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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熟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大学物理课程思政亦然.从物理内容中能概括出不少哲学结论因而物

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根同源,物理学史中有很多培养科学精神、家国情怀等的好素材,这些都是大学物理课程

思政的优势.思政元素和思政内容的明确界定、思政内容系统化有利于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有利

于明确思政内容的边界和避免思政内容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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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2014年上海开始探索和推进“课程思政”这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起,课程思政在高校中便逐渐

开展起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多次发文指导

推动下,近年已呈普遍展开和迅速发展之势,取得了

不少成绩.大学物理(含物理类,以下通称大学物理)
课程思政也紧跟形势,成果喜人[1].

但客观地说,总体上整个课程思政都还缺乏系

统性的基础理论支撑,理论根基不牢固[2].理论问题

带有基础性,会影响并导致实践问题.不管理论还是

实践,大学物理课程思政都还有一些需要详细研究

的地方.具体来说,一是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独特

优势论述不够;二是对核心概念如思政内容、思政元

素等定义不清,“思政内容”与“思政元素”相互混用

或者笼统称为思政元素;三是大学物理思政内容不

系统没有整体性,没有给出思政内容的边界;四是实

践上从思政元素概括提炼思政内容的方法及环节研

究很少,造成“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种公认的、高效

的、可推广的教学模式”[1];五是考核方式简单粗放,
效果不确定.这些问题不管在点上还是面上,都会影

响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深入开展和实效提升.
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得部分教师对大学物理课

程思政的优势认识不足信心不够;相关概念使用混

乱、思政元素和思政内容单一,动辄家国情怀、爱国

主义、科学精神而少有其他,思政内容导出牵强.从
思政元素中概括提炼思政内容和效果考核属实践性

问题,本文将仅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可行性及优

势、思政内容和思政元素的概念界定及思政内容系

统化进行理论探讨.

2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独特优势

首先,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

科[3],是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一般

规律的反映[4].逻辑、政治、法律、道德、伦理、美学等

等学科都在哲学范畴之内[5].其中社会科学和思维

科学的一般规律以自然科学的一般规律为基础.自
然科学的一般规律指自然界的总原理,具有基础性,
哲学要回答世界观等问题就必须从总原理上研究自

然.而物理学在古代属于自然哲学,研究的就是自然

界的总原理[6],经典物理学以来的物理规律也表现

为一些基本原理,宇宙学更是直接研究整个宇宙的

运行规律.事实上,在古代物理学属于哲学的一部

分,即“科学在哲学之中”,独立学科的物理学是15
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期科学复兴时期从哲学中分

化出来的[7].所以在关于自然科学的一般规律方面,
物理学与哲学有共同的基本研究对象,同根同源,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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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难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

斯确实是从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出发概括、抽象出

哲学原理的[814],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部分结论也

从自然科学结论中抽象得到.我们已明确,哲学思

想、哲学理论是从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结论材料)
中作进一步的抽象概括而得到的最一般结论[15],这
些结论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物理学研究物质世界

的运行规律,非决定论因果关系等许多哲学世界观

和方法论来自物理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思维的最

一般规律)方面,物理学同样与哲学同根同源.
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关

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包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16].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任

务,正是要传播这一范畴体系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

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和方法

论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物理学在基

本研究对象、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与哲学同根同源,自
然与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根同源.

其次,由于物理学研究的自然对象的广泛性,其
为哲学提供结论材料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对抽

象出哲学理论的作用自然也更大.从物理结论抽象

出哲学理论的典型例子如:从能量的转化与守恒定

律以及各种运动形式的转化这一类现象中得出普遍

联系的观点[9];从微观粒子位置的几率性得出非决

定性因果关系,等等.既然从物理学的研究结论中可

以抽象概括出哲学原理,那么用物理学的知识和结

论作为思政元素导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关结论,符
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产生的历史渊源,这是大学

物理课程思政的先天优势.
同时,物理学史研究人类对自然界各种物理现

象的认识史,研究物理学发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研
究物理学概念、思想发展和变革的过程[17].性质上,
物理学史是物理学和社会科学综合交叉的产物,既
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又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18].
物理学史作为一门综合学科,不仅包含着物理学、数
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而且包含有丰富

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物理学史中物理学

家的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科学的精神、坚持真

理的精神、家国情怀、团结协作、集体力量等等思政

内容,都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好素材.
可见在物理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不但可行,而

且具有先天和明显的独特优势[1921].我们对此要有

坚定的信心,积极行动,切实有效开展大学物理课程

思政,在物理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3 思政内容与思政元素界定

3.1 概念现状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关键是挖掘课程本身所包

含的思政元素,并从思政元素中概括提炼出思政内

容,向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思政内容与思政

元素是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广泛使用的一对关联概

念,这两个概念是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核心.
研究与实践中,有明确把物理内容(理论知识,

实验实践知识)及相关的物理学史内容(科学家事

迹)作为思政元素的,如文献[22]指出要“利用好科

学家事迹这类思政元素;利用好物理课程中的自然

科学思政元素;利用好物理课程中的实验实践思政

元素”;有明确地把哲学思想观点、核心价值观及人

文精神等称为思政元素的,如文献[23]称“这些光

学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中蕴含着中国哲学思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种思政元素”,文献[24 26]
同样如此;有把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人文

素养等称为思政元素的[27];有把世界观、政治观、人
生观等称为思政要素的,如文献[28]称“‘两弹一

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事迹就是思政素材,包含有

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等多个思政要素”.
文献[29]把安培的科学故事等物理学史内容

叫做“思政内容”,文献[30]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素养、创新等叫做“课
程思政教育内容”,还有把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等

称为“思政政治教育内容”的[28].
可见,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对思政内容与思政元

素作出区分并进行明确界定,另一方面不管名称还

是具体指代,对“思政元素”和“思政内容”的使用都

不统一,更多的研究是绕过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定义

不清则内涵不明,会给他人准确理解文意带来不便.
力学发展的早期称动能为“能量”“动力”“死力”“活
力”,运动的量有时指动量有时指动能而名称上为

“力”或“运动量”,这种名称和内涵的不统一曾对力

学乃至物理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挠.所以,厘清

思政内容与思政元素的定义,统一其内涵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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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思政内容

那么,什么是思政内容呢? 思政内容,顾名思义

就是要向学生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属于意识

形态范畴.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和

“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包括哲学、认识论、自然科学

方法论、社会公德等等方面的教育,政治教育包括政

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信念、政治制度、国家、民族

团结等方面的教育.从教育部党组2020年5月印发

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课程思

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

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

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可以看出,课程思

政建设内容、课程思政内容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因而,思政内容指要向学生传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是确定的.思政内容应该构成一个系统,有研究把

思政内容系统确定为“由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法
治观、道德观、人文观和认知观等要素构成的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的统一结构”[28],这是正确的.更概括

地说,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哲学原理范畴.我们是

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所以

更具体一点,我们要传播给学生的思政内容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精神.宏观层面上,
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和实践经验.具体层

面十分丰富,世界的物质性、矛盾论、普遍联系、归纳

演绎类比、科学精神;系统性质的质变(集体主义)、
先进力量必然代替落后力量、心理健康、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等等,都是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思政内容.这
一内容体系是国家要求引入的专业课程内容之外的

思想,属于主观意识形态范畴,不是课程内容本身,
也不是课程内容所直接包含.
3.3 思政元素

既然思政内容已指课程内容之外引入的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思政元素指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仍然

可以从教育部的《纲要》分析推断得出.《纲要》第五

部分提出:“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

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

果”.这就是说,思政元素是在梳理教学内容的基础

上,从教学内容中挖掘得出的.那么,首先教学内容

不都是思政元素,所以要梳理挖掘;二是根据不同课

程、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挖掘出的思政元素不同,
而思政内容是所有课程都要共同传播的内容.所以,
思政元素与思政内容是两个不同概念,思政元素只

可能是客观存在的教学内容,不可能再是从外部引

入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思政内容.特别要指出的是,由
于我们是从思政元素中提炼思政内容,所以只有那

些间接蕴含了思政内容的课程内容才是思政元素.
《纲要》中的“挖掘”应理解为梳理、分析、筛选.所
以,思政元素是指经过深入挖掘后选择出的蕴含思

政内容的课程内容,而不蕴含思政内容的教学内容

则不是思政元素.显然,思政元素是课程内容的客观

方面,是客观存在范畴.从关系上说,教学内容包含

思政元素,思政元素蕴含思政内容,思政内容从思政

元素中概括、归纳、总结、抽象得出.虽然从来源上思

政内容可以从思政元素中得出,但在学科内容上思

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属于物理学,所以思政内容是从

物理学外部引入的.
对于大学物理来说,物理课程内容中的物理现

象、思想、原理、规律、方法、具体知识、物理学的发展

过程以及相关的物理学家事迹等物理学的客观方

面,属于思政元素范畴.但并非每一物理教学内容都

是思政元素,只有当某一内容蕴含要向学生传播的

思政内容时,其才成为物理思政元素.这些思政元素

要经过归纳、推导、引申、转换等提炼过程才能得出

相应的思政内容.教学过程中,还要经链接转换内容

的陈述、释明提点等中间环节,才能从思政元素自然

过渡到思政内容,没有这些中间环节就会显得生硬.
而当从某一物理客观内容不能提炼出思政内容时,
它就不是思政元素.并且,一个思政素材(元素)往

往包括不只一个思政要素(内容),如科学家钱学森

的事迹就包含有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等多个思政

要素[28].
例如,涡电流可以应用到高频感应炉、电工仪表

和机场安检门中,但同时涡流还会使导体发热消耗

能量损坏器件等,这些客观物理内容本身是思政元

素.总结可以得出,事物总是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

的一面.进一步概括提炼可以引出事物总是充满矛

盾的(矛盾的普遍性)和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两个

结论,这些结论是具有主观意识形态特性的思政内

容,已不是物理内容本身了.并且这两个结论的性质

不同,矛盾普遍性是世界观,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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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从这个例子我们还看到,思政内容是作为思

政元素的结论而引出的,这样的引出就自然而不牵

强了.

4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思政内容体系

4.1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思政内容

原则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全部范畴和马克思

主义原理中国化的成果,如爱党、爱国、四个自信、家
国情怀、道德修养、优秀传统文化等等,都是我们的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原理又是思政

内容的边界,超出这一边界的思想和言论都不能作

为思政内容引入物理课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

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

指南.所以具体说,大学物理思政内容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精神.其内容组成可以从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和有关文件中归纳梳理出

来.但因为大学物理思政内容系统上可以,而具体不

可能涵盖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只

能是相关讲话和文件中提到的重点即主要精神.
通过对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的意见》、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

育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9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

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20年5月教

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

国家教材委员会2021年7月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以及同类文

件进行梳理归纳,大学物理思政内容具体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这些重点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

法论、科学正确的思维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
爱党:革命文化(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爱国主义:国家意识,国家安全意识,中国梦,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团结,家国情怀和使

命担当,伟大成就,优秀传统文化(爱集体、讲仁爱、
重民本).

法治:宪法法治意识,法治观念,遵纪守法.
道德品质:道德修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科学伦理.
人文精神:人文素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美的正确观念.
能力素质:科学精神、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心理

健康、意志品质、认知能力,实践能力,正确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业能力,知行统

一,创新精神、创造意识.
责任:社会责任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职业责

任感,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职业品格(诚
实守信,公道办事).
4.2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思政内容体系

可以看出,大学物理思政内容之间存一定的位

阶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最高层级,
这个层级的内容组成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其余内

容逐渐具体,是第二、第三层级等等.其他方面的思

政内容,根据其学科归属,可以分别归入到最高层级

之下的不同方面中去.比如,逻辑学科学美(美学)
属于认识论、集体的力量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等等.显
然,思政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组成部分相对

应,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原理框架系统之中.这样,
我们要传播给学生的思政内容各部分之间就构成了

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相对应,
但在具体层面上内容是具体化的.这也就是说,我们

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思想

体系的教育和养成.
此外,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是从思政元素导出思

政内容,那么思政元素与思政内容之间应该存在一

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但由于物理内容的复杂性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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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内容的丰富性,思政元素与思政内容之间并非一

一对应,所以要具体给出每一物理内容或思政元素

对应的思政内容不太可能,只能给出一个宏观的大

致对应关系.一般而言,从物理思想、规律、方法、知
识、物理学史(物理事件、物理学家事迹)中,可以提

炼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关结论,从物理学史(物理事

件、物理学家事迹)中可以概括出历史唯物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相关范畴.表1给出了思政内容系统

的位阶关系和思政内容与思政元素的大致对应

关系.
表1 思政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及思政元素对应关系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化新成果)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世界观 方法论(认识论)
经济基础
(社会存在)

上层建筑

政治
意识
形态

非意识
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相关范畴

经济 政治 意识形态

马克思
主义原
理体系

世界是
多样的,
但是物
质的,世
界统一
于物质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映物质
唯物论、可知论

物质存
在形式
是运动
运动的
相对性
与绝对
性   
内因与
外因  

主次要
矛盾、
矛盾主
要方面
与次要
方面 

对立
统一

实践

物质世界
的普遍联
系和变化

发展

原因与
结果、
现象与
本质、
形式与
内容、
整体与
部分、
个别与
一般、
相对与
绝对、
偶然与
必然、
可能与
现实  

质量
互变

真理
规律

否定
之

否定

相对
真理

绝对
真理

人口
三个
代表

法治
道德
艺术

科学
技术

公有制
为主体
多种所
有制并
存   

党的领
导人民
民主专
政社会
主义制
度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历史必然
性

   

人文精神
能力素质

责任

领袖的
特殊作
用   

宪法法
治意识
法治观
念   

科学
精神

集体
主义
按劳
分配

国家
统一
爱国
主义

社会主
义制度
优越性

人 文 素 质,
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
价值观
心 理 健 康、
意 志 品 质、
认 知 能 力,
实 践 能 力,
正确认识问
题、分 析 问
题和解决问
题 的 能 力,
知行统一.
社会责任意
识,责 任 感
使 命 感,职
业责任感

群众
路线
全心
全意
为人
民服
务  

遵纪
守法;
社会
公德、
职业
道德、
家庭
美德、
个人
品德;
诚实
守信,
公道
办事,
美的
正确
观念

科学
伦理、
创新
精神、
创造
意识、
工匠
精神

爱集体、
劳 动 精
神、奋斗
精神、创
业能力;
职 业 理
想、职业
精 神 和
职 业 规
范、职业
品格

国 家 意
识,国家
安 全 意
识,爱国
主 义 为
核 心 的
民 族 精
神,民族
团结,使
命担当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
观、四 个
自 信、社
会主义先
进 文 化、
中 国 梦、
革命文化
(共 产 党
人精神谱
系)
优秀传统
文 化 (讲
仁爱重民
本)、家国
情 怀、人
类命运共
同体

思
政
内
容

物理现象 物理思想 物理规律
物理方法 物理知识 物理事件

物理学史 物理学家事迹

物理学史
物理事件

物理学家事迹

物理学史
物理事件

物理学家事迹

思政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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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思政内容大致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相

对应,而这一体系范畴的内容又十分丰富,教学中就

要通过物理思政元素概括提炼出尽量多的思政内

容,从而避免思政内容单调,防止思政疲劳.要做到

这一点,教师至少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关范畴.
这样才能打开思维,根据物理内容从头脑中搜索出

多项思政内容,选择最贴切、最匹配的思政内容传播

给学生,防止不贴切造成的生硬.

5 总结与建议

以上我们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优势、思政元

素与思政内容的界定作了理论上的初步探讨,凝炼

了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主要思政内容,并将其纳入

马克思主义原理范畴体系之中从而使之系统化,为
思政内容设定了边界,并给出了物理内容(思政元

素)与具体思政内容的粗略对应关系.
我们发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涉及面广,目前对

有些关键内容的研究还远不算成熟,且理论整体上

不够系统.追根溯源,应该是课程思政还没有构建起

统一的理论描述.成熟正确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实

践,没有统一成熟的上位理论作体系指导,各个学科

的课程思政就只能在宏观要求下各自为战.在此背

景下,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在实践中自然显得力不从

心,虽然看起来遍地花开,但实际效果可能未必尽如

人意.为此,构建统一的、成熟的、系统化的课程思政

理论体系已是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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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方面展开研究,更应该从学的方面展开研究.要
注重课程思政育人内涵的实现机理,从“学”的角度

研究学生内化价值观、形成内在动机的心理路径,为
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提供价值引领.在进行课程思

政的设计与实施时,应当注意真实性、价值感、能力

匹配、自主感、归属感、胜任感六大要素,同时重视发

挥跨学科实践关联所学与现实生活的重要功能,使
学生在指向正向价值取向的真实实践活动中体会物

理学的价值,实现物理课程的育人功能.同时,在义

务教育物理课程思政的研究中,迫切需要将课程思

政与学生心理学相结合,探索以学生主动价值内化

为目标的实施路径,为物理课程思政提供价值引领.
参 考 文 献

[1]赵宁.“课程思政”融入初中物理课堂的育人价值[J].物

理教学,2022,44(11):39 42.
[2]范永梅.基于协同理论的物理课程思政资源开发策略刍

议[J].物理教师,2022,43(11):29 31.
[3]尹庆丰.“课程思政”融入高中物理课堂教学初探[J].物

理教师,2020,41(6):69 72.
[4]王平.着眼于情感:以促进学习为目标的价值观教育

[J].教育学报,2022,18(1):44 53.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

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7](美)爱德华·L.德西,(美)理查德·弗拉斯特.内在动

机:自主掌控人生的力量[M].王正林,译.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2020.
[8]刘丽虹,张积家.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及其应用[J].华

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53 59.
[9]许晓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学习活动设计[J].思

想政治课教学,2019(7):44 46.
[10]陈平.分层设计 异步推进 增强自我效能感 ——— 从自我

效能感视阈谈初中物理分层活动单教学[J].物理教师,

2012,33(7):25 26.
[11]王雅丽,鞠玉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德育

课程的隐性视角探索[J].中国电化教育,2021(3):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58 63.

(上接第79页)
[27]郑友进,陈玥洁,左桂鸿.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物理教学

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

47(3):59 61.
[28]朱宪忠,陈飞明,冯存芳.大学物理教学中思政要素的挖

掘与融入[J].大学物理,2021,40(6):66 70.

[29]张王曦月,周琦,蒋小康.大学物理中的课程思政———以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为例[J].教育教学论坛,2021,

13(27):157 159.
[30]贺梦冬,朱彦华,李建波,等.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育内

容的四个关键着力点[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0,

41(3):77 79.

TheoreticalProbeintoSeveralConcreteProblems
i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onUniversityPhysicsCurriculum

CAIHougui YANGYouchang LUHong PENGShuangyan
(SchoolofScience,GuizhouUniversityofEngineeringScience,Bijie,Guizhou 551700)

Abstract:Practicecanbeconductedcorrectlyundermaturetheory,asistrueof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
educationincollegephysicscourses.Quiteafewphilosophicalconclusionscanbeinferredfromphysics,which

provesthesamerootsofmarxistprinciplesandphysics.Manyusefulphysicalmaterialsinhistoryofphysicsca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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