量和课程思政

建设的双向提升,达到了“教书”和“育人”的同频

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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