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必修通识课程主要分为政治类课程

和非政治类课程，针对不同专业，通识课分为专业必修和非专
业必修课，大学物理课程是理工科专业的专业必修通识课。作
为通识课程，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政育人功能，作为非政治类课
程的代表之一，大学物理课程需要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
教学评价等多个层面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此外，由于物理
课程需要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重要环节，在课程教学设
计过程中，物理教师需要结合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在不同教学模块渗透课程思政内容。

1  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现状
与专业基础紧密联合，有效推进高校课程体系的不断创新发

展[1]。很多大学生普遍认为大学物理课程与高中物理教学内容区
别并不大，有的学生认为物理课程太难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畏
惧心理，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总是认为自己跟不上教学进度，胆
怯心理非常明显。有些物理基础较好的大学生则认为大学物理都
是已经学过的内容，并不需要花费时间再次学习，并且忽略课
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重要性，到后期专业基础课程学习时则感到
吃力。大学物理课程不仅需要教师传授物理知识，培养学生理
论与实验技能，还需要引领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但是很多
高校的大学物理教师普遍只能进行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将教学
内容照本宣科地传授给大学生，并不能从课程教学过程中提取课
程思政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2]。

2  课程思政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2.1健全课程思政体系
大学物理的课程思政体系主要有知识传授、能力达成、哲学

观点、教学目标以及思政元素进行有机融合，通过教学目标达成
知识模块的传授过程，大学生通过课程教学和实验教学过程提升
相关专业基础能力。从不同知识模块提炼出哲学观点，并延伸到
思政元素中，最终达成课程思政教学目标[3]。通过健全课程思政
体系，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需要深入挖掘和理解思政元素对学
生培养的重要意义。健全课程思政体系，将知识传授过程与立德
树人理念相结合，物理学科精神与人文内涵需要通过知识与技能
传授环节得到有效培养与渗透，因此需要充分重视课程知识的重
组过程。此外，健全课程思政体系，还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将学
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过程丰富到大学物理教学设计中，协助
学生提升人文素养与道德品质。

2.2深度挖掘课程人文内涵
物理学科是一门理工科专业基础课程，因而在理工科教学理

念中，需要深度挖掘知识体系富含的人文内涵精神，在培养学生
专业领域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的人文道德素养。深度挖掘物理
课程中的人文内涵，需要明确知识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精神，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培养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审美能
力。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当前工匠精神代表人物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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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提升学生对理工科专业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在课堂与实
验教学过程中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意义，客观看待世界
万物，对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逐级渗透奠定良好的基础。

2.3改进教学评价方式
高校课程评价方式基本采用平时课堂表现与期末考核相结合

的方式，并且理论考核结果所占比重较大，终结性考核方式对大
学生的重要性远大于过程性考核方式。很多学生通过死记硬背的
方式通过期末考试，但是很容易遗忘，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非
常不利，并不能够实现自主学习和探究性学习能力的提升。因此
需要基于课程思政的角度改进物理课程的教学评价方式。通过物
理知识模块的实验探究过程，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因此能够养成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和自主探究式学习能力。改进教
学评价方式，将物理实验与探究性报告分数的比重适当提升，重
点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道德水准，在物理课程教学过程中渗透课
程思政教育思想，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将僵化的教学评
价方式转变为以过程性考核为主的评价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的课堂表现能力和实验探究技能，从侧面体现了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的重要意义。

2.4提升师资力量的思政意识
在大学课程中体现思政教育内容，需要教育工作者充分重视

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基础必修通识课
程之一，需要提升师资力量的思政教育意识。作为高校教育改革
的阵地，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先驱者遵循育人科学规律，在课程集
体研讨的过程中提升思政育人的教学理念，将课程思政渗透作为
教学重点之一。此外，还需要大学物理教师定期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培训力度，培养学生正确核心价值观与人生观，需要在课程设
计过程中逐步渗透人文德育教育内容，将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逐
级渗透到大学物理教学改革进程中。

3  结束语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理工科必修公共通识课程之一，在理论与

实验教学相统一的同时，还需要加强人文精神以及思想政治教学的
逐步渗透能力。作为非政治类课程的代表之一，大学物理课程需要
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评价等多个层面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此外，由于物理课程需要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个重要
环节，在课程教学设计过程中，物理教师需要结合当前大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现状，在不同教学模块渗透课程思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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