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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力学课程为例提出围绕思政目标进行课程设计的观点,以及凝练育人目标、提炼育人元素、指导课程

设计的三步设计课程法.用案例“科学探究的过程”说明针对一次课程实施三步设计的方法,实现用思政的方法论

指导知识传授,用专业知识诠释思政意义,融合提升思政教育与课程质量,为解决思政与课程两张皮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课程思政  力学  课程设计  科学素养

  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科技社会发展不断给

高等教育提出新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最迫切的是大

学生的思想教育.多元化的思想舆论容易给大学生

带来负面影响,仅靠思政课程和政工教师的育人模

式显得力不从心.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高等教育

脉搏,适时提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战略

布局.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

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各类课

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1].
物理学具有天然的育人功能和优势.但在实践

中还普遍存在着不会做、不知怎么做的现象.课程思

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金课”与一流课

程的核心与关键.讲故事、做类比不是课程思政的全

部.南京大学李向东开发的“宇宙简史”被誉为理科

课程思政的标杆[2].这门课程是站在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高度,围绕“树立正确的宇宙观”的目标,构

建创新性的课程体系.南开大学刘玉斌以“树立正确

科学观”为目标,按照思政要求为主线构建理论力

学课程[3].这些成功的课程表明,高阶课程思政要求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核心,充分利用物理学各类课

程的特点,以明确的思政目标为指导设计课程教学

全过程.
专业课一般有成熟的课程体系,难以如“宇宙简

史”那样全新再造,但仍可以在尊重课程自身建设

规律的前提下,围绕思政目标进行系统的课程设

计[4].笔者所在力学教学团队,探索并形成思政目标

指导下的课程设计思想,提出“三步设计课程法:凝

练育人目标、提炼育人元素、指导课程设计”.
本文介绍我们在力学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的总

体思路和部分围绕科学素养育人目标的案例.用案

例“科学探究的过程”说明在思政指导下进行课程

设计方法.思政提供方法论指导知识传授,专业知识

诠释思政内涵,育人效果与教学质量协同提升.

1 课程思政的总体思路

1.1 课程概况与思政目标

力学是为我校物理类和科学教育(师范)专业

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3学分,一年级第一学期开

课,本文以科学教育专业为例.笔者针对学业困难学

生的调查发现,其中多数是在第一学期早早掉队,主

要原因如不喜欢专业、不适应大学学习等.为此拟定

“用一门课塑造一个大学生”的育人思想和总体思

政目标.
(1)家国情怀:引导学生以人类灵魂工程师为

己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深厚的家

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科学素养:培养以强烈探究意识为核心的

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思维与实践方法,具备科学融合

能力;

(3)教师素养:增强学生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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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忠诚度,立志成为卓越科学教师.
根据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强、抗挫能力差的特

点,主要倡导对家人负责,对他人友善,对国家担当

的朴素的家国情怀,把情怀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特

别是教师的言传身教.本文重点介绍科学素养与教

师素养的目标实现.
思政教育需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科学教育

主要面向浙江省培养初中科学课程教师.科学是把

初中的物理、化学、生命、地理等整合成的一门自然

科学课程[5],目前主要在浙江、上海等地试行.这门

课程以提高初中生科学素养为宗旨,通过对自然科

学的整合,帮助学生以整体观点理解自然科学的本

质,培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内容上,增设两个

独立模块,即“科学探究”“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力学作为第一门专业课,要承担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与教师职业素养的任务.

1.2 实现思政目标的途径

专业课程以知识为载体,把思政教育自然融入

知识传授过程,实现如盐在水、润物无声[1].

科学素养一般包括科学知识、方法与能力、科学

思想与科学精神等方面.科学探究是科学的本质特

征,也是提高科学素养最主要的途径.力学课程对科

学探究进行总体设计,帮助学生在大学课程的层面

上深刻理解科学探究的意义,学习科学探究方法,培

养科学探究意识,进一步理解科学精神的实质,培养

科学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专业课在培养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与忠

诚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力学课程设计中

注意把课程内容与初中科学进行关联.通过课程衔

接帮助学生在高阶学习中理解初中科学课程,激发

对未来职业的期待.大学生真正体验到科学的魅力,

将是他未来做一名卓越科学教师的驱动力.

1.3 课程设计方案

实践中提出三步设计课程法.首先对照课程思

政目标拟定若干思政主题,针对每个思政主题提炼

出若干相互关联的思政案例.表1列出力学课程中

若干围绕科学素养目标的思政主题、案例及在教材

中呈现的知识单元.
表1 力学课程科学素养思政主题与案例设计

思政主题 思政解析 案例及知识单元

科学素养的含义  知识、方法、思想、精神、能力  前言介绍科学素养,引导学生从这几个方面学习和理解力学

科学探究的过程
 问题、假设、方案、结论、检验、

交流
 质点运动学,按照科学探究的过程学习从加速度到速度到坐标

科学探究的开始:

科学问题

 探究始于问题.发现问题需要

知识基础、好奇心、求知欲、观察

力、质疑精神和创新意识

 质疑精神:伽利略自由落体实验是真的吗(牛顿定律)? 伽利略

用望远镜能“看到”木星的卫星吗(旋转矢量法)

 好奇心:什么力推动地球转动(牛顿定律)? 地球开始转动是怎

样产生的(角动量定理)? 星光为什么是圆点(相对论)

科学探究的方法:

科学模型

 理想模型的要点:能够描述物

理现象;在一定知识基础上可解

 质点到质点组:不描述转动用质点,描述转动需质点组,刚体是

最简单的质点组模型,机械波是集体运动形式的质点组

 重力加速度:伽利略用斜面研究自由落体;阿特伍德机,在质点

力学忽略定滑轮质量,刚体力学考虑滑轮质量

科学、技术、

社会、环境

 科学推动技术进步、技术促进

科学发展;社会需求是科技发展的

动力,科技要面向人类问题;科学

技术促进社会发展,同时是双刃剑

 牛顿解决月亮悬空的科学问题,推动现代空间技术发展,空间

技术影响人类生活各方面(牛顿力学、刚体、相对论)

 多普勒效应发展出广泛的技术应用,影响空间、交通、医疗等

 从单摆到机械钟,到电子表、原子钟、北斗导航系统

 中国历史重技术轻科学的反例:割圆术没有发展成微积分;古

代天文观测促进最先进的历法,但没有产生现代天文学和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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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案例不限于一次课程,而是在课程整体范

围进行设计.总体目标是科学素养,重点是科学探究,
围绕科学探究的几个关键点设计思政主题,包括科学

问题发现、理想模型等.通过这几个思政主题,把教材

内容有机联系起来,克服学生普遍存在的只重局部学

习,而不善总体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习习惯.
下面的案例说明用三步设计法设计一次课程.

2 教学案例 ——— 科学探究的过程

本案例为1节课,45min.设定科学探究的一般

过程为思政目标,帮助学生了解科学探究基本过程,
指导后续课程学习.选取哈雷彗星的发现作为基本

案例.课程内容安排在质点运动学,课程的重点和难

点是质点运动学两类问题,即由坐标得到速度与加

速度,和由加速度得到速度与坐标.限于篇幅,以下

主要说明与思政有关的内容.
2.1 教学目标

课程思政目标细分为4个方面:
(1)理解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并应用于学习;
(2)体验科学之美,加深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3)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贡献,增强文化自信;
(4)理解科学家及科学研究的民族性,增强国

家情怀.
课程内容选择漆安慎等编著《力学》“§2.4质

点直线运动 ——— 从加速度到速度和坐标”[6].
知识目标:掌握坐标、速度、加速度3个物理量

的关系,熟练掌握利用积分从加速度求速度和坐标

的方法.
2.2 教学设计思想

用哈雷彗星的发现过程引入课程思政目标,即
科学探究的过程包括哪些基本元素.然后按照科学

探究的基本过程展开学习.图1为设计导图.

图1 课程设计导图

2.3 教学过程

2.3.1 课程思政目标导入

课堂开始,回顾运动学第一类问题,已知坐标如

何得到速度、加速度.
学生阅读材料,哈雷彗星的发现,梗概如下:哈

雷研究连续3次出现的彗星后提出问题,它们的轨

道为什么如此相似? 哈雷大胆提出猜想,它们是同

一颗彗星.他用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计算初步

证实自己的想法,并预测下一次出现的时间.哈雷去

世后,人们按照他提供的数据观察到这个彗星再次

出现,检验了他的理论.
阅读材料后讨论问题:哈雷彗星的发现过程包

含哪些科学探究的元素? 结合初中科学课程标准,

总结科学探究的6个基本元素:提出科学问题,提出

猜想和假设,做研究计划和设计,做实验和理论求

证,对结果检验与评价,表达与交流[5].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融入3个思政点.
思政点1:哈雷的预言被证实,引起世人的激

动,体现科学发现之美.
思政点2:“如果彗星最终根据我们的预言,大

约在1758年再现的时候,公正的后代将不会忘记这

首先是由一个英国人发现的 ……”,哈雷生前写下

的话体现了科学家的家国情怀.科学无国界,但科学

家有祖国.科学家的伟大成就,都会贴上国家、民族

的标签.
思政点3:中国从秦到清,有完整的29次哈雷彗

星记载.事实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天文记录.
大学生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2.3.2 探究式教学过程

按照科学探究的过程设计学习过程.
科学问题:哈雷在计算彗星轨道时,应用了牛顿

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本质上是知道彗星相对太阳

的加速度,根据加速度求出彗星的速度和轨道(坐

标),运动学上称为第二类问题.本节课探究问题为

已知加速度,如何计算质点的速度和坐标?

提出猜想:第一类问题用求导,第二类问题与第

一类问题是互逆过程,求解过程在数学上也应该是

互逆的,即第二类问题的求解用积分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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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从中学知识迁移到大学课程,或从加

速度、速度基本定义出发寻找答案.
理论求证:

方法1,利用加速度和速度曲线的几何意义.

  高中物理关于匀加速直线运动有Δv=aΔt,几

何意义是加速度曲线下的面积.推广到变加速运动,

这个公式虽然不成立,但几何意义仍然不变.考虑变

加速直线运动,计算曲线下的面积,可以用祖冲之的

“割圆术”,把曲线下的面积分割成等宽窄条,有

Δv≈∑
i
aiΔt

取无限小时间段有

Δv=∫adt
方法2,从加速度的微分定义式出发,a=dvdt

,两

边同乘以dt,得

dv=adt
等式两边积分得

Δv=∫adt
速度到坐标过程类似.

这个过程可以提取两个思政点.
思政点4:探究变加速运动,可以先从匀加速运

动开始,探究变速运动,可以先从匀速运动开始,这

是“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方法.
思政点5:匀速、匀加速、直线,与变速、变加速、

曲线,即“匀与变”“直与曲”是矛盾的两面,但在极

限dt内,可以把变速看成匀速,曲线看成直线,蕴含

辩证统一的思想.
检验与评价:教材理论结果如何检验? 有的情

况可以设计实验,多数可以通过理论验证.自然科学

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即各个理论、

公式得到的结论相互自洽.简单说,就是设计一些例

题验证推出公式的合理性.课堂研究雨滴自由落下、

到受到阻力的极限速度.
表达与交流:课后学生思考讨论,“作业是探究

过程吗? 如果是,其中包括哪些探究要素”.启发学

生重新认识作业的意义,以探究的态度对待作业.作

业不是简单的做题对答案,完成作业的过程对学生

而言就是探究过程.要求学生了解题目的实践来源

与建模过程,学会利用物理、数学知识及猜想、类比

等方法得到答案,分析验证答案的合理性,与同学进

行交流、分享.

3 总结

本文用案例介绍了我们团队在力学课程的思政

思想、实现途径与课程设计.在实施课程思政的实践

中,有几点体会:

(1)课程思政的精髓是教师把立德树人的理念

融入到灵魂的深处.牢记育人使命,教师就能够处处

以学生为中心,严谨认真地对待教学.实施课程思政

自觉性不断提高,技巧不断娴熟.教师在育人的同时

也能够严格约束自己的师德规范,实现自我思想

淬炼.
(2)需要实现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格局.课程思

政不是个别课,而是所有课程共同的任务.一门课程

的思政目标,决不能广而不深、泛而不精.例如,力学

的重点是让学生理解科学探究,获得初步体验.而后

续实验、学科竞赛、毕业论文等环节可以提供更全面

的科学探究体验.
(3)课程思政是打造“金课”与一流课程的核心

与关键.课程思政绝不是单方面的育人,更是实现有

温度的课堂的方法.在实施思政的过程中,笔者和学

生都能体验有灵魂的教学,学生对教师和课程的满

意度都大幅度提高,学评教成绩超过9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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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CourseDesignUndertheGuidance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Goals

XiongYongjian LianZengju JiaMan GuXiao
(DepartmentofPhysicsandTechnology,NingboUniversity,Ningbo,Zhejiang 315211)

Abstract:Takingmechanicsasanexample,weputsforwardtheviewpointofcoursedesignbasedonthe

ideologicalandpoliticalgoals,andthethree-stepcoursedesignmethod,i.e.,condensingtheeducationalgoals,

refiningtheeducationalelements,andguidingthecoursedesign.Theexampleof"theprocessofscientific

inquiry"ispresentedtoillustratethethree-stepdesignmethodforoneclass.Inthiscaseknowledgeteachingis

guidedbythe methodology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hilethegoal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areinterpreted withprofessionalknowledge,asaresultboththequalityofvalueeducationand

knowledgetransferareimprovedsimultaneously,providingreferenceforsolvingtheproblem ofseparation

betweentwo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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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MethodsofAll-roundIntegration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
inUniversityPhysicsExperiments

LiuLi
(NationalExperimentalTeachingDemonstrationCenterofPhysics,NanchangHangko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63;

SchoolofTestingandOptoelectronicEngineering,NanchangHangko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63)

HaoZhongqi ShiJiulin
(SchoolofTestingandOptoelectronicEngineering,NanchangHangko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63)

Abstract:Theintegr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experimentcourseshas

outstandingadvantagesintermsofbenefit,feasibilityandnecessity,whichisconducivetopromotingthe

constructionofafull-scaleeducationpatternforallemployees.Researchesareconductedonthecurrentproblems

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experimentteaching,suchasinsufficient mining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andincompleteintegrationinvariousteachinglinks.Establishedtheideological

andpoliticaleducationgoalsofcollegephysicsexperiments,includingscientificspirit,practicalspirit,craftsman

spirit,teamspirit,safetyawareness,integrityawareness,ideologicalconcepts,etc.,discussedthe mining
method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eachlinkoftheexperiment,andanalyzedthemethods,methods

andeffect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areintegratedintothecurriculu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
methods.Theresearchresultsprovidenewideasfortheresearchandimplementation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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