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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融入思政教育发挥教师立德树人的教育作用
教师的主要责任在于教书育人，因此在教育中教师不仅仅要

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还应发挥育人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应
根据自身教育主导的身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品质与价值
观念。大学阶段的学生已经拥有了独立的思想观念，会分辨是
非，教师的良好言行能够为学生树立榜样，同时提升学生对课
程学习的欲望，可以让学生更加专注的学习。如果教师不能注
重自身的言行，为学生起到了负面作用，则会导致学生否定教
师的能力，进而影响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应注重自身的言行，引
导学生成为品质优良及道德高尚的人才。

在大学物理教育中，物理学科具有科学严谨的特征，教师
在讲课过程中往往会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所以无法提升学生
的学习质量与效率，因此要想课程中呈现风趣、幽默的教学风
格，首先，教师要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结合以上情况可以在
校内组织阅读活动，并鼓励在校的教师要多读书，提升自身的
教学能力。其次，在校内研究室组织备课及示范教育活动，在
活动中详细讨论各个部分知识的有效讲解方法，对教师组织定期
开展示范课展示活动，在课程中通过交流与讨论，提升教师对
知识点中不同维度的理解，便于教师更优质的备课，提升教师
的教学能力。最后要对校内教师的仪态仪表进行规范化管理如教
师不可留过长的指甲，不可穿拖鞋及超短裤等，通过各项规定与
培训约束及提升教师的仪态与素养，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

2  深度挖掘《大学物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包含了原则、概念及定律等元素，在教

育中主要以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与应用能力为主，而德育、素养
及价值观不在教育范围之内，但是在新课改中明确了各个学科对
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应在大学物理课程中深度挖掘思政元素，
并将其传授于学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2.1辩证唯物思想
物理学科具有探究物质结构及运动规律的特征，所以学科本

身就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物理学科中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
物理研究中的现象提供真实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
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原理为人类的学习提供了思想与方式引导。
在物理中包含的运动与静止，质量与能量等理论知识可以为思政
育人提供大量的素材。

2.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在大学物理中融入传统文化，可以提升学生的民族意识，增

加学生的文化内涵与信心，还可以丰富教学知识。我国有悠久的
历史文化，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物理知识，其中红色歌曲《红星照
我去战斗》中的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其中
就蕴含着物理原理，另外我国伟大发明指南针也引用了物理知识
磁场性质。

2.3工匠精神
很多的物理发明都是经过物理学家坚持、敬业、专注及创新

所研发的，在整个过程中蕴含了我国伟大的工匠精神。所以在工
科教育中教师应更加重视科学思维及科学伦理的培养，将我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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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迎难而上、坚持不懈、专注卓越、精益求精及注重细节的
科学精神融入大学物理课程中，运用科学事件与科学精神引导学
生重视合作与创新，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工匠品质。

2.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国家发展中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预示了国

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因此教育应紧跟国家的发展形
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学物理课程，以此培养与社会
发展需求一致的社会接班人，发挥教育应用型优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要是指运用社会发展观念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以此培
养与时代步调与思路一致的社会性人才，可以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因此教师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程渗透到教育中，以此为基
础开展大学物理课程，提高学生理论实践知识的同时完成立德树
人的教育目标。

3  充分运用网络技术融入思政教育改革教学方式
在信息化社会环境中，信息技术逐步应用于各个行业中，

在此环境中网络教学方式也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有效的教学成果，
因此大学物理教师可以运用网络教学作为辅助教学，对学生的品
质、素养等综合能力进行引领与培养，以此提升学生的爱国精神、
团结意识及社会责任感。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播放图片或视频为学
生呈现物理知识同时培养思政意识。教师可以运用挂图的方式展示
物理学知识，还可以通过视频播放探索实验及构建物理自学系统等
方式进行网络教学，以此实现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目标。

4  改革物理考核体系中融入思政知识
在学习中考核是学习成效的有效方式，因此要想有效的提升

学生的思政意识，应将物理知识中所包含的思政教育融入考核中，
以此提升学生对思政元素的重视，有效的学习思政知识。首先应
对大学物理考核体系进行改革，将日常的网络考核中融入思政教
育，便于教师可以时常进行检验学生的思政学习效果。其次对大
学物理课程中的期中考核进行改革，在考核中融入思政元素，提
升学生的思政品质。最后就是对期末的考核进行改革，并将其中
的考核成绩计入综合成绩中。教师还可以在校内组织物理知识竞
赛及科技制作评比，并在此过程中融入思政知识，提升学生的思
政意识，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结束语：思政教育是内在素质教育，对学生的发展有深远的
影响，因此大学物理教师应运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引导学生形成良
好的品质，同时深度挖掘物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运用科学有效
的方式进行讲解，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满足当前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高倩倩,戴玉强.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物理课程改革的探讨

[J].科技视界,2019(34):135-136+132.
[2]白柳杨,赵严峰,张陆.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物理课程融入

思政元素的探索与思考[J].教育现代化,2019,6(62):224-227.
作者简介：曹丰慧（1984.08—）女，汉族，籍贯：黑龙

江省，职称：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主要从事高等教
育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