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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2014年正式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

相联系,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融合,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

的.为促进课程思政更好地融入物理教学,对国内2014年至2021年课程思政在物理教学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总结、思考与展望,旨在为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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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

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2017年,教育部

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通知中明确指出,要修

订专业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各

门专业课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

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1].2020年6月,教育部印

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

《指导纲要》)提出要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

个核心点,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2].
在上述背景下,国内各高校开始进行课程思政

的教育改革,形成一股研究课程思政的热潮.课程思

政要求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教授给学生知识,更重要

的是充分发挥各学科的育人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

融入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3],润物细无

声地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与价值引领有机结

合[4].物理学是一门蕴含着深厚历史、人文艺术与哲

学思想的学科.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到物理教学中,

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科研能力、创新精神和爱

国情怀.随着课程思政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必要对相

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当前课程思政在物理教

学中的研究概况,为有效地推进物理课程思政建设

提供参考.

1 国内物理课程思政的文献概况

“课程思政”概念于2014年提出,此后发展逐渐

深入.为掌握国内物理课程思政的总体研究概况,本

文以“物理课程思政”为主题词或关键词,以2014年

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为时间限制条件,在中

国知网进行检索,共有423篇研究文献.剔除与物理

课程思政无关的文献,相关文献有235篇,占总量的

55.6%.接下来将对这235篇进行分析.

1.1 文献总体数量的时间分布

如图1所示,自2014年“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被

提出以来,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上

升趋势.在2014—2018年,关于物理课程思政的研

究发展缓慢,5年间仅有3篇文献研究.2018年以

后,其研究发展显著加快.2019年的文献数量为32

篇,2020年的文献发表量超过了2019年的1.7倍,

达到了57篇.而仅在2021年,发表的研究文献数量

达到了143篇,超过了前7年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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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2021年关于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文献数量总趋势图

1.2 研究教育阶段分布

在所选的235篇文献中,按高等教育与中等教

育进行分类.如图2所示,中等物理教育课程思政研

究文献25篇,占总体的10.6%,其余均为高等教育

中大学物理、大学物理实验等相关的文献,占总体的

89.4%,是中等教育文献的8.4倍.

图2 按中、高等教育分类的研究文献数量占比图

1.3 研究主题分布

按研究主题可将235篇文献分为3类:理论与

方法(包括思政元素的构建挖掘、课程思政的融入途

径与方法)、教学案例设计及实践、现状与综述研究.
由图3可知,关于物理课程思政的文献主题,

72.3% 是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研究方向集中在课程

思政内容的构建挖掘与融入物理教学的途径方法.
相比理论方法,融入课程思政的物理教学案例设计

与实践的研究明显减少,占比仅为26.4%.课程思

政的现状研究和综述仅有3篇,占总体的1.3%.

图3 研究文献的主题分布占比图

1.4 文献地区分布

将文献的第一通讯地址进行梳理总结,按照华

东、华南、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7个地区进行

划分,得到的地区分布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文献地区分布占比图

由图4可知,华东地区的文献占总数量的31.5%,

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次是华北地区,占全量的

14.9%.西北地区的文献占比有12.8%.华南、华

中、东北地区的文献占比相当,略低于西北地区.西

南地区的文献占比最小,仅有8.1%.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在物理教学中的研究正在

稳步发展与深入,分析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政策

的推动,二是高校、学者的积极响应.2014年,上海

市委、市政府印发实施《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

(2014-2020年)》,在高校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贯穿教学和研究的全过程[3].课程思政教育开始在

上海高校教育中进行改革实践,并逐步向全国高校

推进.2018年,北京市委为提高高校课程思政水平,

按照《实施纲要》要求,组织实施课程思政攻关计

划,挖掘各类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推动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5].华东华北地

区是全国高校的密集区,高校积极响应政策改革,使

得课程思政的发展得到了有力保障与支持.为更好

地促进高校课程形成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效

应,教育部于2020年6月印发了《指导纲要》,正式

将课程思政列为高校思政教育和课程改革的重点,

促使“课程思政”的研究不断地深入.物理作为高等

学校理工科基础课程,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也随之

增加.目前物理课程思政的框架建构已见雏形,理论

框架的研究与教育教学实践研究形成良性发展循

环,促进物理课程思政的健康发展.课程思政的改革

热潮也向中等教育辐射,促进形成全社会的思政教

育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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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内容

在235篇“物理课程思政”研究文献中,有核心

期刊10篇、学位论文10篇.核心期刊与学位论文各

占总量的4.3%.这235篇文献中,被引用的文献有

127篇,被引次数大于5次的文献有51篇,大于10次

的文献有26篇.依据核心期刊、学位论文和被引次

数,选取了具有代表性、认可度高、专业性强、创新性

较强的50篇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4方面.

2.1 物理课程思政内容的挖掘与建构

挖掘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融入物理教学的第一

步.如图5所示,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物理课

程思政内容的挖掘和构建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

图5 物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文献[6]认为物理学史中的一些故事、典例具

有深刻的人文思想与人生哲理,将其融入到物理教

学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与

价值观;中国科技的进步与成就更能弘扬民族精神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献[7]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作为切入点,认为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内容要

立足于文化内容本身,做到古为今用,古意今解,或

者实现两者的反向关联,促进学生反思,从得到价值

观的熏陶.文献[8]提出要以科学家的事迹来激励

学生,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的精

神,尤其是我国科学家为振兴中华所付出的努力与

汗水,以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接受科学精神的熏陶

与感染.文献[9]认为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中充满着

丰富的辩证法内容,在大学物理教材中也贯穿和体

现唯物辩证主义哲学思想与观点,将其引入物理教

学,能够很好地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理解马克思主

义哲学观点.文献[10]认为物理课中的实验性环节

是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科学素养、观察思考及实

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提高学生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不怕困难的优良道德品质.文献

[4]认为只有德才兼备的教师才能实现对学生精神

引领的目标.

2.2 教学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的途径

将课程思政融入物理教学是开展物理课程思政

的重点,也是难点.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切入点提出了

多种融合途径,总结如图6所示.

图6 课程思政融入途径

文献[11]提出要在教学改革中强化顶层设计,

将德育目标纳入教学目标,既要有课程的整体德育

目标,也要有某堂课的具体德育要求,从制度上保证

课程思政的实施.文献[12]以高中物理课程思政教

学为主,探索出了基于“教学目标 — 思政目标 — 思

政元素 — 思政素养”的思政教学路径,首先理清教

学目标,从教学目标中提炼出蕴含的思政目标,然后

挖掘物理教材中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在教学设计

中,然后通过教学实践有效落实培养学生的思政素

养.文献[13]从教学环节、教学策略和教育理念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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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出发,提出要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种教学策

略,将“课前、课中、课后”衔接起来,全方位、全过程

地落实“课程思政”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文献[14]提

出要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形成

评价体系,注重学生的发展性,建立思想变化档案,

分阶段、多次性地进行考核.在教学模式上文献[15]

提出可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互

联网发展和疫情影响的社会背景下,线上教学也成

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之一.

2.3 教学案例设计

课程思政自2014年提出后,多数高校已经开展

课程思政教育改革,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提供了

大量的教学经验与案例.
对比所选文献,教学案例设计按照中学与大学

不同教育阶段与物理知识板块分类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1 中学、大学阶段物理课程思政案例设计统计表

教育阶段 案例所含知识板块 数量/篇 合计/篇

中学

绪论 2

力学 3

电磁学 7

近现代物理 2

14

大学

力学 24

电磁学 9

声学 1

光学 9

近现代物理 3

46

  由表1可知,目前国内学者在大学物理的“课程

思政”教学案例设计共计46篇,中学物理“课程思

政”教学设计仅有14篇.从内容分布来看,力学板块

教学案例研究有27篇,电磁学板块有16篇,光学部

分9篇,近现代物理仅有5篇.力学板块的教学案例

设计明显多于其他物理板块,电磁学次之.从物理学

的发展来看,力学是物理学发展的基础,也是学生学

习物理的开端.力学和电磁学是经典物理体系中的

两大支柱,也是中学物理与大学物理课程中最为主

要的学习内容,因而受到高度重视.

2.4 教学反馈与改进

在进行物理课程思政实践后,文献[16]通过设

计调查问卷、与学生和教师访谈等多种方式,对课程

思政教学进行了评价、反馈与总结.
通过教学实践和教学反馈,大多的学生对物理

课堂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物理

的学习兴趣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且通过物理的学

习,在认知、情感上得到了提升[1618].同时,部分教

师也意识到以往教育理念的不足,开始主动学习,更

新自己的教育观念.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学

生和教师的普遍支持[19].
在教学反思的基础上,学者们也给出了一些教

学改进的建议.文献[20]认为任课教师的思政意识

和水平需要提升,而且课程思政的融入要自然无缝,

实施方式要多样化,评价体系也需完善.文献[6]则

提出课程思政的内容要有亲和力和针对性,实施形

式要灵活多样,篇幅要短小精悍.文献[21]提出了

在疫情背景下要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常态化,还要发

挥标杆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学者们对物理课程思

政实施的建议与思考都具有代表性,对今后的教学

设计与教学实施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 总结与展望

自2014年提出课程思政的概念以来,物理课程

思政的研究已有了可观的成果.在现有的研究中,已

对物理思政元素的挖掘,融入途径、教学实践等问题

达成了一致的认识.但是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依旧

处于起步探索时期,需要学者和物理教育者进行更

为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3.1 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还需不断深入

目前学者们对物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理论和

方法有着大量的研究,但是大部分论文中所涉及的

观点是相似或重合的.未来在理论方法这部分的研

究,还应该更加地深入与创新,对现有的理论基础进

行进一步的补充与完善.

3.2 内容的挖掘和建构方式方法还需更加多样

在现有的文献中,针对物理思政元素和内容

的挖掘建构方法已有许多,包括教材的二次开发、

物理学史、物理实验、中华优秀的技术文明、物理

成就、科学家的精神和事迹等.在此基础上,可以

进行进一步地挖掘与思考,比如将物理与其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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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相联系,进行跨学科课程思政内容的挖掘,使得

各专业课、各学科之间产生联动,形成专业课之间

的协同效应等.

3.3 教学案例设计和教学实践还应该丰富和拓展

在文献统计中,大学物理课程的案例设计占

76.7%,主要以力学、电磁学为设计主题.在之后的

研究中,同样应重视其他知识板块的课程思政案例

设计和实践,丰富中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教学案例设

计.在不断丰富教学案例的过程中,建立优秀教学案

例库,让更多的学校和教师参与案例教学库的建设,

打造出优秀的示范课程,发挥示范课程的优越性,促

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发展.

3.4 建立更科学系统的教学评价体系

众多学者均提出要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以发展

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作为课程思政评价的主要评价

方式.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对物理课程思政实施的效

果和评估研究还远远不够,尚未构建出科学的、系统

的、可操作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

3.5 建立起课程思政教师团队

教师是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的关键,教师的思

政水平直接影响着课程思政的质量.学校应该加

强教师的思政意识,培养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思政

素养,支持教师及团队的建设,促进教师及团队的

发展.在师范类本科生及教育类研究生的培养中,

也应融入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让新一代的教师

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成为日后课程思政建设的主

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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