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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思维方式的认识,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教学中.分析了在

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素材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学生打开胸怀天下的格局、激活学好物理学的内生动力;指出了可融

入大学物理教学中思政素材的深度挖掘方案:挖掘联系学生专业所需的工程案例、挖掘物理学家身上的光辉亮点、

挖掘物理学中研究和认识物质世界的思想方法;讨论了融入思政素材的时机和形式设计.文章能为其他课程开展课

程思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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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思维方

式[1,2].“课程思政”的内涵是把德育的核心内容有机

分解到每一门课程,充分体现每一门课程的育人功

能、每一位教师的育人责任.基于这种认识,大学所有

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双

重功能[3],承载着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作用.大学物理课程为理工科专业的一门核心公共

基础课程,大学物理课程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教育资源,
在该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具有可操作性和示范性.

2 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素材的重要意义

物理学的发展与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息息相

关,例如瓦特发明并改进的蒸汽机,直接引发了第一

次工业革命;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建立,直接将

人类社会推向了电气化时代,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

一批科学家所建立的量子力学,则直接将人类文明

的航船驶向万物互联、信息化时代.可以说,人类每

一次文明的进步,都离不开物理学发展的支持与推

动,物理学的发展为全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因此,物理学的发展除自身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备与

向前发展外,还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在大

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素材的根源驱动力.
2.1 通过融入课程思政素材 有助于学生打开胸怀

天下的格局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科学工具就是物理

学.物理学深度融入社会,对大学物理学中所学习每

一个知识点进行适当拓展,都可以揭开某一领域巨

大帷幕的一角.然而,现实中很多学生学习物理学,
只认识到了物理学的基础性,并没有看到或体会到

物理学知识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交叉领

域内的深度影响.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其实可以概括

为是全人类在上帝的口袋中不断掏出底牌的过程.
人类在科技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在不断发展

和不断完善,但永远都是冰山一角,在这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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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偏执一隅、安于现状都是不可取的.
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素材,能让学

生认识到物理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

用,对物理学的学习是一种深度参与社会的行为,或
者说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因此,通过融入课

程思政素材,有助于学生打开胸怀天下的格局.
2.2 通过融入课程思政素材 有助于激活学好物理

学的内生动力

对理工科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内生动力是非常重

要的.现实中,受网络游戏、颓废文化等因素侵蚀,学
生学习好物理学的内生动力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进
而也影响到学风.2019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

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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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

精神等[4].该意见中所提出的各种精神,正是当下学

生成人成才、融入竞争型社会所必须的潜质.物理学

发展中,涌现出不胜枚举、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这些

科学家身上所汇集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具有强烈

的示范性.在课程教学中,以适当的方式融入这些思

政素材,有助于激活学好物理学的内生动力.

3 可融入大学物理教学中思政素材的深度挖掘

由于物理知识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
渗透于生活、生产、人类科技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方方

面面,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搜集到的、未经整理加工

的、感性的、分散的原始材料,诸如图文、影像、实物、
模型、案例等十分丰富[5].这些原始材料,如果能从

课程思政视角进行提炼或改造,就能成为大学物理

教学中思政素材的重要来源.
3.1 对接学生所学专业 积极挖掘联系学生专业所

需的工程案例

笔者长期从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等

专业的大学物理授课任务.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和

调研,挖掘出大量的工程案例,这些案例在行业发展

和社会进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例如在大学物理教学中,我们要重点讲授电容

与电容器知识点,该知识点一方面与学生后续学习

的很多专业课程联系紧密,学生后续学习的《电工

学》《电子技术》《传感器原理及应用》《工程电磁场》
等都与之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电容器也与社会经济

发展联系紧密,如图1所示.

图1 围绕电容器知识点进行课程思政素材挖掘的方向

  我们知道,当前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和开发,寻求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先进方法,已成为全

球共同关注的首要问题,这需要大力发展储能产业,
其中电磁储能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而超级电容器储

能是具有代表性的[6].
大学物理教学中,与电容器相当、与专业紧密联

系、深度融入社会的知识点还有:电阻、电感、电介

质、磁介质、电磁波、半导体能带理论、激光、光电效

应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知识点的背后联动着一个或

多个产业.显然,对这些工程案例进行思政设计,有

助于打开学生探索新知的格局,增强学生学习的内

生动力,更使课程思政与课程教学目标、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同向同行.
3.2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积极挖掘物理学家身上的

光辉亮点素材

在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不胜枚举的科

学家.在国际上,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法拉第,法国物

理学家安培、德布罗意,美国物理学家富兰克林、康
普顿等等;在国内,从钱学森、钱三强等许许多多老

一辈科学家,到黄大年、南仁东等建国后不断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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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杰出科学家等等,他们主动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周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例如,法拉第为了探究磁如何生电问题,执着地

工作了10多年,直至最终建立了电磁感应定律.在
法拉第身上,除了这种执着的坚持品质,还有自学成

才、攻坚克难的精神;我国力学家钱伟长先生,更是

在别人谈及自己是“万能科学家”时,回应说“国家

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7].这些精神,正是当前一些

学习意识淡漠、学习态度敷衍的学生所欠缺的.
科学家们的创新、创造精神更是我们这个时代

所必须的.物理学中的每一次重大理论进步,都是科

学家们勇敢地摒弃传统、勇于开辟全新领域的结果.
例如,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电效应方程,确立了光的波

粒二象性的属性,摒弃了物质不可能具有波动性的

同时又具有粒子性的传统认识.
当前,面对各种“卡脖子”的技术短板,如果没

有以强烈爱国精神争生存、求发展,是很难在短时间

内迎头赶上的.广大科技人员惟有胸怀祖国,才可能

认识到“卡脖子”技术问题不解决,就会使得国家和

人民的命运受制于人.惟有从这种生存意识和危机

意识中激发精神力量,才会使得科技工作者像老一

辈科学家那样,坚定不移地通过创新寻求突破,化不

可能为可能[8].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

是科学家精神的第一要义.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科

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的学术造

诣、宽广的科学视野,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

的重大贡献[9].
3.3 聚焦学生科学素养 积极挖掘物理学中研究和

认识物质世界的思想方法

物理学的教学不仅是知识理论的教学,还是科

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教学[10].在物理

学的发展中,科学家们经常采用科学实验、理想模

型、控制变量、类比和对比、统计与分析等各种科学

研究方法来探索并获得新知识.这些研究方法本身

就是优秀的思政素材,以科学实验为例,科学实验要

求学生要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记录实验中的每一个细

节和每一个发现;再如理想模型建立,需要我们对实

际问题进行合理抽象,突出主要问题,忽略次要矛盾.

4 大学物理教学中思政素材的融入设计

理工科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素材,要注意融入

的时机,要以渗透式融入,要做到润物无声.

4.1 掌控课程思政素材融入的时机

首先是注意在绪论课、每一篇开篇序言讲解中

融入课程思政素材.绪论课在整个课程教学占据重

要位置,绝非是可有可无的环节.实践中,应充分利

用绪论课的引领、启迪、带入作用,积极融入课程思

政素材.在绪论课中,我们通常会讲授课程的地位和

作用,融入思政内容后,能更加端正学生学习的动

机,同时能引导学生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待一门课程

的学习.在绪论课中,我们通常也会讲授课程的基本

要求,此时可以融入反映科学家们的潜心研究、严格

自律方面的思政素材.在绪论课中,我们一般还会讲

授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和物理学的发展史,此时可

以融入若干物理学发展对社会推动作用的工程案

例,引导学生认识到,物理学的学习具有社会责任的

属性.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每一篇内容的开始,也
是融入课程思政素材的时机.

第二是在讲解物理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中

融入课程思政素材.如前所述,对物理学中的每一个

知识点进行深度挖掘和对接,都可能揭开某个领域

巨大帷幕的一角,且几乎每一个知识点背后都有“故
事”,特别是在物理学原理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方

面.笔者认为,每个工程案例除了自身知识属性外,
还有其社会属性.在课程思政背景下,要注意社会属

性,通过讲解工程案例,学生了解相关工程应用在社

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创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价值

第三是在学生学习态度出现松懈、遭遇理解困

难时融入课程思政素材.作为教师,学生学习态度松

懈、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是要经常面对的.此时,简
单的管教或说教,可能发挥不了积极作用,结合课程

思政素材进行处理,可能会收到良好的效果.课程思

政素材中反映科学家潜心执着、攻坚克难精神的事

例,以恰当的方式融入说教,能对学生起到鞭策和激

励作用.
4.2 创新课程思政素材融入的形式

借助全媒体、信息技术再现相应知识点诞生的

背景,体现社会发展驱动.例如,储能技术是当前新

能源领域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该技术将带来巨大

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我们可以从平板电容器的

基本公式开始讲解,讲各种电容器的应用,讲各种电

容器之间的联系,讲电容器在传感技术领域中的应

用,最后可以一直讲解到超级电容器国内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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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碳排放治理等等.
借助全媒体、信息技术为典型例题融入课程思政

教育素材,体现学以致用.在教学中,结合所讲授的例

题或问题,深入营造与该问题相对应的工程教育情

境,将使所讲授问题的工程和实践教育色彩浓厚,有
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工科物理的积极性,实现学生的情

感认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实践就是人们能动地

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物质的社会性活动.

5 结论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思维方

式,正在不断推进.在大学物理课程中进行课程思

政,可以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

双重目标.在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的大学物理课堂中,

学生一方面可以获得必要的专业所需的物理基础知

识;另一方面学生能够透过专业理论知识,了解知识

的工程背景,激发自身学好物理的内生动力,增强学

习物理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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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understandingthat"curricularideology&politics"isaneducationalteachingconcept
andwayofthinking,curricularideology & politicsisintegratedintotheteachingofuniversityphysics.The
significanceofintegratingcurricularideology&politicsmaterialsintotheteachingofphysicsisanalyzed:ithelps
studentstoopenupthepatternoftheworldandactivatetheendogenousmotivationoflearningphysicswell;It

pointsoutthein-depthexcavationschemethatcanbeintegratedintothecurricularideology&politicsmaterialsin
theteachingofphysicsintheuniversity:excavatingtheengineeringcasesrequiredtoconnectthestudents′majors,

excavatingthebrillianthighlightsofphysicists,andexcavatingtheideologicalmethodsofstudyingandunderstandingthe
materialworldinphysics;Thetimingandformaldesignofincorporatingcurricularideology&politicsmaterialsare
discussed.Thisarticlecanprovideareferenceforothercoursestocarryoutcurricularideology&politics.

Keywords:universityphysics;curricularideology&politics;materials;curricular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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