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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文科物理”课程为例，顺应新工科课程建设的要求，将思想政治因素融入教学过程中，在传递物理

专业知识的同时，融贯学生的感性与理性思维，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先进的时代精神，实现在思

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中立德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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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urse “Physics for the Arts” as an example, it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en-
gineering and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While passing 
o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physics, it integrates students’ perceptual and rational thinking,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advanced tim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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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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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校建设的中心环节，高校的思想政治建设日益重要。

《高校思想政治建设总规划 2020》指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以人才培养为基础，以提高人才总体素质为

中心，在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综合推进。这为高校各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提供了具体方向，指导高校在

提高专业知识教育水平同时，对学科思政建设不放松，致力于培养思想端正、学术过硬的专业人才。加

强高校思政建设的格局下，创新教学模式，实施教学改革，积极在教学实践中融入思想政治因素是大势

所趋。 

2. 文科物理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文科物理课程作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选修课，是学生选修的热

门课程。文科物理课程的开设是高校培养综合性人才的体现。大学教育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更

要把培养学生的素质作为教育教学的目标，而文科物理是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基础的学科。通过文科

物理的教学，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使学生具有科学的头脑，掌握科学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成为具有科学能力、思考精神和独立见解的创新人才。 
在文科物理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因素是趋势也是要求。首先，物理原理贯彻在各个学科中，物理学

的基本原理渗透于大千世界的各个方面。物理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唯物精神。比如，

通过学习爱因斯坦经过多次实验提出有关时空和引力的关系，有利于引导学生坚持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念。

其次，文科物理通过开展“课程思政”，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课程思政更好地引导教师创新教育

模式，改革教学板块，包括采用漫画教学法与慕课混合教学模式等。对于学生而言，通过完成老师布置

的小组任务和上台展示过程，思考物理学习与思政教育的联系，提高了学习积极性。最后，文科物理通

过融合“课程思政”，将物理专业知识与思想素质教育结合，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思想境界。 

3.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 

3.1. 以物理发展史为前提，引入课程思政 

在文科物理课程中，向学生介绍物理发展长河中的建设性发现，以及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在探索发现

过程中的创新思维方式和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神。带领学生感悟这些著名物理学家的高尚道德和人

格魅力，以及启发学生思考与物理学有关的一些社会问题。引导学生重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并引发学

生对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思考，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现知识教育与思政教学结合的目的。

例如，课堂中抛出来“李约瑟难题”，启发学生思考难题产生的原因。通过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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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等多方面解释“李约瑟难题”，指出当代青年需要有担当、有理想，从实际解决“李约瑟”难题。

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肩负大国复兴的使命，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李约瑟难题”的探讨对学生树

立远大理想，继承五四精神，形成积极向上价值观具有重大影响[1]。这样，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特殊

要求，选择适当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使学生参与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主观

能动性。 

3.2. 物理知识讲解中融入思政因素 

牛顿第一定律说明了力的定义，即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自然世界里只有发生了“力的作

用”才能产生状态改变，由此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在成长过程中，也需要改变安逸的状态，走出舒适圈，

才可以创造出一番成就。成长过程中，不管是借助外力作用，如依靠父母或老师的监督和引导；还是借

助内力作用，自我督促和鼓励，都可以实现进步。启发学生意识到，想要成就事业，需要依靠内在努力

和善于求助他人帮助，不断克服人生道路的困难，跨过荆棘，收获成长。把物理原理和鼓励学生进步结

合，把思政教育融入“文科物理”课堂上，让授课内容更贴近学生实际，使学生产生共鸣，从而不仅加

深对物理原理的认识，更产生对自我成长的思考。这样通过了合理、适当的方式将思政教育素材渗透、

融入学生内心，使思政知识慢慢沉淀，进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理想效果。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就以

合乎逻辑、恰当地的方式渗透并融入学生的心中，使学生慢慢沉淀，从而达到“水滴石穿”的理想效果。

通过专业知识结合课程思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三观，使其具备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并使学生能够按

照个人价值观和评价标准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最终达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实效的作用。 

3.3. 从物理与美学的关系出发，结合课程思政 

物理与美学的关系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所说，是硬币的正反面，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具有深刻性，永恒性和普遍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倡“智育与美育并举，科学与艺术并重”。在“文

科物理”课堂上，通过与学生一起探讨物理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为学生

提供崇尚科学、感悟艺术的视角；启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多加思考，发现物理与大千世界的联系。

如通过在课堂上介绍物理与舞蹈的联系，使学生学习物理知识时，兼获美学体验。由此可以引导学生要

注意脚踏实地，注重观察生活，因为科学知识和美就恰恰蕴藏在这些稀松平常的事物中。 
通过启发学生感受物理中的美，并与思政教育有效融合，充分尊重了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培育学生

的综合素质。能够促进“理工”和“人文”相结合，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达到大学文化育人的目的[2]。
这恰恰符合了我国新形势下新教学教育改革的要求：即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综合培养全面创新能

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3]。 

3.4. 通过线上教育丰富“文科物理”思政教育形式 

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到“文科物理”思政教育中，打破了传统模式下师生教与学的课堂

模式，围绕让学生真正发掘生活中的物理，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紧跟时代发展，不断优化课程

内容，通过教师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不限时空互动等多样化形式，来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

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根据物理与思政教育过程涉及的具体话题设计学习任务，将任务驱动、场景

创设、合作演讲等方式加入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

利用在线平台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学生为中心衔接线上线下，以教师为关键强化信息素养与混合式教学

技能，在后疫情时代深入推动高校思政课守正创新[4]。帮助学生了解最先进思想动向，帮助学生将课堂

学习到的物理知识和正确三观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培养新时代青年的时代精神，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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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念的力量转化为向前的动力，为祖国建设奋斗[5]。 

4. 结语 

在新工科背景下，“文科物理”课程的思想政治建设与其他理工科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其注重教

学中理性思维、感性心理、艺术审美鉴赏等多层次思维的融合，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思维水平和人文艺

术素养，培养创新型、创造型复合人才。此外，通过在物理知识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同时启

发学生主动思考物理原理与思政要素的关系，培养学生兼具完备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在

“文科物理”线上、线下课程中穿插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全面、有效地向同学们传递文化知识和思想政

治教育，使学生用科学文化和正确价值观武装自己，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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