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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物理学的社会教育和思想文化功能,坚持贯彻通识教育原则.强调理工相融、科学与人文相融的

素质教育,从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抓起,努力消除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隔阂.补充完善通识教育系列课

程,加强课程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借助在线教学平台,使我校在大学文科物理的教学方面,特别是文理渗透的科

学素质教育及物理演示实验等方面达到国内高校先进水平,以适应工科背景的一流学科建设大学为国家培养创新

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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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全球的大爆发,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持续

实施打压,并在文化领域不断进行渗透,这就促使中

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思想政

治(以下简称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入,帮助青年学子

抵御西方各种腐朽思潮的入侵,为中国培养合格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从教育发展的积极

意义来看,新冠疫情的爆发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和国

际线上教学的繁荣,也给物理的思政教学和线上教

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1].目前,国内高校关于大

学物理教学结合课程思政方面的研究较多[23],而

对于文科物理的教学,不管是线上教学还是课程思

政的研究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文科物

理的教学内容提供了更多的课程思政材料和元素,

有利于物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在此国际大背景

下,及时在高校中开展文科物理教学的课程思政是

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4].
高等院校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大学

教育在培养青年学生正确“三观”的过程中起着积

极影响和主导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思政

课程通识教育在本科培养计划总学时中所占的比重

并不算高,这就需要其他的非思政类专业课程进行

多方位的配合和补充.随着教育部关于在高校开展

课程思政文件的出台,诸多高等院校的物理教师都

在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并在大学物理、文科物理以及

大学物理实验等课程的思政教学方面展开了积极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57].

2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的框架设计和教学思路

我们基于10多年的文科物理教学经验和学校

提供的网络平台,在新时代的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

文科物理教学的新模式.从教学的需要出发,强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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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与教学的结合,选择物理学适合研究的对象,

不断加入思政元素,并且把教师学习和研究的体会

以及学生的反馈及时运用到教学之中;同时我们也

要认识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对于文科学生的教育重在科学思想的启发和科

学方法的传授.
具体考虑到文科学生高中的学习背景,以人为

本,在文科物理的教学体系中配以相应的具有航空

航天特色的演示物理实验和大学物理实验作为补

充.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套具有丰富物理内涵和哲

学思想,适合文科本科学生使用,趣味盎然,生动活

泼的电子课件和网络阅读材料.按照物理学中的思

政元素分类,适应文科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重视讲

解物理的基本概念,避免使用复杂数学工具推导和

证明物理公式,满足网络信息化建设需求.文科物理

课程思政教育的基本思路如图1所示,首先结合课

堂教学内容将不同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文科物理的教

学过程,录制完整的教学视频,完成线上教学平台建

设,然后结合物理演示实验和大学物理实验开展线

上和线下的教学,最后通过教师的“细心”教与学生

的“耐心”学,完成对文科学生的物理课程思政教学

以及对文科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工作.

图1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教育研究的基本思路框图

3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和特点

基于通识教育和科学普及的教育原则,以物理

知识在文科大学生中的普及为中心,将大学文科物

理的教学内容分为理论授课和实验两部分,主要围

绕以下两点展开,对整个文科物理课程思政教学进

行全方位的内涵式设计和实践.
(1)采用线上和线下齐头并进的教学模式

改革传统的文科物理教学体系,借助学校已有

的线上网络教学平台,并以物理演示实验和大学物

理实验为辅助平台,强调“重基本理念、轻数学计

算”,拓宽文科物理课程的教学内涵.以科学家认识

自然、构建宇宙图像为出发点,以方法论和思维方式

为主线,实现经典、近代、现代内容有机的结合,人文

和科学精神互相渗透,在全校各非物理专业尤其是

人文类专业形成广义上的文科物理的教学新模式.
(2)创建课程思政融入文科物理教学的方法

在教学实践中,立足工科院校背景,构建适合文

科生特点,既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又有利于

学生知识获取和技能培养的教学模式,以文科物理

教学和课程思政融合为导向,进行教学内容、方法、

模式、手段和教材的综合配套改革与建设.考虑思政

教育的广泛性,单纯的物理思政课程无法做到面面

俱到,因此选择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

主义教育、道德和理想教育、纪律与法制教育、国防

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7个方面作为思政教育的突

破口,围绕物理学中的具体案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4 课程思政元素的教育实例

4.1 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体现了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相互联

系,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具备爱国主义

情怀,更不要说已经成年的青年大学生了.通过不同

历史时期世界各国科学家的科研经历及爱国故事,
—56—

2023年第11期 物理通报 物理教学与课程思政



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案例,建立物理学发展和爱国主

义教育之间的普遍联系.
在近代物理学关于放射性的教学内容中,离不

开著名的法国女性科学家居里夫人.尽管由于法国

科学院对女性的歧视,导致她落选法国科学院院士,

但是她并未因此对自己的国家有所不满.另外居里

夫人在科学方面的巨大贡献毋庸置疑,她曾经因为

放射性的研究以及钋和镭的提炼两度获取诺贝尔

奖,并且将千辛万苦才提纯出来的价值昂贵的镭免

费捐献.同时居里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一个

普通医务工作者的身份走上前线,利用自己所学为

战地伤兵服务,为法国最后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体现了居里夫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文情

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居里夫人在医学应用方面

的贡献,最终她被选为法国医学院院士.

4.2 集体主义教育

教育学生学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

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集体利益高于

个人利益的基本原则.课程的教学内容中会涉及物

质的基本组成,讲述人们对于未知原子微观世界的

探索过程,这就必然要讲原子弹研发的故事,而这一

过程很好地体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

联.中国核弹的研制就是一个很好的集体主义教育

的思政实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进入了苏美争霸

的冷战时期,随时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

核战争.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打破核垄断,保持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平衡,以核制核,中国成

为核弹研发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无数的中国科学

家和工程师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有人牺牲了自己的

生命),远赴边漠,隐姓埋名,最终基于核裂变和核聚

变技术分别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和氢弹.核弹的成

功研制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国

家将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钱三强、彭桓武、王淦

昌、邓稼先、朱光亚、于敏、黄祖洽、周光召、郭永怀、

王大衍、陈芳允、程开甲等[8].当然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还应该了解到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反对发展和研

制核武器,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主张全

面禁止和彻底消灭核武器,核能将被广泛转向民用

方面.

4.3 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习近平同志针对如何解决“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发表了重要

讲话,热爱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一条重要主线.新中国

成立以后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是在国家经

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方面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
老一辈的科学家自愿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积极回

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新中国的强大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三钱”中的钱学森,是美国人宁愿用5个师

交换的火箭专家.钱三强,发现了低概率的铀核三分

裂、四分裂现象,和钱学森一样都是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的获得者.钱伟长,曾经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名

誉校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为中国的航空航天和军

事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吴有训,通过X射线与物质

散射的研究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注:康普顿

效应是对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的实验支撑,康普

顿本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些前辈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辈的学子有着积

极的正面影响,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回国发展的

海外英才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教育部在2020年12
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从2016年

到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251.8万人,回国

201.3万人,学成回国的占比达八成(79.9%).

4.4 道德和理想教育

人类的道德理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现实社会

关系的反映.通过课程思政的教育,一方面不断提高

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修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不断

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使得他们将来能够成为

一个道德高尚并且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我们在教学

内容中设计了X射线发现的案例来进行道德和理想

的教育.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是德国的物理

学家伦琴,他在真空放电的实验中发现了穿透力极

强的X射线.要知道X射线可以帮助人们看到原本

隐藏看不见的东西,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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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但是伦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的理想只

是将其发现贡献给全人类,对于名利、地位并没有放

在心上.所以他既没有接受贵族头衔的授予,同时还

放弃了专利申请.这是什么精神? 这也正是符合毛

泽东同志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这

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英国的物理学家法

拉第,上文中提到的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等等.

4.5 纪律与法制教育

纪律和法制是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俗话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青年大学生刚刚成年不

久,通过思政教育有助于他们养成良好的遵纪守法

的习惯.这里我们设计了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发明

稳定电源的故事作为教育案例.
早期的电学研究关注于电荷的相互作用,形成

的电流也仅仅是暂态(或瞬时)电流.伏特通过不同

金属导体的实验研究,发明了伏打电堆.这是一种可

以输出持续电流的稳定电源,为人们后来研究电路

回路的规律提供了支持,开创了电学研究的新时代.
但是其工作成果却被英国皇家学会的个别工作人员

剽窃,他压下了伏特投递的论文,自己仿制了伏打电

堆,四处宣讲,说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好在伏特

的工作早已被欧洲的同行所熟知,相关剽窃人员最

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直到今天,屡禁不绝的学术

剽窃行为破坏了社会公正公平原则,侵蚀了道德诚

信底线,败坏了社会风气.它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

是违法乱纪行为,将会受到纪律与法制的惩治.所以

在青年大学生中需要大力加强反对学术剽窃的宣

传,尽量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扩散,以期营造良好的

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

4.6 国防教育

古人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个人的存在依附

于国家,没有国哪有家.国防建设既要依赖公民的爱

国主义精神,也需要一定的军事武器装备.在讲述浮

力定律和杠杆原理时,离不开“给我一根杠杆,我就

可以翘起地球”的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结合

古希腊、古罗马的发展历史,还可以将其延伸到国防

教育.
阿基米德的祖国是一个位于西西里岛的叫叙拉

古的希腊化城邦,由于在古罗马帝国和迦太基帝国

的战争中支持后者而遭到罗马人的攻击.叙拉古的

实力远远不敌罗马,因此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措施.
历史传说中阿基米德利用自己的物理学知识发明设

计了许多城池防御设备,军民合力顽强地一次次打

退了罗马人的进攻,守城坚持了数年之久.但是遗憾

的是,城内出了叛徒,最终城破国亡,阿基米德也被

一名罗马士兵剑刺身亡.这个案例也给我们以警醒,

要想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祖国领土完整,就必须大力

加强国防建设.其目的不在于强权争霸,而是为了维

护世界和平和自我防御.

4.7 民族团结教育

世界上国家林立,民族众多.民族问题一直是世

界冲突的主要问题.作为个体如何看待民族认同、民

族文化、民族融合的难题,从物理学家身上发生的历

史事件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这里在量子力学

单元中举一个反面教材的例子,众所周知,纳粹在德

国攫取政权后,种族主义政策大行其道,其他民族尤

其是犹太民族备受屠害,即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也

是难以避免.为了避免遭受纳粹的迫害,于是他们当

中的一部分人纷纷设法逃离德国,比如爱因斯坦、玻

恩、薛定谔(注:薛定谔本是奥地利人,但是他的祖国

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吞并)等人.而留下的物理学家

中就有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海森伯,他提出了测

不准原理和矩阵力学,用于研究微小物体的运动规

律.虽然他本人在前期也受过纳粹的迫害,但是却抱

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观点,支持纳粹在德国的统

治,并为其研制原子弹.虽然最后德国原子弹的研制

没有获得成功,但是海森伯和学术同行的关系跌到

冰点,他在二战中的表现遭到以丹麦物理学家玻尔

为代表的科学家的严厉批判.目前,西方国家一直利

用我国新疆、西藏的民族问题攻击中国的民主政治

制度,借助台湾问题实施分裂活动,必须引起广大青

年学生的高度警惕.
当然限于篇幅,还有更多思政元素融入的教学

实例无法在此一一展现.

5 结束语

大学文科物理课程教学应该贯彻通识教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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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实现知识学习与科学素质培

养相结合,人文精神与科学内涵相交融,让学生在处

理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得到初步而系统的训练,并在

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同时

通过课程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

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样既为他们学习后继

的专业课程打下一个深厚的知识基础,又为今后参

加社会工作,乃至形成整个人生之观念培养出一种

长期受用的潜在能力.
最后要提及的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正反

面.除了普及物理知识带给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正

面作用外,与物理科学有关的各种社会负面问题(涉

及环境、能源、交通等方面)也应该让学生有所了

解.总之,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

在促进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对自然环境

造成了无法逆转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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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Reflectionon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inLiberalArtsPhysics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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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itsfunctionofphysicssocialeducationandideologicalculture,westillstandonthe

principlesofgeneraleducation.Thepointistheessential-qualities-orientededucationincludingintegrationof

science,engineering,andhumanities.Startingwithyoungpeople,especiallyyoungcollegestudents,itishelpfulto

breakdownbarriersbetweenscienceandhumanities.Aseriesofcourseswithfocusontheintegratedcurriculum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sasupplementandperfectiontogeneraleducation.Withthehelpofonline

education,therewillhavethegreatpossibilitytoimproveteachingstandardsonliberalartsphysicsandreachan

advancedlevelsascomparedwithotherChineseuniversities.Ourschoolshouldconstructfirstclassdisciplinewith

engineeringbackgroundandalsomeetthedemandofcultivatinginnovativetalentsforourcountry.

Keywords:liberalartsphysics;curriculum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onlineeducation;essential-

qualities-oriented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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