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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本着“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和目标，将大学物理课程的实施与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在教授

大学生专业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将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程中，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

举止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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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implementation of college physics teaching, teachers need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s into physics courses, with the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task and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hile giving college students professional physics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ntegrat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college physics t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ideology and behaviors. As a result, 
students will be guided to establish correct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eventually contribute to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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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and society with all-round ability in areas such as morals,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work and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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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运动规律及相互联系，是人类自然科学体系的基石。物理学

在理工课科课程教学中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大学物理课程是高校的理工科学生们面对的一门公共必修

课程，其教育主要是针对低年级的大学生进行基础的逻辑思维引导与探索能力的激发，对大学生的工科

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个人发展至关重要。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物理课程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

我国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近几年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在高等教育阶段授予学生专

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人文素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在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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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程思政主要表现为将

思想政治理论的知识、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等教育元素融入到具体的课程教学中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大学物理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对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做到“四个正

确认识”，使学生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以及方法去分析问题，学习、观察、实践的同时紧密结合思

考，准确把握时代的发展方向、社会的主流和支流，区分现象和本质，形成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 [2]。 

2. 大学物理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具有重要意义 

物理学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性，思政教育具有较强的人文性特点，将思政教育与大学物理课程融合，

非常有利于在学生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实现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

引领。课程思政首先表现为一种科学的思维，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去对待事

物，而不是用唯心主义思维或者机械唯物主义思维。尤其当前的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是变幻莫测、不同社

会思潮观念交锋相对，需要在学生的课程学习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抵住侵蚀。教师需要用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去教书育人，为学生构筑起牢固的思维和价值观，抵制来自外界的错误思潮和言论带来的

危害。同时，课程思政也是一种创新思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大学课程建设中融入思政教育，

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大关注。用新的思维催生新的思路、用新的思路谋求新发展、用新的发展推动

新的方法，用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通过创新思维实现大学课程思政的发展。另一方面，物理学通过

其悠久的历史底蕴、实事求是和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严谨的科学思维、唯物辩证的客观研究方法和引

领科技的重要作用，不仅为大学物理课程提供丰富的思政元素，还有形成了大学物理课程区别于其他大

学课程的鲜明特点 [3]。 

3. 大学物理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 

如何有效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课程中至关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作为大学物理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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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与者之一，可以通过改革和探索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设计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

并不是将课程思政化，而是将“立德树人”纳入课程标准中，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教

师在教授学生相关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注重加

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大学物理课程

是理工科专业必须的公共课程，主要是通过学习物理知识来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将思政元素

融入抽象复杂的大学物理课程，学校和教师需要改变原有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在大学物理课程中融

入课程思政元素，一个有效方式是将其渗透到教学设计中。教学设计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

的特点，将教学各个要素进行有序安排，确定适当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从而提高学生获得物理知识

技能的过程。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课后的教学评价和反馈等几个方面都

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 
首先，在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方面，将原来的知识目标扩展为知识获得和思想政治两个方面。

学生对大学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离不开认真听课、并应用物理概念、解决生活或生产实际中的实际问

题。学生深入掌握物理原理、并锻炼举一反三的能力，除了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之外，通过

思想政治提升，培养学生踏实做事、专注认真、善于思考的习惯。教师需要注重学生的经历，因地制宜

地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物理试验过程，关注学生的分析、讨论、交流、质疑等能力的提升。思政元素有

效融入大学物理课程，有助于学生热爱学习、自觉主动地学习大学物理课程，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大学

物理知识。 
其次，在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方面，适当地融入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由于大学物理的主要内

容是经典物理，在其传统的教学课堂中，教师主要是教授物理定义、原理、性质、实例应用等等，基本

不涉及物理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因而在传统教材中很少提及我国物理学家的贡献、以及我国近年来的

大工程项目，很容易给学生造成中国科技发展落后于国际发达国家的印象。因此，在课程思政改革的背

景下，需求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可以任务导向式、案例分析法引出物理概念、分析物理知识在实际生活

中的应用，在课程思政热点案例中挖掘物理知识，从而增加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 [4]。例如，在讲动

量定理和守恒定律知识点时，可以引入火箭飞行原理、并拓展到我国航天领域的发展；在讲振动与波的

知识点的时候，可以引入声波传播和声呐发展、拓展我国声呐及反声呐技术发展紧迫性；在讲量子力学

的时候，自然引入我国量子通讯先进理论和技术发展；在讲到静电屏蔽的时候，可引入介绍我国先进的

高压输电技术、介绍我过近些年的脱贫攻坚的成效。通过把思政元素自然的融入课堂教学中，突出我国

物理学家对国家和社会的重大贡献，加深学生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鼓励学生毕业后投

身到建设国家的事业中去。 
再次，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方式方面，需要教师优化教学方式，主动将课程思政融入日常大学物理

课堂之中。教师必须掌握思政元素引入大学物理专业课程的方式、方法，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学生的特点、

结合不同物理知识点，有效地植入思政元素。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做到有的放矢，将思政元素与物理知

识点巧妙地融于一体，使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也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洗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在相对论章节的迈克尔孙干涉仪中，讲 20 世纪初“物理学上空的两

朵乌云”物理学史背景知识，从引入“以太”概念到通过迈克尔孙干涉仪验证“以太”并不存在，在讲

授相对论创立的根据的同时，引导学生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教师可通过问题引导的

反转课堂形式锻炼学生科学探索精神，以及通过挫折式教育例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观。此外，教

师的言行对学生的发展也是潜移默化的，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积极地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将学生培

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5]。在讲解大学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通过案例式、

任务导向式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总之，通过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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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爱好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把学生的个人发展与国家的未来进行同频共振。 
最后，在教学的评价和反馈方面，师生双向的反馈都很重要。课堂教学结束后师生联系立刻中断，

学生遇到问题没有及时向老师请教问题的机会。设立课堂反馈平台，让有疑问的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有

效的交流，教师也能通过师生之间良好的交流和反馈，及时了解学生对大学物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

教师通过评价和反馈因地制宜，及时优化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重点、难点，提供课后自习辅导和课后答

疑，帮忙学生查漏补缺。教师结合学生平时考勤和课后作业是否及时上交、独立完成度、以及正确率等

评估的教学效果，进行诚信教育引导、主动学习。通过建立良好的师生交流氛围，进一步提高师生间的

教与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 小结 

大学物理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的培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从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课后教学评价和反馈等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究，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物理课

程，在高等教育阶段教授学生大学物理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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