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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预科）》课程中思政元素对学生物理
兴趣的培养

李　东

（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大学物理（预科）》课程是以关于自然界中最基本

的物理现象、物质形态、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为基础，介绍物理

学发展史上人们了解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

思想和方法，为预科学生奠定良好物理基础的同时，激发学生不

断探索物理科学奥秘、深化对物质世界认识的兴趣和志向。为其

将来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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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作为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理应在创新性人才

培养的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

基础。物理学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对人

类的物理观、时空观、宇宙观，对整个人类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物理学的基本概念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化学、地学、生命科

学等各个领域，物理学的进展是推动整个自然科技发展的一个重

要的动力。作为一门以研究和阐明物质的基本结构形态和基本运

动规律为目标的基础科学，物理学是当代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1，2]。预科生是学校根据国家要求，从当年参

加全国高考的少数民族考生中，按照志愿择优录取，一般情况下

所录取学生成绩低于学校在相关省份同批次统招最低录取分数。

招收预科生是国家为了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同胞的文化水平，更

多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培养各门类高水平人才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

施。近年来，西北工业大学每届招收 70 余名少数民族预科生，预

科班学生需先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阶段，经考试成绩合格后方可

选择大类和专业方向进行正式的大学本科阶段学习。作者结合近

年来对西北工业大学预科生大学物理课程的讲授过程，分析一下

该课程在预科学生物理兴趣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方面所起的促进

作用。

一、课程特色

《大学物理（预科）》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打下坚实的

物理基础的同时，在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开阔学生分析思路及激发其探索和创新精神，培养和提高学生抽

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自学能力，增强学生自我更新知识

的能力，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学生用科学的眼睛看世界，坚持真理，能使学生树

立正确学习态度、掌握科学学习方法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本课程共计 64 学时，在主要进行经典力学、电磁学、热学、

波动光学和近代物理等内容讲授的同时，还会在课程中设置 6 学

时左右关于“物理学中的科学思想与方法”和“物理学中的哲学

和艺术”相关内容的介绍，并与课程知识结构的发展历史相结合，

在增强学生的爱国奉献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学生的科技强国意识、培养学生的竞争意

识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质疑求真精神，穷究探索精神和坚持

真理的科学精神以及提高学生科学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独立思考

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4-6]。具体实践

包括：

在《大学物理（预科）》力学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讨

论太阳系，在此可以引入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观念演变，告诉学

生，基于自己的知识，敢于作自己认为正确的论断，敢于创新，

而不是在旧的框架面前止步不前。我们需要在《大学物理（预科）》

教学中，通过将具体问题分析和物理规律的发展过程相结合，大

力宣传、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塑造学生的丰富的想象力和

变革精神。

科学是人类探求真理的一种精神活动。对科学家而言，科学

的目的是探索自然的本质关系与规律。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

是科学事业发展的源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正是基于这

种执着的追求，才导致了技术的不断革新。科学家在对自然界的

观察、分析、实验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从事实出发，寻

找事物背后隐藏的规律。

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求得真理，所以一切应该依此为准绳，

并经得起实践的反复检验和逻辑上的自洽。只要是真理，不管是

否违反经典、权威，都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如：光的粒子性

在牛顿时代是科学的主流，之后的杨氏双缝干涉实验、泊松亮斑

等关于光束传输的实验结果逐渐证明了光的粒子性观点无法合理

解释光束的传播特性，建立了光的波动学说。在物理学的发展历

史上，新的理论的出现，无不伴随着科学家仔细观察，主动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一种能量，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

为重要，然而却是我们预科班学生中最缺乏的一种能力。我们可

以在《大学物理（预科）》的讲授中，引导学生、启发学生，寻

找伟大科学家在当时遇到的问题并学习他们处理该问题的思路，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如在讲解牛

顿力学时，我们可以引入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如气球放气过

程（非匀速放气过程）、水桶漏水过程（非匀速漏水过程）、开

水散热过程（非匀速散热过程），引导学生分析，并把学生的分

析思路慢慢引入牛顿微积分的思路中。通过这一引导，培养学生

解决一般化问题和实际的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物理兴趣培养的路径探索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以课件、教材、视频、动画和网络

等资源和形式为教育载体，采用参观体验、课堂讨论、情景教学

和现代多媒体等方式来增强学生的科技强国意识，在实施过程中

具体可以通过以下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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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教学过程中，以科学家的事迹激发学生

在对物理知识的讲授中，可以穿插介绍一些国内外历史人物

和著名科学家的事迹，如中国古代墨子、张衡、郭守敬等，现代

如钱学森、邓稼先、周光召、黄昆等，国外如伽利略、哥白尼、

牛顿、法拉第、爱因斯坦科学家的光辉事迹能等。如：在介绍狭

义相对论相关内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其理论依据是洛伦兹坐标

变换，但是洛伦兹本身并没有突破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只是从

数学关系上来进行变换建立联系而解释了迈克尔逊 - 莫雷实验。

而爱因斯坦则大胆提出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结合洛伦

兹变换建立了狭义相对论的知识体系。通过这些科学家的光辉事

迹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热爱科学、勤于观察、勇于探索、持之以

恒的科学精神，接受科学家伟大人格的熏陶感染。同时，学习科

学家为振兴中华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他

们的光荣传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使学生

接受科学精神的熏陶与感染。

（二）充分介绍我国的物理发展和前沿研究成果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基础课程，通过介绍

物理发展现在和前沿进展，尤其是我国在物理方面的进展，如我

国在高功率激光和磁悬浮列车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地，

结合我校的“三航”特色，在介绍“动量守恒定律及其应用”内容时，

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火箭工作原理相结合，将物理定律与学校

的研究特色相联系，与国家重大工程相联系，这些内容和知识的

讲授过程有利于增强同学们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学生认识

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

伟大的爱国热情，学好知识报效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通过实际事例来定量化分析，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以圆孔衍射及光学仪器分辨率为例（如图 1 所示），根据瑞

利判据，两物点 S1、S2 的衍射图样中央亮斑的边缘暗纹彼此正好

通过对方的中心时，合成光强分布曲线的谷、峰之比为 80%，正

常人眼勉强可以区分这是两个物点的像斑，这属于恰好可分辨的

情况，由此可得光学仪器的最小分辨角为：

0 1.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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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为入射光波长，D 为光学仪器孔径。

图 1. 圆孔衍射及光学仪器分辨率

在给出光学仪器最小分辨角的基础上，提出“万里长城是否

为外太空唯一可见的地表古建筑？”这一大家从小就关注的问题，

结合课程内容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描述，

根据眼睛的最小分辨角，计算眼睛恰好能识别地面上两个距离多

近的物点。通过计算发现，这一距离大约是 20 米左右。这一结果

意味着只有当地面上的物体尺寸大于 20 米，该物体才是可以分辨

的，如果小于这一尺寸，应该是不可分辨的。长城的平均宽度大

概 7 米左右（如图 2 所示），因此在太空中，长城是不可分别的，

最多能看到一条线，但并不能判断它就是万里长城，因为无法分

辨它的形状。客观公正地回答了这一中华儿女广泛关注的问题。

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图 2. 长城图片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进一步分析在离黑板 10 米远是否可以看

到间隔为 2 毫米的等号“=”问题，用科学的知识来分析发现当距

离黑板 8.7 米远后将无法分辨是等号“=”还是“一”字，用事实

结果来告诉学生上课尽量往前坐，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结语

在《大学物理（预科）》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实现课程内容

与物理学中的科学思想与方法有机融合，实现学生知识和能力的

同时提高，以创新性和引领性的要求培养科技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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