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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对于国民的思想教育愈加重视，尤其是高校的思想教育，号召高校将思政教育融

入日常的教学。文章结合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文科物理》的课程思政教学，深度挖掘课程中存在的思政

元素，在充分考虑大学通识选修课程特点的基础上探究教学方法，最终使得课程思政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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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state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nation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alls on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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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niversities to p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daily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of “Liberal Arts Physics”,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eeply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On the basis of 
full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general elective courses, it explores the teaching 
methods. Finally, it makes the curriculum civics work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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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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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分别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再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在所有学科当中全面推进。在此背景下，课程思政已成为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的重点方向。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

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的必然选择[1]。在当前的情形下，思政教育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思政类课程了，课程思政已然成为大

势所趋。本文将以《文科物理》课程为例，探讨课程思政的开展。 

2.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的意义与可行性 

2.1. 《文科物理》课程简介 

物理学在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的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人类的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今天的物理学不仅在实用技术工程方面有着广泛的延伸，而且在人文精神方面也有着深厚的积淀。如

果在教授物理知识的同时注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髓，能实现一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一体化教育的新模式，培养出全面的、有活力、有发展潜力的高素质人才，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

素质具有重要意义[2]。 
《文科物理》就这样应运而生，它是大学的选修课，选课的同学来自不同的专业。在课堂上，老师会

以物理基础知识为载体，通过对物理学发展史上一些重大发现以及相关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和科学精神的介绍，充分展现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包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突出了物理学的文化内涵，展现

了物理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满足了文科学生提高科学素养的需求，同时提升了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 

2.2. 《文科物理》课程思政的意义 

2.2.1. 增强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 
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打破原有学科的思维束缚，结合课程内容深度挖掘思政内涵，并将

其列入教学计划和授课内容中，最终将融合了人文和情感因素的知识传授给学生[3]。这意味着课程内容

的丰富度将得到大幅提升，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会随之得到提升。同时，开展课程思政时使用的诸如“翻

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在课程丰富度和参与积极性的协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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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课程自身对学生的吸引力将会得到大幅提升。 

2.2.2.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课程思政教育的中心环节是立德树人”，其核心内涵是：教育工作中应该将专

业与德育目标相结合，尤其要突出中国特色德育教育的重要地位，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具

有积极健全并符合国情价值的思想道德[4]。在前文中提到，《文科物理》的授课模式是以物理知识为载

体去介绍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够缓慢而持久地去影响学生

的价值观，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去引导学生向榜样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2.3. 《文科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2.3.1. 授课模式的优势 
《文科物理》是一门通识选修课，具有跨院系、跨专业、跨年级、跨学科和灵活多变、教育形式多

种多样等特点。课堂的教学内容涉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并且都易于理解，不会出现文科学生或者理

科学生不理解课程内容的情况，因此课堂整体氛围是比较轻松的。《文科物理》的这种定位决定了它可

以运用多种、同学们感兴趣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非常自然地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在

潜移默化中完成对学生的思政教育[5]。同时，选修课老师的要求不会像专业课那般严格，学生们在课堂

上会比较轻松，能够在较为愉悦的环境中汲取老师融合了思政元素的知识。 

2.3.2. 思政素材的优势 
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且以实验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理念与思政课

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谋而合，同时《文科物理》的授课内容不局限于物理知识，更多的是对蕴

含丰富思政元素的科学家事迹、精神的介绍。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文科物理》的授课过程中能够较为容

易地找到融合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思政教育开展地更为顺利。 

3. 《文科物理》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3.1. 精神内涵 

《文科物理》课程中会大量介绍科学家的事迹，而这些事迹是科学家品质的高度反映，蕴含了丰富

的以爱国主义为主导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匹配。同时，物理学具有丰富的实用性，

能够将研究结果应用到实际，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当前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异可以用物理学发

展差异来解释，这些差异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唤起学生的危机感与使命感。这些精神内涵正是思政教育的

核心要点。 

3.2. 哲学思想 

《文科物理》课程中涉及到的物理学基本原理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比如“自然界一切物体都在

不断运动”这一基本原理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没有无运动的物质”这一认知殊途同归。同时，

课上涉及到的物理学基本原理的发现过程也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诸如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在反复

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认识而后形成新的认识，这一认识过程佐证了哲学思想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 

4. 思政元素融入《文科物理》的教学方法探究 

4.1. 课堂“双主体”共同参与，感悟人物事迹中的精神内涵 

有学者认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实际成效最终取决于教师和学生两大主体的互动参与程度[1]，这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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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教师自上而下的引领和学生自下而上的内化两种机制的运行。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个体的独立学

习并不能使所有任务或问题得到解决，需要通过协作来进行知识意义的共同构建[6]，因此可以考虑引入

小组式学习，实现个体的共同学习。这为课程思政的开展提供了新的路径，考虑到《文科物理》的授课

内容，教师可以在课上对一些科学家事例进行简要介绍，而后退居幕后，让学生在所处小组中就其中蕴

含的精神内涵进行讨论，在与成员的讨论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最后在全班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想

法。这一实施过程保证了两种机制的有效运行，同时还使得学生在高度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对人物事迹中

精神内涵的感悟。 

4.2. 在接龙式的发言中感悟物理原理中的哲学思想 

前文中提到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而对于哲学的掌握，关键在于感悟，对

哲学有独特见解的叶秀山先生也曾说过，“要知道哲学是什么，必须要自己去思考。”这就意味着教师

传统口述式的教学很难帮助学生内化这些哲学思想，结合《文科物理》选课学生的跨专业性，在这里可

以考虑采取一种学生内部的接龙式的发言来帮助学生逐步领悟哲学思想，即在教师抛出一个物理学原理

后，了解此原理的学生对原理进行解释，而后发表自己从原理中获知的哲学元素，接着对哲学有过了解

的学生对此哲学元素进行具体解释，同时对上文提到的物理学原理与哲学元素的联系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发言中，学生对原理中蕴含的哲学元素进行不断的思考，最终实现对哲学思想的领

悟。 

5. 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完成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变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本文以

《文科物理》课程为例，在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学生高度参与下课程思政的开展，

有助于学生内化思政元素中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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