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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的思政育人政治格局下，各类学科均进行了思政教学探索，形成了新时代高校教育的全方位课程

思政教育新局面，课堂逐步成为了大学思政教学的最佳场所之一。其中，在物理学课程中深入开展思政

教学的意蕴深厚，思政教学与物理学相辅相成，其为改革开放史的学习提供了契机，推动了“四史”学

习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达成课程思政和“四史”学习的育人目标，从“立德树人”出发完成物理学的

课程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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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d explored by all kinds of disciplines, forming a new situation of all-r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classroom had 
gradually became one of optimal platform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mong them, it has profound connotations to carry out in-dep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the physics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hysics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moted 
in-depth develop the study of “four histories”, and achieved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study of “four histories”, so as to complete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of physics from the “mor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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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

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强调高校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再次深刻指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的新路[2]。 
在高校的思政育人政治格局下，思政教学不再局限于常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各类学科齐头并进，

探索、发掘学科教学中的思政元素，实现新时代高校教育的全方位课程思政教育新局面。物理学作为一

门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基础类自然科学，自然也会是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大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其中包

含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有机结合，能够深入解读改革开放史。物理学理论与改革

开放史的有机结合，不但为物理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提供丰满充实的材料，也为高校深入开展“四史”

学习提供了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背景下，将改革开放史融入物理学课程思政建设具有深厚的时代意蕴，

能够在课程学习中带领学生学习党宏大的奋斗史，赋予青年大学生丰富的思想，真正意义上做到思想政

治工作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在学科教育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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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同时，借助课程思政的展开及改革开放史的融入能够

有效促进物理学一流学科建设，助力新时代人才培育。 

2. 改革开放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的意义 

在 2018 年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

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

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

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3]在高校课程思政育人政治

格局下，将改革开放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是高校推动全面育人理念深入及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同

时也符合党的性质和党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开展好以党史为重点，同时兼顾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学习，明确提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

代传承[4]。讲述好改革开放史，不但能够按照党的指示推动“四史”学习的深入开展，还能够让学生更

好地读懂中国策略，认同中国道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青年大学生将是接过历史接力棒的主力军。将改革开放

史与专业课思政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在课堂中充分运用朴实易懂的学科理论知识去深刻阐述改革开放史，

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能够促使青年学生能够更为深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四

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沉积了无数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精神财富，为各专业学科教育中的思政教学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在专业课堂中引入思政元素不再是空洞的政治理论知识，而是鲜活的历史总结，改革开放史

的引入更好地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讲述好中国故事。在思政教育背景下，思政教学贯穿于各专业学科教

育中，在培养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传达党对青年的殷切希望，赋予其理想信念与，达成立德树人的育

人目标[5]。改革开放史是一部宏大的奋斗史，撰写了“走出去”与“富起来”的大故事，记录了人民群

众在党的指导下不断取得成功和突破的小故事。在教学过程中借助学科特点将这些鲜活的故事带入课堂，

用鲜活的历史故事讲述大道理，作为把专业学科课堂作为讲述好中国故事的场所，往往能够更好地引起

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引发学生的政治思考，在专业学习过程中逐步理解、认同

中国方针和中国意识，坚定政治立场，坚定党的领导。 

3. 物理学课程思政与改革开放史 

3.1. 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引入改革开放史的契机 

热力学基础是极为重要的物理学识，是高校物理课堂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本次物理学教学研究中

也是作为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将改革开放史巧妙融入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契机

所在。 

3.1.1. 热力学耗散结构 
热力学系统(Thermodynamic system)是指用于热力学研究的有限宏观区域，是热力学的研究对象，它

的外部空间被称为这个系统的环境。系统与它的外部空间被系统的边界隔开，这个边界既可以是真实存

在的，也可以是假想出来的，但必须将这个系统限制在一个有限空间里。而系统与其环境可以通过边界

进行物质、功、热或其它形式能量的相互传递。根据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况可将系统分为以下三

类(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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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rmodynamic system 
表 1. 热力学系统分类 

序号 系统类型 系统与外界相互作用情况 

1 孤立系统 没有能量交换也没有物质交换 

2 开放系统 既有能量交换也有物质交换 

3 封闭系统 有能量交换但没有物质交换 

 
从热力学观点出发，自然界中存在两类稳定的有序结构：一种是平衡结构，在孤立系统或是平衡态

下的稳定化的有序结构，与外界不进行任何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好比晶体中出现的稳定有序结构，是“死”

的有序化结构[6]。另一种是耗散结构，可以简单表述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不断进

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维持稳定化有序结构，是系统与外界相互影响变化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系统由表征

的无序逐渐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是“活”的有序化结构。耗散结构理论也称为“系

统的自组织现象”，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指出的系统在自发过程中最终趋于无序有所不同[7]，耗散结构

理论所展现的是系统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也可以从无序状态实现有序，这种

有序状态只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就不会因外界的微小扰动而消失[8]。 

3.1.2. 熵 
1867 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Clausius)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 41 届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

会上，提出熵的概念和宇宙热寂说，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从此“什么是熵”在科学史上引起了广泛的

讨论。所谓熵，克劳修斯认为系统从温度为 T 的热源中所吸收的热量 dQ，被 T 来除所得的商就是该系统

在无限小过程中熵的增量 dS，即 dS ≥ dQ/T。克劳修斯给出了宏观变量温度、热量与熵的关系，但不能

系统地量度系统中组态变换引发的熵变[9]。1872 年，玻尔兹曼从微观态角度对克劳修斯的热力学熵理论

进行了拓展。玻尔兹曼将系统内粒子数的某种可能组态或其分布方式叫做一个微观态，一种宏观态所对

应微观态的数目 W 叫做热力学概率。此基础上玻尔兹曼得出了熵的又一表达式：S = klnW，把熵与热力

学概率有机地联系起来，反映了一个系统宏观态所具有的微观态数目或与热力学几率有关的物理量，表

征出了一个系统组织结构的混乱程度，是系统的有序性量度[9]。1948 年，香农(Shannon)将玻尔兹曼定义

的熵引入到信息论中，把熵看作某一随机事件中不确定性的量度，从而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根据香农

的信息熵理论，信息熵定义为(Pi 代表了系统第 i 个微观态出现的概率)： 

N

i i
i 1

S K PlnP
=

= − ∑  

香农在信息论中把信息看作为一种用以清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因此信息数量的大小可以用被消除的

不确定性的多少来量度(如图 1)。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东西越多，即一个宏观状态对应的微观态越

多，这个系统或宏观状态就显得较为无序，获取不同的信息则可以减少情况的不确定性，使系统或是宏

观状态归于有序，其中不同信息所消除的不确定性的多少又是不同的[9]。由此可见，香农的信息论与玻

尔兹曼定义的熵息息相关，均表现为一个宏观态如果对应着较多微观态，此宏观态较为无序。 
随着熵理论的研究深入，奥地利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

一书中提出了“负熵”[9]。他在书中写道，生命有机体就是依赖负熵为生的，生命有机体要摆脱死亡，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里不断地汲取负熵去抵消他在生活中产生的熵的增加，从而使他自身维持在一

个稳定的而又很低的熵的水平上。否则一个生命有机体在不断增加他的熵或者可以说是在增加正熵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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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并趋于接近最大值的熵的危险状态，那就是死亡。负熵引入了一个与正熵完全相反的概念，正熵意味

着系统向着混乱无序的方向发展，是退化和趋向“死”的标志；而负熵的增加却意味着系统向着有序的

方向发展，是进化和发展的标志。对一个系统来说，熵的变化为：dS = dSe + dSi，即一个系统熵的变化

取决于系统与外界的熵交换(负熵)和自身的熵产生。dSe 表示由系统和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起的熵的变

化，叫熵流。当熵流为负值时表示了系统与外界因发生物质和能量交换而引起的负熵流，是抵抗系统自

身熵增，引起熵减小的关键。对于封闭孤立系统而言，自身的熵永远不会减小，相应的熵减小也不会发

生，而要使自身正常的运作就需要减少自身的熵，唯一的途径便是转变为开放系统，从环境中获取信息

熵(负熵) [10]。 
 

 
Figure 1. Entropy 
图 1. 熵 

3.2. 基于物理学思政的改革开放史科学解读 

3.2.1. 改革开放，耗散结构的负熵应用 
在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谈及热力学耗散结构或系统的自组织现象时，我们将国家与耗散结构

进行一个对比，向学生展示两者的相同之处，利用耗散结构联系负熵理论，向学生们说明改革开放是必

然的，是历史的正确选择，坚定学生的立场，加强学生对中国道路和方针的认同。我们联系课堂知识，

按照以下顺序系统地给学生讲解宏观的改革开放系统(如图 2)： 
 

 
Figure 2.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thermodynamics 
图 2. 改革开放与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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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是除有机生命体外最为典型的耗散结构之一。 
2) 我们知道当宏观热力学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宏观系统所对应的许多微观态之间将出现非线性的相

互作用，即自身各组分的状态变化相互影响制约，引起系统非常规的熵变。宏观系统的这种熵变，通过

与外界能量和物质的交换获得负熵而得到加强，使宏观系统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时间、空间或功能

上的有序状态，得以进化和发展。 
3) 改革开放是必然的，也是历史做出的正确选择。从平衡结构和耗散结构进行解读，我们深知作为

一个国家，其内部包含了无数的微观态，就拿人口来说便是成千上万，且各个微观态均是发展的，受时

间、空间的影响极具变化性，相互之间的影响本就是非线性的[11]。因此，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活”的

系统，与外界不断地进行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从外界不断获取负熵，是保证其井然有序、快速发展和长

盛不衰的唯一途径，改革开放便是必然的[12]。如果我们妄想将这个“活”的系统打造成平衡结构(“死”

的有序系统)，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落后挨打便是历史最好的教训。 

3.2.2. 稳步发展，低熵的有序系统构成 
物理学课堂进行热力学基础教学的同时，我们已经利用耗散结构联系负熵理论，向同学说明改革开

放的必然性。为让同学更为深切地感受中国道路和中国策略的优势，进一步加强同学对改革开放的正确

认知，达成课程思政与“四史”学习的育人目标，我们将会在进行当堂知识总结时，纵观改革开放史，

从最直观的经济发展引入详细的历史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展示和解读。具体的开展流程与解读如下： 
1) 纵观改革开放史，这是一个庞大的宏观开放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热力学系统[13]。系

统内部进行诸如国企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及贫富差距等微观态改革，打造了将系统导向有序发展

的基础。对外开放则进一步打开对外交流的通道，维持与外界其他国家的能量和物质交换，从外界获取

诸如科技技术、经济市场等信息熵形成负熵流，解决自身存有的不确定情况，降低系统的熵，加强改革

开放史系统的正向有序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的快速飞涨，便是改革开放构成低熵的有序开放系

统所带来的进步。 
2) 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报道[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GDP 呈现持续增

长的趋势，在 2010 年至 2022 年增长了近 79.81 万亿元，2022 年 GDP 为 1,210,207 亿元，突破 120 万亿

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比增长 3.0%，按年平均汇率折算，我国 GDP 总量约为 18.0 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 25.46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见图 3)。 
3) 对外经济是最能够体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交流程度的经济体之一，同样也对我国的总 GDP

有着极大的贡献。净出口占 GDP 比重和对外依存度是测度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的主要指标。其中，净

出口占 GDP 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根据陈昌兵等经济学家的计算可知，

2006~2008 年我国净出口占 GDP 比重分别为 7.58%、8.66%和 7.62%，达到历史最大值，到 2019 年下降

到 1.49%。对外依存度则能够表征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依存对外经济的程度，2005~2007 年我国对外依存

度为 61.57%、63.95%和 61.80%，达到历史最大值，直到 2019 年下降到 31.71%左右[15]。由此我们利用

物理学知识进行分析可知，自改革开放初期至 2008 年，对外经济就如同负熵流不断减少我国内部的熵增，

使国家趋于有序的发展的平稳态，是我国维持有序发展的必须的能量和物质交换，因此，到 2005~2008
年我国净出口和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历史最大值。而自 2009 年至 2019 年净出口值与对外依存度的下

降，其一是由于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致使外界环境能量变化，我国与之交互的能量和物质有

所降低，其二则是我国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有序稳定系统，自身的运作已经能

够抵消部分的熵增，不用过分依赖于单纯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和对外依存度的变化既说明了改革开放

政策方针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反映我国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和强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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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ummary bar analysis chart of China’s national GDP from 2010 to 2022 
图 3. 2010 至 2022 年中国全国 GDP 汇总柱状分析图 

3.3. 课程思政对物理学课建设的积极影响 

物理学课程思政教学引入改革开放史的时代意蕴远不止只是完成了课程思政和“四史”学习的育人

目标，其对物理学的学科建设也有着相应的正反馈作用。在课程思教学的同时融入改革开放史的内容故

事，能够给物理学课堂增添活力，缓解基础类自然科学给学生带来的压力，改善物理学课堂压抑的课堂

氛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此外，课程思政的开展使得物理学课堂教授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赋予学生正

确的思想观念，有助于物理教学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最后，按照国家近年的金课建设要求，物理学也

借助课程思政的展开及改革开放史的融入，促进了学科建设，达成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助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言而总之，两者的契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具有厚重的时代意蕴。 

4. 结语 

如中医针灸理论所说“穴有特效，亦有共效，多穴共效，协同增效”，物理学、课程思政、改革开

放史的关系不外乎也是如此，物理学、课程思政和改革开放有历史交汇融合的共效，三者融合就会实现

“增效”，相互成就。物理学思政教学为改革开放史的学习提供依托平台，改革开放史丰富深化了物理

学思政教学的内涵。在物理学课程中，利用耗散结构联系负熵理论纵观改革开放史，能够向学生们说明

改革开放的科学性与必然性。与此同时科学运用物理学解读历史事实，进一步让学生更为深切地直观感

知中国方针和策略的科学性。进而能够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加强学生对中国道路和方针的认同，增强

“四个自信”，达成课程思政和“四史”学习的育人目标。这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物理学教学的意义，实

现从“立德树人”出发完成物理学的课程建设工作，满足党对新时代教育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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