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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及现在的形势,需通过整合各种途径来加强教育效果.物理是古今中外科技、

文化的浓缩,是前人智慧的结晶,知识点蕴含着大量思政元素.从小处着眼观察生活、锲而不舍地实验探究、群策群

力的分工合作,这些优良传统,都是需要在教授物理知识的同时,进行大力宣扬传播的.每一名物理教师,都应该结

合课堂教学,成系统深挖物理课本中的思政元素,使初中物理学科教学的核心素养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起到立德

树人的效果,使学生文化素质提高的同时,思想素质也得到全面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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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政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的重

要使命,传统的思政课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已

显得极为吃力,因此要切实整合各种途径来落实思

政教育[1].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物理教师,应该怎

么做到物理教学过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呢[2]?
《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周代的老师对世子及

其他贵族子弟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师也者,教之以

事而喻诸德者也.”这是古人对老师的要求:当老师

的,应该以事例教导学生,使他得到道德上的启发.
这完全符合习总书记强调的“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这一论述[3].物理知

识是集广大劳动人民和科技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

之大成,知识点中都蕴含着大量思政元素.只要我们

用心进行深入挖掘,完全可以做到课程标准强调的:
“关注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自然环境及人类生活的

影响,有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能在个人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有
将科学服务于人类的意识,热爱祖国,有振兴中华的

使命感与责任感”[4]这一重要目标,使“课程思政”

这一新的综合教育理念落到实处.

2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精心设计教学案例

本文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物理八

年级下册第八章“压强和浮力”教学为例,对本章蕴

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成体系地深入挖掘,精心设计,将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日常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渠道

——— 课堂教学中.在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开展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

育[5],起到立德树人的效果.
2.1 从古代科技结晶中传承优秀文化成果

中国古代物理学有着辉煌的成就,曾遥遥领先

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古代科技中选取与课程标准相

匹配的素材,经过加工后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不
仅能够丰富物理教学的内容,还可以让学生们充分

了解我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引导学生学习物理

学家艰难探索的精神,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

生科学创新思维[6].
“8.4大气压强”一节的思政元素教学案例设计

如下.
教学片段1:课题引入———神奇的两心壶(良心

壶)

师:昨天咱班有两名同学拾金不昧,将捡到的手

机交到了学校,失主送来了桃汁和橙汁饮料.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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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意用这个自制的良心壶来盛放这两种好喝的饮

料,请二位同学上台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饮料尽情享

用!

学生活动:二位学生上台,自选饮料,当看到只

用一个壶,却倒出了两种饮料时,全班学生都惊奇地

问,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控制两种饮料不混在一起

呢?

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两心壶,也叫良心壶,因
为他们的拾金不昧,所以良心壶奖励他们能够喝到

自己喜欢的饮料! 要知其中缘由,随我一探究竟!

两心壶有各种造型,也有各种名字:如良心壶、

鸳鸯壶,最早是楚国郑袖为方便服药而制作,一边装

酒,一边装药;后来成为古人喝酒时作弊或取乐用的

道具,一边装水,一边装酒;历史上常被坏人用来毒

害他人,一边装无毒液体,一边装有毒液体.
设计意图:学生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住之后,教

师随即介绍两心壶的发展变迁史.在了解大气压强

知识后,观察两心壶的内部构造,了解两心壶的原理

及应用,体会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与劳动的结晶的

同时,认识到科技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
教学片段2:拓展延伸 ——— 公道自在科技

师:在中国科技馆华夏之光展厅,有个神奇的杯

子 ——— 公道杯! 被誉为是盛酒时最公道的杯子.现
在我们用液体压强和大气压的知识来探究一下公道

杯的原理 ——— 虹吸现象.
学生活动:观看公道杯的视频动画,了解玄机.
如图1(a)所示,杯中液面低于通道顶部时,杯

中的液体不会有任何变化;如图1(b)所示,一旦液

面高于通道顶部后,由于虹吸原理,杯中的水会倾泻

一空.虹吸之所以能够把水完全“吸”出来,是液体

压强和大气压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古代很早就

将虹吸原理应用到了生活之中,除了公道杯外,早在

东汉末年就出现了灌溉用的渴乌.

图1 公道杯原理图

师:用公道杯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

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满招损,谦

受益”,是对公道杯最真实的写照.希望同学们走上

社会后为人做事都要讲求公道,不可贪得无厌.

特别指出一点,公道杯并不是连通器哦! 现代

水利建设者运用虹吸原理排出河水、湖水等,节约了

机械设备的使用量与电能的消耗,有效解决了很多

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虹吸原理,就

是抽水马桶!

设计意图:虹吸不属于初中教材的内容,但在小

学科学课上有相关介绍,学生对此很感兴趣.在实际

教学中,很多教师在连通器一节授课时,用公道杯以

魔术的形式引入课题,结尾揭秘原理经常说成是连

通器,这是欠妥的.所以笔者是在学完连通器和大气

压强后,以公道杯作为拓展延伸去探究学习虹吸原

理,在拓展知识的同时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了物理

学中的人生哲学,对学生进行了品德教育.

2.2 了解现代科学成就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我国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突破7000m深度、神州号和天宫的多次对接、高

温超导体研究等,都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引导学生乐于探究日常用品或新产品中的物理原

理,乐于参与观察、实验、制作、调查等科学实践活

动,有团队精神[4].

“8.3连通器”一节的思政元素教学案例设计如

下.

教学片段1:连通器的应用 ——— 水塔供水

师:今天我带来了一个自制的微型水塔.请一位

海拔最高的同学来帮我完成这个实验.观察在打开

水龙头的时候,会怎么样? 思考水塔是如何给周围

建筑供水?

生:水塔和自来水管组成连通器,在打开水龙头

的时候,水塔中的水和这个液面不相平,水就要流出

来.

师:如果忘记关闭水龙头,会怎么样呢?

生:不断地流出来.

师:那流到什么时候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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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液面相平.

师:那这么多水白白地流走了,多可惜呀! 我国

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1
4
,并且分布极不均衡.耗资巨大的南

水北调工程,就是为了解决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

问题.

设计意图:自制水塔让学生对习以为常的自来

水到底是怎么实现“自来”的原理有了直观的认识,

同时唤起学生的节水意识.

教学片段2:连通器的应用 ——— 船闸

师:好,大家可能有些累了,我们来欣赏一下祖

国的大好河山.同学们知道这是哪里,有同学去过没

有?

生:三峡!

师:三峡夔门风景,高峡平湖美如画! 下面我们

一起乘坐高峡平湖号游轮到拥有多项世界之最的三

峡游览一番.
三峡大坝的建成,极大地缓解了我国电力资源

紧张的问题.但大坝上下游落差高达113m,我们的

高峡平湖号游轮怎么才能通过三峡大坝呢? 难道我

们要给游轮插上翅膀,飞过去吗? 来看工程师们怎

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生(观看图片):原来,为了能让船只顺利通过,

在大坝旁边修建了船闸和升船机.
师:下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船闸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船由下游驶往上游的工作过程.

我替大家播放视频,请一位同学来同步解说工作过

程.请一定说到哪些部分构成了连通器.

师: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船闸的理想模型,我们

一起来看看真实的三峡5级船闸.三峡船闸建造难

度世界第一,为建船闸,建设者们削平了18座大山,

硬是劈出一条道来.仅闸门就重达850t,面积接近

两个篮球场,号称“天下第一门”,是世界第一大的船

闸.

学生(观看视频):三峡大坝的两大“秘密武

器”——— 五级船闸与超级升船机.3000t以上的大

轮船通过5级船闸过三峡大坝.3000t以下小船,可

以通过升降机快速通过三峡大坝.

师:“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 震撼不? 5级

船闸和超级升降机是我国强大的科技设计和制造能

力最直观的展现.

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闸是中国制造,那大家

猜最早的船闸是哪国的?

师:同样是中国! 有多早呢? 秦始皇三十三年

(公元前214年)开凿灵渠,设置陡门,陡门就是闸

门,距今已经2000多年了.

设计意图: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

枢纽工程,许多工程设计指标都大大突破了世界水

利工程的纪录.通过对三峡工程的了解,可以让学生

对多级船闸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国家强大的建

设能力自豪不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做到核心素养

与德育两不误.

2.3 诗词典籍中的物理 感受劳动人民智慧

古人将总结自生活中的物理知识记录在典籍中

代代相传,才使得科技能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从诗词

典籍中找出相关知识,引导学生从生活走进物理,从

物理走向社会.

教学片段1:8.6物体的浮沉条件一节的课题引入

师:在对浮力的认识和应用方面,中国古人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没有同学了解古人对浮力的

应用,给大家分享一下.

生甲: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对物体的浮沉有所

认识,并在生产实践中有十分巧妙的应用.在《考工

记·矢人》篇中,制造箭矢的“矢人”,利用浮沉判定

箭杆质量分布情况,装设的羽毛大小和位置各有区

别,制造出的箭矢在大风中也可以准确命中目标,令

人叹服.

生乙:先秦时期人们不仅能应用浮力定性判定

物体质量分布,还能应用浮力定量测定物体的重量.

晋代的《符子》一书记载了燕昭王命水官利用水的

浮力来测定一头其重无比的大猪的重量.如果《符

子》的记载真实的话,这就是先秦版的曹冲称象了.

师:感谢两位同学的精彩分享,本节课我们就一

起来探究物体的浮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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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片段2:“8.7飞机为什么能上天”

师: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典范之作《茅屋为秋风所

破歌》中写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请从 物 理 角 度 解 释 一 下,秋 风 是 如 何 把“三 重

茅”“卷”起的?

学生活动:交流讨论,通过从诗词中发现物理现

象,叙述诗人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

苦经历,领悟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忧国忧民的崇高思

想境界.

设计意图:从典籍和诗中发现物理现象,进行科

学的人文教育渗透,使物理知识生活化和艺术化的

同时,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也让学生体会到物理学的价值是能够造福人类,

从而产生热爱生活,热爱科学的情感,提高学习物理

的兴趣.

2.4 考题中的物理知识 发挥习题育人功能

压强、液体压强和浮力这几节因为知识难度大,

课堂时间紧,丰富的思政元素难以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进行充分挖掘,于是笔者就选取经典试题,将部分

知识点以科普阅读的形式布置成课后作业,发挥习

题育人功能.

课后习题:“8.1压强”一节的思政元素课后习

题选取

(2017年北京中考物理)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

一的洛阳桥被誉为“福建桥梁状元”,请学生根据科

普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经勘测发现某地块承载能力比较薄弱,如

果要在该地块建筑一座高塔,容易发生局部沉降或

坍塌.请你借鉴洛阳桥成功建桥的经验,提出一个解

决方案,并写出你的理由.
(2)图2所示为洛阳桥船型桥墩的示意图,水流

在桥墩前一分为二,沿柱面两侧向后流动.

图2 洛阳桥船型桥墩示意图

  a.请写出洛阳桥桥墩被设计成船型的优点;

b.请你展开想象,就洛阳桥船型桥墩的设计理

念,举例说明还可应用在哪些方面.

选取意图:本题基于物理同时渗透技术、工程,

重点考查学生的创新思维、设计思维,也体现出了当

前改革关注的STEM教育的理念,培养学生的文化

认同和国家认同,激励学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

3 结束语

学生的科学素养和思想政治水平的提升,不是

表现在单一知识点上,而在于能否融汇贯通,理解其

中的关联,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所以在教学设计

时,采用单元教学设计,注重教学内容的整合,帮助

学生形成知识结构体系.同时,思政教育设计也应该

与单元教学环环相扣,让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感

受物理知识中蕴含的为人处世的哲理,才能夯实思

想基础,达到物理教学过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目的,使学生在提高文化素质

的同时,思想素质也得到全面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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