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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课程思政的建设。本文基于SWOT分析法，对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文

科物理》的思政课程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基于SWOT分析法提出：利用好《文科物理》与思想政治教育

之间的契合点，加强专业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重视，充分挖掘该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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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hina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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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of liberal arts physics i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it is 
proposed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meeting point between liberal arts physic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gnition and atten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lly tap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and optimize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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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贯彻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环节，青年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下教育背景

下，思政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思政类课程教育，课程思政成为向学生输出思政理念的重要阵地。 
课程思政就是要通过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有效衔接，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形成正

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和学术导向，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起来，把立德树人成

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本文将以《文科物理》课程为例，运用 SWOT 理论，从内部和外

部两个层面，探讨课程思政建设中遇到的优势和劣势、机会和挑战，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2.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建设情况的 SWOT 分析 

2.1. SWOT 分析法概述 

SWOT 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SWOT 和竞争情报专家 J.T.O.Ward 提出的一

种企业管理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
四个方面[1]。SWOT 分析法利用系统的视角，综合分析了研究对象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采取严谨的

分析手段，系统地总结、分析、推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客观的、系统的、可靠的评价，这些评价可能

具备较强的客观性，但也可能存在较大的主观偏差，需要综合分析多个因素，综合评价，最终形成客观、

系统的评价，为决策提供依据。 

2.2.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内部优势 

2.2.1.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青年教师的教学标杆 
课堂教学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输出”，是衡量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的重要标志。青年教师学习

能力强、善于接受新事物、关注学术前沿，是各大高校花极大精力培养的人才。然而青年教师由于工作

经历较少、社会经验不足等原因，在课堂教学表现方面往往不尽如人意。 
《文科物理》课程作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是安徽大学重点建设的课程，由于其教学理念先进，

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在我校课程教学水平评估时常被作为正面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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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教师是我校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可以从该课程中吸取营养，掌握教学规律，并运用先进

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教育技术，从而可以胜任本学科的教学工作，并能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工作，另外其年

龄和性格与高校学生相近，往往能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专业课程中课程思政建设起到了一定

的影响。 

2.2.2. 备受瞩目的选修课程，不同专业的群英荟萃 
《文科物理》作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以其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和严谨科学

的学科内容备受瞩目，许多不同专业的学生慕名而来。 
不同的专业造成了不同的思维模式，通过交流，学生之间不同思想发生碰撞，这样不仅实现了本专

业知识的拓展，也能开阔视野，体会到其他专业的精髓，用相异的视角和思想去思考问题。加强学生的

人文素养，使学科的教育作用和综合效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进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成长观，价

值认同，文化自信，体会到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2.2.3. 自由开放的翻转课堂，极小阻力的互动交流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随着世界各国的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教育模式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这些改革，

教育工作者或教育工作者在教学方法上也发生了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陈述走向交流，从单向传输

走向双向互动。 
翻转课堂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通过课堂上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鼓励学生以互动

的形式展开协作学习，从而实现不同知识领域的教师和学生间的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文科物理》意在通过“翻转教学”的课堂教学模式，启发学习者的主动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思

维和创新能力，以及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讨论，帮助他们更好的掌握和运用所学的

知识，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2.3.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建设的内部劣势 

2.3.1. 专业性强，思政融合困难 
《文科物理》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以基础物理学知识为中心，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人文

精神的渗透，而思想政治教育却很少被提及。因为课时少，课程内容多等客观因素，导致专业课老师

对思政要素与教学融合的把握不到位，有些人顾此失彼，有些人过犹不及，这对课程思政的教学影响

很大。 
怎样使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如何将课程思政要素有效地融入到专业实践课程中，

从而培养出思想路线正确、基础知识扎实的人才，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3.2. 西方理论，中式内容短缺 
本课程将物理学的基础知识作为教学重点，这些教学内容主要来自于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的科学

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当前的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介绍较少。 
在进行教学时，除了教授西方的科技知识之外，还不可避免地要教授一些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在本课程中所接触到的法则、原理、反应等，大部分都是由西方的学者所发现，然后以他们的名字来命

名，这导致了一些学生对于西方的科学成果和发展，有着一种盲目的崇敬之情。然而，当今社会，大学

生们需要一种有效且健康的思维模式来指导自身发展，避免被外来文明和思想所左右，从而陷入一种被

动地接受和被动理解。 
因此，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要传授知识之外，还要培养学生对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进

行辨证的思维，指导学生们对专业课程中的西方文化要素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6579


尹文卓，孟凡明 
 

 

DOI: 10.12677/ae.2023.136579 3650 教育进展 
 

2.4. 《文科物理》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机会 

2.4.1. 国家宏观指导，高校积极响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上升到战略高度，习主席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强调大学教育应该参与“以人为本”，从而推动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达到更好的水平[2]。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进一步明晰了课程思政的建设要求和路径遵循，

开启了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新格局[3]。 
各地高校积极采取行动，以长安大学和西南大学为例，校方以“思政元素”为指导，积极推进《课

程思想建设方案》，以及“思政元素”为指导，努力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4]。 

2.4.2. 新媒体技术发展，助力课程改革 
现代社会已经走向了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媒体时代，这不仅改善了人们的工作效率，还为人们

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获取资讯的渠道。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借助新媒体技术构建在线课程，如慕课、微课，

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自主学习。这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在很

大程度上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同时也让学生学习资源更加丰富。教师通过互联网平台与进行课

程互动交流，及时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自主安排学习进度和内容，最终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 

2.5. 《文科物理》思想政治教育外部挑战 

2.5.1. 泛娱乐化，抢夺教育时间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娱乐新闻已经成为热搜榜的主要内容，这类新闻大多把目光集中在人气明星和

娱乐八卦上，这导致了许多本应受到重视的社会问题被大众忽略。 
此外，教育也承受着来自娱乐资源带来的冲击，面对着网络环境中的诸多诱惑，许多学生抱着查找

资料的目标打开电子设备时，往往被八卦消息弹窗、精美游戏界面以及许许多多的消息回复抓住了注意

力，最后把安排好的学习时间浪费在许多不相关的事情上。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很可能会对主流

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怎样才能把新媒体变成

一种理性的教育工具，成为了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2.5.2. 文化融合，易受外界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外来文化的迅速渗透和影响，对我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催生

出“文化失语”这一全新的思想[5]。 
以韩国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来说。近几年，韩国偶像剧、流行音乐、综艺节目以其“大胆、尖

锐”的风格在我国取得极大的关注度，其中影视剧中同款服饰一度被卖断货。新的社会现象催生出新的词

语，“韩流”一词是作为对韩国文化风靡、流行的一种统称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媒体中频频出现。国内年轻

人竞相模仿，争做能代表韩国流行文化的“哈韩族”。不仅韩剧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行为姿态、饮食口味

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更是掀起“整容热”这种与我国传统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相悖的行为。 
教育如何在高度传播的音乐、电影中突出重围，让“失语”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我们必

须思考的问题。 

3.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建设优化策略 

在对文科物理课程 SWOT 分析基础上，构造 SWOT 矩阵，进而得出具体的优化策略，即 SO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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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外部机遇，发挥内部优势；WO 战略，利用外部机遇，克服内部劣势；ST 战略，即发挥内部优势，

规避外部风险；WT 战略，克服内部劣势，规避外部挑战。表 1 列举了这些有效的策略。 
 

Table 1. SWOT analysis matrix 
表 1. SWOT 分析矩阵 

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 

O (机遇) 
国家宏观指导，高校积极响应 
新媒体技术发展，助力课程改革 

T (挑战) 
泛娱乐化，抢夺教育时间 
文化融合，易受外界影响 

S (优势) 

学校加大投入，拥抱新兴技术 运用多重平台，实现广泛传播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青年教师的教学标杆 
备受瞩目的选修课程，不同专业的群英荟萃 
自由开放的翻转课堂，极小阻力的互动交流 

W (劣势) 
加强教师培训，创新课程内容 聚焦人文情怀，塑造专业课程 专业性强，思政融合困难 

西方理论，中式内容短缺 

3.1. SO 战略：学校加大投入，拥抱新兴技术 

维持课程优势，抓住发展机遇。首先，加大对本课程的投入，为课程的教学配备一定的教师，增加

课程数量和课程知识，探析并制定相关的课程规划、教学方案和教学机制等。在课程设计方案中，既要

关注学生的基本需求，也要关注其需求的提升，保证课程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质量。 
其次，要突破学科壁垒，突破学科边界，用“互联网+”、“计算机+”等崭新的思考方式来进行课

程设置，使之能够更好地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潮流、变化相适应。在构建高质量的课程资源方面，

要进行模式创新的实践与探索。 

3.2. WO 战略：加强教师培训，创新课程内容 

由于课程本身存在思政融合困难和中式内容短缺等因素，在面对机遇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面对这

种情况，我们需要解决课程中存在的劣势在去把握外界机遇。 
首先，教师作为授课的主体更是发挥着主导作用，要建设高水平课程必须有高水平师资队伍。面对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问题，教师团队需要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因素，如如何把“伽

利略研究法”运用到学生学习生活中，李约瑟难题对学生有何启发，我们能从牛顿身上学习到什么等。

此外，除了学习现代科学家的事迹，课程中还应引入中国最新研究成果与民族伟大科学家的事迹，让学

生们在了解物理学基本原理的同时，提高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3.3. ST 策略：运用多重平台，实现广泛传播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许多专业课程的阵地从单纯的线下教学转移到了各大娱乐平台。如在疫情

期间，线下教学纷纷转移到线上的背景下，“罗翔说刑法”这样一档专业课程由于罗翔老师清晰的课程

设计以及幽默的互动广受好评，许多网友大呼“没想到有一天爱上刑法”。其实，线上课程的先例并非

新冠时期首创，许多专业课程早早就“登录”了娱乐平台，有许多老师主动开通账号细心讲解高等数学、

微积分、概率论等让不少同学大呼“头痛”的课程。 
《文科物理》作为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做过与慕课平台合作的尝试，但经过市场调查显示，当代年轻

人的业余时间大多被“爱优腾”等视频平台以及 B 站、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占据，能分给慕课平台的时

间少之又少。因此，课程可以做出上线娱乐平台这种与年轻人生活习惯相适应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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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WT 策略：聚焦人文情怀，塑造专业课程 

由于课程时长原因导致教授内容有限，且学生们的大部分注意力被娱乐资源抢夺致使学生们理解内

容有限时，《文科物理》课程应聚焦到某一具体方面，打造主题课程。 
比如当讲到哥白尼因“日心说”立场坚定，最终被教会毒害时，还可以延伸到霍金身残志坚，凭借

一本薄薄的《时间简史》征服了全世界 3000 万读者，交流电之父特斯拉一生追求真理，最后却落得潦草

结局。这些科学家们，虽遭遇不幸，可他们在逆境中仍然没有放弃对科学的追求，对真理的坚持，他们

的成就和精神依然在科学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除了知识外，人文关怀更是展现课程思政的最佳途径，因此现有课程中虽不乏人文关怀，可这些关

怀零散地分布在知识点中，难以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主题课程的改造势在必行。 

4. 结语 

本文基于 SWOT 分析法，对《文科物理——物理思维与人文的融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进行了分

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契合点，为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当前二者结合

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如何有效地将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要实现二者的有效融合，需要加强专业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重视，充分挖掘课程中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策略。 

基金项目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一流课程，序号：772)《文科物理——物理思想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编号：2020jxtd014)“《文科物理》教学团队”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安徽大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文科类物理课程群虚拟教研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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