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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刻不容缓，思政教育应融入到每一

门课程中。本文阐述了在《物理化学》绪论部分的授课过程中，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有

关原理，深入浅出地揭示物质的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的关系，以及《物理化学》的本质含义、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等，同时向学生传递科学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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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urgent and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eve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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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rxist philosoph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movements of material, the 
inherent meaning,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contents of Physical Chemistry, etc. in the teach-
ing of the introduction part of Physical Chemistry. Meanwhile,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of stu-
dents is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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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各类课程要充分挖掘思想政治资源，

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物理化学》融合了物理学和化学两大基础自然学科的基本知识点，热力学定律、相平衡、电化学、

表面化学等的发展无处不体现着人们对自然、对科学认识的逐步提高，已成为一门消失于无处不在的学

科[2]。《物理化学》课程中的知识点与矛盾统一、量变质变、方法论等都紧密结合，化学发展史、化学

家生平等都是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最佳材料，被称为“化学中的哲学”。同时，长期以来，学生的学

习多属于碎片化，多集中于个别知识点，老师讲授知识大多也只是基于本课程知识点进行阐释，很少能

够站在一定高度探讨课程的深层含义和实际意义。因此如何使学生对物理化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特别是对其中蕴含的科学道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使学生对于物理化学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从中

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讲授绪论时，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解释“物理化学”，带领学生一步步深入认识《物理化学》这门课程。 

2. 认识研究对象——运动着的物质 

一切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物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存在，又能为

人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3]。物质的形态包括实物和场，我们平常意义上所指的物质是有质量的实

物；没有质量的物质就是场，如光、电、磁、热、力等，场是物理学的范畴[4]。 
按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5]中的解释，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运动是绝

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是相对于某一参照系的。物质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

识，物质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显现出来。 
物质的运动根据尺度的不同遵守不同的规律。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化学界的泰斗徐光宪先

生[6]曾把物质结构的尺度分为宇观、遥观、宏观、显微观、介观、微观、渺观，但我们习惯上简单分为

宇观、宏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一般认为(参见表 1) [7]，尺度大于 106 m 的物质称作宇观，如地球、太阳系、

银河系、星云等宇宙层面的物质，遵守的规律尚无定论；尺度介于 10−8 m 和 106 m 之间的物质称作宏观，

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能够用肉眼或者借助常规仪器可以感知到的物质世界，服从牛顿力学定律，遵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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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和动力学的基本规律；微观是指尺度小于 10−8 m 的物质，比如原子、分子、玻色子等具有量子力学

特征的微观粒子；在微观和宏观之间有一个过渡(1~100 nm)，称作介观，遵守统计力学的规律。 
 

Table 1. Material level 
表 1. 物质的层次 

层次 空间尺度 遵守运动规律 实例 

宇观 >106 m 相对论力学 地球、太阳、星云，等 

宏观 10−8~106 m 牛顿力学 交通工具，等 

微观 <10−8 m 量子力学 原子、分子、电子，等 

3. 认识万物之“理”，遵守“化”学规律 

理，即道理、物理、事理、原理，根本上说就是“法则、规律”。“物理”，本质含义就是物质运

行的基本规律、基本法则，无论微观、宏观和宇观世界的运行都遵守一定的法则。从学科角度讲，物理

学就是研究物质运动最基本的结构、性质及运动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各个层次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

特别是与热、力、光、声、电、磁等有关的性质[8]。 
“化学”，是关于变化、改造、创新的学问。化学最早称物质学或质理学，意思就是“物质的性质

或者物质的变化”[9]。从“变化”这个词本身去看，意味着事物所处的状态发生了改变，从原有的状态

变为新的状态，是物质运动的结果。物质的运动变化，包括聚集状态的变化和性质的变化。物质的聚集

状态，包含气、液、固三态，以及等离子态、液晶状态等[7]。物质的性质，除了温度、密度、压强、体

积等和光、电、磁、热、力紧密相连的物理性质，还有氧化、还原、酸碱性等化学性质。因此，通常所

研究的变化主要包括压力 p、体积 V、温度 T 等物理变化，形态、晶型、结构等相变，以及新物质生成的

化学变化。 
近期有人认为[9]，化学主要是研究物质的分子转变规律的科学。根本上说，化学是以数学和物理为

基础，从分子、原子尺度上研究物质变化的基本规律，研究“量变质变”、“矛盾统一”的特征，并且

利用这些规律和特征去创造新物质，去揭示自然的本质。 
化学学科中研究的变化规律来自于物质运动变化的固有规律，这些运动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而客观存在的，无论在学科研究还是在生产生活中都适用。人们认识这些自然规律，遵守自然法则，就

可以适应它们，利用它们去改造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例如，利用质量守恒发展绿色化学提高原子

利用率等；利用能量守恒开发热电、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等；利用熵增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提高热

机效率、建立社会秩序、规范经济行为；等等。反之，破坏法则，悖规律而行，必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在对大自然的改变或者改造时不可无节制，无度的改变只会带来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先生在文章《劳

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曾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

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同时，很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是一次性的，

不可逆的，过度开发是在掠夺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和空间，所以我们要制定“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在

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有序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例如，

2019 年“亚马逊大火”，“地球之肺”被破坏，势必引起“蝴蝶效应”，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生态！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特别关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提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天下为公”，彰显世界情怀。“天下兴亡，人人有责”，新时代的青年拥有

丰富的物质生活，更应该心存高远，为全人类为地球的长远发展勇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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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识“量变”“质变”，衍生《物理化学》 

物理学和化学对物质运动形式的研究不同，研究角度不同，但也并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

依存、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研究物质，研究物质的变化，研究变化的规律，都离不

开对热、力、声、光、电、磁等物理性质的描述；而这些物理运动形式到达一定限度，就会引起分子性

质的“质变”，发生化学变化。恩格斯曾指出：“当作用于各种物体并且对每一物体来说都各不相同的

每个力在量上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化学变化，于是我们就进入化学领域”[5]。所以恩格斯认为：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质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的科学”[9]。比如，氢气和氧气混合物常温常

压下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对其加热达到两千度左右，分子乃至各原子的运动就会发生变化，温度、压

力等宏观物理性质改变，当达到极限，量变引起质变，就会发生反应速率很快的化学反应，也就是爆炸。

同时，化学反应的发生往往还会伴随有物理变化，比如氢气与氧气发生反应时，系统会有压力的改变、

温度的变化、发光、可以产生电流，等等。由此可见，物质的物理性质、物理现象和化学变化紧密相连。 
由图 1 可以直观地看出，《物理化学》学科的诞生，就是物理学和化学之间的过渡以及相互渗透的

结果，其研究内容涵盖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知识点。确切地说，《物理化学》就是通过研究化学变化中

伴随的物理现象，去探索化学变化的基本规律，采用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也是物理学中的原理、方法和分

析仪器[10]。《物理化学》的研究内容与物质的物理运动及其规律紧密相关，如：热力学、动力学、电化

学、表面与胶体化学等；在具体研究中，主要考察物质在不同条件下物理变化、化学变化和相变化等运

动过程中的物理量(如热力学能 U、焓 H、熵 S、吉布斯函数 G 等)的变化情况，从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如
热效应、变化方向、反应历程等)。研究方法也采用运动的、变化的行为来进行，如观察与实验、归纳与

演绎、比较与类比、实践与假说及假借、理想化方法，等等[11]。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认识这些运

动变化规律，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利用其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生命质量。 
 

 
Figure 1.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movements of material 
图 1. 物质的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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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对于物质运动的研究，只有经验和实践，是盲目的，会陷于迷茫；当正确利用数学的方法，才最终

成为一门科学；但只有当上升到哲学的层面，才能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世界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此物质永远按照自身的固有规

律在运动。无论宇观世界、宏观世界或者微观世界，都会遵循一些共同的变化规律，无论哪个领域，都

是研究考察运动着的事物，研究自然以及社会乃至宇宙的变化规律，构思未来的发展前景。《物理化学》

的诞生和研究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 
通过从本体论介绍《物理化学》，学生了解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解运动是物质的存

在方式、固有属性，把握运动的基本规律，就能够用运动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无论是在对《物理化

学》的学习和研究中，还是生活中，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能够高瞻远瞩，把握好方向，有利于培养学

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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