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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要求，对军队院校的

大学物理的课程思政教学进行了思考。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在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教学

目标时，需要聚焦学员的科学精神、使命感、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的思政功能。本文从内容体系、

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要构建系统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创新研究型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自主探索式课程思政学习模式，为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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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President Xi’s important speeche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physics courses in military academies was consider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value guidance,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needs to focu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spirit, 
sense of miss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patriot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from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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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tent system, teaching mode and learning mode,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
struct systematic content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physics course, 
innovative and research-oriente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and inde-
pendent explor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mode, which provides guida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phys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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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要求，着

眼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军队院校的大学物理课程需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要求，积极开展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使得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与其它专业课程及思政政治理论课程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 2020 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理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

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科

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1]。”可见，大学物理这类理工科基础课程，在学员的科学精神、使命感、

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教学过程中，需要树立“如盐在水、润物无声”的

课程思政理念，发挥大学物理课程的独特优势，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合耦合，最终促

进立德树人、三全育人落地见效。 

2. 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途径 

2.1. 构建系统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课程思政元素是组成课程思政内容体系的基本组成，是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的基础。教学过程中，需

要深入挖掘大学物理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特别是培养军校学员战斗力精神和使命担当意识的思政元

素，结合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按照力学、热学、振动和波动、光学、电磁学、近代物理模块进行整理，

将其融入大学物理的教学设计和内容体系中，构建系统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形成系统化的思

政素材库，使零散、随机的“点状思政”，升级为全面、系统的“体系思政”。在每一个模块，按照培

养学员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探索精神、战斗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审

美素养等进行分类。 
一是通过理想模型法、实验实证法、演绎归纳法等科学方法培养学员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

论。例如，力学中的“质点”“刚体”、电学中的“电荷”“电流元”等理想模型，启发学员在观察和

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忽

略次要矛盾[2]。二是通过介绍科学发现过程中，物理学家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感人事迹，培养学员的

科学精神[3]。在教学中结合物理知识、思维、方法和规律的传授，通过物学家的科学发现历程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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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科学理论发现的过程，了解科学家的科学思维方法，在教学中加强学员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

理的教育，提高学员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培养学员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实事求是和谦虚严谨的学风精神，注重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增强学员勇于探索

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三是通过介绍我国古代的科学文明，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增强学员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教学中通过介

绍中国物理学家的先进事迹和目前中国在科技方面的成就，教育引导学员立足时代做贡献，加强学员的

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员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战斗力精神，激发学员科技报国、献身国防、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舰载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四是通过物理现象的瑰丽之美，物理思想的深邃之美，

物理理论的简洁之美，物理公式的对称之美等，培养学员的审美素养。 

2.2. 创新具有学科特色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研究型教学模式 

教育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物理系王青教授指出，思政元素和课程知识不

是“如盐在沙”般简单的加法，而要实现习总书记所说的“盐溶于水”的“物理反应”，在广泛实现“如

盐在水”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后，应鼓励教师进一步探索思政与课程知识的“化学反应”，创生出一种

从本质上将思政和课程知识通过化学键融为一体的新课程[5]。最终达到使课程思政引领教师业务水平和

业务价值的效果，实现师生教学相长。通过探索适应大学物理课程特点的科学发现式、问题导向式等教

学模式，开展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实践，构建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新模式，实现知识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融

合。 
大学物理课程的内容是思政元素的基础、线索和脉络，是思政内容能够开展的载体；思政元素可以

成为大学物理教学内容的亮点和兴奋点，从而使大学物理知识点更加鲜活。依据大学物理的课程思政的

教学目标和思政元素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切入点，采用科学发现式、问题导向式等研究型教学模式把思

政教育融入大学物理的教学内容中。科学发现式教学围绕基本的物理学概念和原理，立足真实的科学发

现过程组织教学内容，目的是帮助学员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提高科学思维能力。科学发现式教学的重

点是三个体现：一是体现科学家研究所走过的曲折过程、所经历的失败；二是体现科学家的个人品质、

信念与科研成果的关系；三是体现某些“科学事实”的建立受社会影响等科学发展中更复杂、更真实的

一面。问题导向式教学重点强调学员要从事系统、独立的探索活动，在掌握科学结论的同时，培养逻辑

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其方法体系是建立在问题情境的创设和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基础上的。问题

导向式教学的第一步是创设问题情境。问题情境的创设有多种方法，比如分析新的实验事实和已有理论

的矛盾，完成实践性作业等。第二步是提出问题。包括分析问题情境、“看出”问题的实质、用语言概

述问题三个阶段。第三步是问题的解决。包括拟定问题解决计划、提出推测论证假设、证明假设和检验

问题的解决结果、重温和分析解决过程等几个环节构成。 

2.3. 创新学员自主探索式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学习模式 

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过程，是从一个头脑到另一个头脑的响应过程，其最终

落脚点是在学员的思想和行动上。在进行教学时，需要抓好末端落实这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末段落实抓不好，很容易形成“两张皮”，只是教员在思政，却无法使学员产生共鸣，达不成立德

树人的目的。为了大学物理课程的思政教育能够落到实处，可采取学员自主探索式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

学习模式，让学员通过自主参与的探索性学习，能够把课程思政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6]。自主探索

式课程思政学习模式可以概括为“四个一”，即学员在一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完成“讲述一个中国物

理学家的爱国故事、查找一个中国在物理领域的伟大成就、收集一个体现探索精神的物理历史事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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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个体现辩证观的物理定律”的任务，并鼓励学员撰写相关的课程小论文。在培养学生信息收集、检

索、研究、整合能力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同时，不断涤荡学员心灵、滋养学员心田，培塑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科学观，树立强军兴国，报效祖国的坚定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达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

目的。 

3. 总结 

在军队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在能力培养方面，要着重提高学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能力，培养学员的逻辑思维、批判思维、创新思维能力，使学员养成良好的终身学习习惯，增强应对

未来复杂作战环境的能力；在价值塑造方面，重点培养学员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美感，引导学

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长为忠诚纯洁可靠的接班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

构建系统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创新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型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和学员

自主探索式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学习模式，切实发挥好课程思政作用，落实到学员的思想概念和实际行

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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