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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高校积极推动课程的“思政建设”是我国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课题,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迫

在眉睫,也是大势所趋.为提供一种科学物理思政教学模式,该文基于 HPS理念进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研究,以物

理学史、物理哲学和物理社会学3个维度整合物理思政资源.研究发现,物理学史使学生理解物理学本质,学习科学

精神及科学方法;物理哲学有助于学生理解物理学本质,树立正确科学观;物理社会学能促进学生培育情感及社会

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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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年,上海市政府首次提出课程思政的教育

理念.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高校应进行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1].2019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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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指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2].2020年5月,

教育部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中指出,所有高校和教师应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3].综

上所述,高校积极推动课程的“思政建设”是我国实

现“教育强国”目标的重要课题,专业课程的思政建

设是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举措,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迫在眉睫,也是大势所趋.
大学物理课程是一门高校面向所有理工科专业

的公共基础必修课程,主要研究物质运动最基本的

形式,包括机械运动、电磁运动、热运动现象与规律

等基本内容.作为理工科专业学生大学一年级开设

的公共基础课,该课程的物理知识、科学思维和学习

方法将贯穿于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高校教师通过

课程教学,系统讲授物理学中基本理论、概念及研究

方法,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精神、科学素养、科

学作风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独立获取知

识的能力、实践能力、研究能力或新技术开发能力,

最终成为能在物理学或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中从事

教学、科研技术及相关管理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因

此,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必将对理工科学生成长

与成才、实现三全育人有深远意义.
思想政治育人与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相辅相成,

不是改变课程教学性质,而是挖掘大学物理课程中

专业知识体系隐含的思想教育元素后将其融入课程

教学,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和社会责任感,提高教

师教学质量.那么,如何积极有效调动大学物理课程

思政教学团队力量,整合教学资源,将道德教育与知

识传授有机结合,应成为高校物理教师探究的重要

课题[4].

2 HPS教育理念

20世纪末,国际科学教育界高度重视科学哲

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作用,提出了 HPS教育

理念,建议将 HPS教育理念融入所有科学课程.

HPS教育理念是“科学史(historyofscience)、科学

哲 学 (philosophy ofscience)和 科 学 社 会 学

(sociologyofscience)”的简称.为提供一种科学物

理思政教学模式,文章基于HPS教育理念对大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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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课程进行思政建设,从物理哲学、物理学史和物理

在实践中的应用3个维度整合大学物理课程思政

资源.

HPS教育理念的核心是认识科学的本质,让学

生从物理哲学、物理学史和物理在实践中的应用3
个维度重新理解物理学学科,由此提升学生科学素

养,加强科学教育和传播科学知识,该教育理念与专

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想法不谋而合[5].

据统计,在2017-2023年期间,以 HPS教育

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上发表的论文有366篇.
从发表时间上看,2020年发表61篇,2021年发表

87篇,2022年发表91篇,2023年发表9篇(截止5
月12日),文献量明显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特别

是最近几年文献量剧增;从学科分布上看,中等教

育占72.02%、高等教育占4.38%、初等教育占

3.65% 等.由 此 看 出,中等教育占比最大,应用

HPS教育理念较广泛,高等教育占比较小.综上所

述,HPS教育理念已经是教育研究者倡导应用的教

育理念,高等教育教学中融入HPS教育理念与时俱

进,为高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3 HPS理念下大学物理思政元素的探索与分析

目前高校的大学物理教学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极

其普遍,有部分高校教师提出将物理学史、生活中的

物理案例或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物理教学中,

从而进行思政化大学物理教学.然而,大多数高校教

师仅仅从单一角度提出了课程思政元素的建议,这

些思政元素较为单一且片面,只能适用于大学物理

某一节课或某一章节学习.实际上,大学物理融入的

思政元素可从HPS教育理念出发,进行全面有效整

合,形成整体化课程思政理念,进而为今后物理课程

思政建设提供可行且能有效推广的方向.
如图1所示,融入HPS理念的物理思政教学是

将物理学史、物理哲学、物理社会学等思政教育元素

巧妙设计、合理恰当引入教学内容中,旨在以润物细

无声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物理概念、掌握科学本质

和科学方法、树立正确科学观,积极培育情感和社会

责任意识.因此,大学物理中融入 HPS教育理念的

课程思政建设产生深远的意义.基于 HPS教育理

念,根据大学物理课程体系,高校教师能以3种维度

整合课程思政元素.

图1 “HPS理念下思政育人”知识图谱

3.1 物理学史使学生理解物理学本质 学习科学精

神及科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物理学史不仅能提升大学生

学习兴趣,帮助理解物理概念,历史地发现物理学本

质,深刻理解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还能培养学生的

批判精神,认识到科学发展的历史动态画面.例如:

教师讲解力学时,可以介绍经典力学、刚体力学和狭

义相对论的发展史;讲授相对论时,应重点介绍爱因

斯坦的传奇经历;讲授电磁学时,可以介绍对电磁理

论有巨大贡献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讲授量子力学

时,可以重点介绍泡利、薛定谔等物理学家在量子力

学发展中的重要贡献和经历;讲授热学时,可以介绍

英国植物学家布朗、克拉珀龙、麦克斯韦、葛正权对

热学发展中的重要贡献和经历[6].
这些物理学发展史使课堂教学不再是填鸭式、

枯燥无味且低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是理解课程学

习内容本质,知识结构,有目的、有意义的高效学习.
通过物理学史发现,物理学中的基本定律或基本定

理,不是一位科学家自创的成果,也不是凭空产生,

往往是基于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思考、批判或者认同

后创造出来的基本理论.

3.2 物理哲学有助于学生理解物理学本质 树立正

确科学观

物理哲学关注人的世界观、物理科学观及人生

观,重点探究物理学中物理规律的本质,物理规律中

的哲学思想和物理学中教学内容的哲学背景信仰.
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引入物理哲学,有助于

学生理解物理学本质,树立正确科学观.比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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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开学第一课时,介绍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

础的科学,这表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

学道理;讲授质点的动量定理时,可以引申出“量的

积累引起质变”“人只要有恒心,一切皆有可能”等

人生哲理;讲授整个光学发展史能认识光的本质,光

学发展整个过程遵循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规律,

其过程包含了牛顿的微粒说 — 惠更斯的弹性波动

说 — 麦克斯韦的电磁波动说 —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

说 — 光具有波粒二象性;讲授质点、刚体、理想气体

等物理概念时,发现这些物理概念显示出“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间辩证的关系”,也是忽略了实际物质中

的次要矛盾而得出的理想化物理模型;介绍近代物

理学中著名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时,引出相对运动和

相对的时空观念具有哲学思辨思想和“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讲授能量守恒定律、热力

学三大定律等内容时,可以介绍“人不可能不劳而

获、做事不可能一劳永逸、世事无完美、覆水难收”

等生活中最基本的哲学原理.

3.3 物理社会学能促进学生培育情感及社会责任

意识

生活中多样化的物理现象表明了物理学具有社

会性质.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物理知识,日常的生活经

验中也处处展现着丰富的物理现象和问题.例如:骑

自行车上坡走S形更省力;下雪不冷消雪冷;刀磨得

越锋利,切东西越快;雷电是先看见闪电,后听到雷

声;搓手发热是由于摩擦生热;开车刹车时人体向前

倾现象是由于惯性等.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充

分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知识,将生活社会与物理

紧密联系,帮助学生从实践中求真知,对学习新知

识,形成新的物理概念有积极意义.
物理社会学能促进学生情感的培育及社会责任

意识的树立.教师结合科技发展动态,应用科技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及带来的社会进步,能有效帮助学生

关注科学技术的新思想,树立正确科学观和可持续

发展意识.例如,“神州十三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标

志着我国将成为国际空间站之外,独立拥有空间站

的国家[7];中国“天眼”开启地外文明搜索[8];2023

年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悟空”已经在合肥落成,这台

计算机以传统文化中的“孙悟空”英雄给最尖端科

技命名,此为中国人独有的浪漫[9];中国“天河二号”

坐稳了最强超算宝座;中国在盾构机、桥梁隧道建

设、高铁技术上,都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一.我国

重点科技发展新成果均离不开物理学等自然科学

的发展,教师使用这些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

教育,能强烈激发学生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使命感等积极情感,从而产生高效思政育人

的成效.
物理社会学能使学生运用物理知识有效解决生

活中的问题,帮助学生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教

师讲授光的反射时,提出光污染现象破坏生态环境,

进而与学生共同讨论如何减少光污染;让学生根据

所学物理知识安装一些简单电路;为提高燃料利用

率,减少大气污染,改进家中燃具;讲授电功、电功率

后,安排学生计算家中常用电器的电功率和做功

情况.

4 结束语

HPS教育理念与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有机

融合,这与高校进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思想不

谋而合.该文主要研究HPS理念下大学物理思政元

素,全面整合了物理学史、物理哲学、物理社会学3
个维度的思政元素,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提供了一

种全局化和整体化视角.研究发现,物理学史使学生

理解物理学本质,学习科学精神及科学方法;物理哲

学有助于学生理解物理学本质,树立正确科学观;物

理社会学能促进学生情感的培育及社会责任意识.
该研究将对理工科学生成长与成才、实现全员、全

程、全方位等“三全育人”有重大意义;能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团队意识;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发展

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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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中的概念及理论、物理学史及科学人物生平、

重大科技成就(古代和现代)及科技发展前沿、物理

与生活4个方面为载体进行思政元索的融入,让学

生深刻体会物理学家是如何思考、如何做事、如何做

人.最后基于课程授课对象及课程的特点,通过课堂

教学、育人空间、教学团队、学科竞赛4个路径来渗

透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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