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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应用型高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唐帆斌

（南宁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广西 南宁  530200）

摘要：对大学物理课程的知识点进行了梳理，提炼出可以融

入思政的知识点，把思政元素归纳成四个类型。在课程教学内容

上增加思政元素，可激发学生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辩证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课程采用线上 + 线下的学习方式，课堂采用

PBL+ 讲授法的教学模式，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润物细无

声作为课程思政的基本理念，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可以从物理

学内容的各知识点融入思政元素，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学策略，

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

的质量，更高效的完成课程的教学目标。吴小山把唯物主义等思

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推进课程育人。马业万实现教学过程

中实现在课程教学中全程、全方位的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曹海霞介绍了“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物理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

实施途径，对教学中如何有效地融入课程思政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吴王杰提出课程的育人目标是求真、至善、唯美，据此将大学物

理课程思政元素分类。张晓磊基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来实践“立

德树人”的理念，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李炳乾以大学物理力

学模块为例，初步建立了大学物理力学部分的课程思政案例库。

陈建勇在整个教学环节融入航天前沿科技和课程思政内涵，对传

统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高校

教师在不同层次、不同方向、不同维度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教学成果。

一、授课学生特点

南宁学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开设物

理课程的学生以男生为主，通过访谈、发放问卷等方式，了解到

学生物理理论基础普遍较差，但是动手能力会稍微强一点，做事

情专注，全身心投入，执行率高，但不善于表达，总结能力较差；

善于发现问题，但不善于研究问题，缺少系统阐述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思政元素

基于上述特点，教师需要设计符合本校学生特点的课程内容

来帮助学生提升自我，快速适应新的学习与生活，同时完成课程

的教学目标和要求。课程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润物细无

声作为课程思政的基本理念，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主要从四个

方面去开展：

1.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

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的科学思维方法。在课程内容的知识点的讲解过程中，结合物理

公式定律的推导，引导学生从辩证唯物的角度去分析思考问题。

3.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的接班人。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

问题。

4. 进行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是课程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为人处世的正确三观。

表 1  课程各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对应关系图

课程内容 思政元素

绪论课
从中国年度十大科技成果评选看物理学的重要性、兼谈科技强盛中国梦。引入“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的发射、介绍潘建

伟和他的量子保密通信，用科学家的精神鼓舞学生。

位置矢量 引出中国的北斗卫星和北斗导航系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速度、位置矢量
从速度概念谈中国高铁，从位置矢量谈北斗导航，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和四个自信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重要性，激发其作为炎黄子孙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的责任感。

动 量 守 恒 定 律、

万有引力
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火箭发射原理与嫦娥 4 号探月工程，成为第一个实现背面登月的国家。增强民族自信，培养爱国情操。

保守力与势能
重力为保守力，水的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将保守力做功与三峡水电站这项伟大工程相联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刚体理想模型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主要和次要矛盾，要辩证地看问题。

角动量守恒定律
神州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的太空第一课，让学生领悟陀螺仪定向原理并掌握刚体的角动量守恒定律；介绍我国在载人航天

领域重要成就，融入四个自信教育。

气体压强
雷神山、火神山在十天的时间里拔地而起，且实现了医护人员的“零感染”。巧妙地设计使空气压强只能够从清洁区流向

半污染区，再流向污染区，而不会反向流动，大大降低了感染的机率。

毕 奥 － 萨 伐 尔 定

律

渗透中国古代优秀科技文化（刘徽割圆术）、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微元思想）、联系普遍性原理（类比法）等思政要素，

帮助学生掌握定律的运用方法，引导学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领会物理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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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平衡原理
介绍“武当山雷火炼殿”，武当山的道教建筑群，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从物理学角度看，

可用静电平衡原理解释雷火炼殿奇观，体现了唯物主义世界观。

静电屏蔽 介绍我国领先世界的特高压输电技术，通过对超高压电路带电检修流程的介绍，使学生了解静电屏蔽的应用。

量子霍尔效应 薛其坤等当代中国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及其科学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持之以恒的科学态度。

电磁感应现象 通过介绍电学之父法拉第，让学生一定要有坚强的毅力，认真做事，不畏困难和失败，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工作和学习。

麦克斯韦方程组
谈大统一理论的研究进程以及杨振宁杨 - 米尔斯规范场对弱电统一理论的贡献。介绍杨振宁、吴健雄的研究成果，培养学

生正确的科学观和价值观。

光的波粒之争
光的波粒之争是在认识光的本性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反映了追寻科学真理之路的艰难曲折以及物理学家的科学精神，

充分展示了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的规律。

薄膜干涉
中国光学人物王大珩、蒋筑英等，这些人物历来是青年一代学子的学习楷模。讲解他们热爱祖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的精神。

光 学 仪 器 的 分 辨

本领

介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天文望远镜，“时代楷模”南仁东先生 22 年呕心沥血，带领团队在贵州的深山里，殚精竭虑、

以命相博，终于完成中国天眼 FAST 的探测使命，让爱国主义融入血脉。

全 球 首 张 黑 洞 照

片发布

2019 年 4 月 10 日，黑洞照片的发布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中国有十几位科学家参与了首张黑洞照片研究

工作，提升学生民族自信心。

三、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课堂是实施教学的主要渠道，要达到课程思政的效果，教学

方式方法的选择是关键，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

1.PBL 教学法结合小组讨论嵌入思政要素。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是通过课前设置问题情境，每个小组对问题进

行讨论并加以归纳总结，达到课前思考的目的。例如：什么是光

的波粒之争？以小组为单位发言，不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

时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科学家的科学精神。

2. 讲解法渗入思政要素。思政要素的渗透伴随着理论知识的

展开，教师从最基本的讲解出发，引出思政要素，把知识传授和

价值引领完美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掌握定理和定律，使学生增强“四

个自信”、最后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起到润物细无声的

育人效果。

3. 利用线上网络平台，让学生做到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提高。

教师在学习通上建立本校适用的线上资源，课前推送相关的学习

资料，课后推送练习与总结，巩固每节课所学，实现课程教学的

闭环，提升自我学习能力，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

课程采用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平时成绩主要通过作业、

考勤、小组课内外专题讨论、期中测试、思政小论文等方面进行

反馈和评价。以学生取得的成绩、参与的态度、完成的质量、回

答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对学生的学习态度、能力、成果等进行多

元的全面考核。

四、结束语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物理学的内容有完整的认识，使

学生的综合能力有所提高，同时开阔思路，激发学生的探索和创

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为学生今后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课程思

政要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还需要形成课程体系，专业特色，

在整个大学阶段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树立

远大理想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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