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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中学物理教学设计
——以“牛顿第三定律”一节为例

吕　可　杨　淦　吕胜华　王小兰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要求所有课程都要贯彻执行，实现协同育人。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其中大量的物理知识、

科学方法和物理情怀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为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以“牛顿第三定律”一节为例，

初步开展中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探索，阐述将思政元素融入中学物理课堂的教学设计，以期为中学物理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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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指在专门的思政课程之外的其他课程都进

行一定的思政教育，以专业知识教育为主，思政教育为辅，潜

移默化、耳濡目染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2016 年 12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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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

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其中大量的物理知识、科学方法和物

理情怀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而“课程思政”符合高中物理

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其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有助

于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有利用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为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本文依据《普通高中物理课程

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版）》，以“牛顿第三定律”一

节为例，将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物理课堂的教学设计中，旨在为

高中物理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参考。

一、“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的“牛顿第三定律”教学设计

（一）课标要求

依据《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版）》

提出本节课有以下目标：1. 理解牛顿第三定律；2. 能用牛顿第三

定律解释生产生活中的有关现象、解决有关问题。

（二）教材分析

“牛顿第三定律”是人教版高中《物理 必修一》（2019 版）

第三章“相互作用—力”第 3 节的内容。牛顿第三定律是牛顿运

动定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动力学的基础。新教材首次将“牛顿

第三定律”独立提出，放在第 3 节，为学生学习重力、弹力、摩

擦力后进行初步受力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后续分析处理一些

力学实际问题时，牛顿第三定律将发挥关键作用。

（三）学情分析

学生在初中阶段对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已经有了定性的了解，

知道物体间的作用力成对出现，也知道二力平衡的知识，但是这

种认知不全面也不够深刻，基本处于记忆层面。

高一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逻辑思维，并且在发现问

题后求知欲望强烈、操作兴趣浓厚，渴望通过实验探究来得出物

理规律，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探究的意识，具备了一定的分

析推理、实验探究、知识迁移的能力，能在教师的引导和与同学

之间的讨论下对实验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四）思政目标

通过分组合作实验探究，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态度与责任的

同时培养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和团队精神。通过讲述我国航天事

业和军事实力发展的艰辛历程，了解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

关注科学前沿，知道科学知识的来之不易，同时激发学生的名族

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学生心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五）教学目标

1. 物理观念：通过亲身体会，理解物体间的作用是相互的。经

历探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关系的实验过程，体会一对作用力和反作

用力之间的大小、方向等关系，总结归纳实验现象，逐步形成相互

作用的观念，逐渐掌握牛顿第三定律的内容，并学会正确运用牛顿

第三定律来解释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2. 科学思维：经历科学推理、科学解释等过程，养成科学探究

的意识，基于证据对问题进行分析推理的科学思维习惯，通过对牛

顿第三定律的分析与应用，进一步提升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的能力。

3. 科学探究：通过实验探究，学生更直观地观察到物理现象，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一步理解牛顿第三定律的物理实

质，并在实验分析的过程中学会使用数学方法解决物理问题。

4. 科学态度与责任：通过学生亲自动手实验，激发学生科学

研究的兴趣和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品质，并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生

活相联系，解释现象解决问题，领悟生活中的物理的实际应用意义，

树立将物理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意识，提升物理学习的兴趣。

（六）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和掌握牛顿第三定律，并会运用其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

难点：理解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与运动状态无关，辨析与平衡

力的异同。

（七）教学流程

1. 视频引入

情境：播放我国神州十五号发射视频，观看完视频后大家有

什么感受呢？神州十五号是如何飞上浩瀚星空的呢？

教师活动：与学生一起观看视频，交流感受，引导学生思考

火箭是如何升空的，带领学生走进课堂。

学生活动：观看视频，交流感受，积极思考，走进课堂。

设计意图：以科技前沿热点新闻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同

时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带着疑问走进课堂。

2. 温故知新

情境：观看完视频后为我国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而“拍案叫

绝”；两个相互挤压的气球。问题 1：手拍桌子，手为什么会感

觉到疼？问题 2：两个相互挤压的气球分别受到了什么样的力？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对手和桌子进行受力分析；让学生来分

析两个气球的受力情况。

学生活动：与老师一起进行受力分析，在老师的引导下获得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概念。

设计意图：学生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复习前面所学的知识同

时对分析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获取新知。

3. 联系生活

情境：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鸡蛋碰石头时，鸡蛋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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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骨而石头却安然无恙，是不是鸡蛋受到的力大而石头受到的力

小？拔河比赛；在拔河比赛过程中，是不是获胜的一方受到的拉

力要大，而输的一方受到的拉力要小？

教师活动：现场演示鸡蛋碰石头的情况；现场请一位男生和

一位女生进行拔河比赛。

学生活动：观察现象积极思考，在心中初步形成猜想假设；

和老师一起参与到课堂小游戏当中，观察现象并积极思考，初步

形成假设。

设计意图：创设学生十分熟悉的情境，培养学生善于在生活

中观察现象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进行师生互动，让学生亲身感受，

活跃课堂氛围。

4. 科技拔河实验

情境：一位男同学和一位女同学利用力的传感器进行科技拔

河实验。两位同学所受的拉力与时间的关系图像具有什么样的特

点？图像表明两位同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分析得出两位同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具

有性质相同、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且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同

时产生、同时消失、同时对等变化等特点，并激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学生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分析得出相互作用力之间的特点，

并积极思考，猜想是不是所有的相互作用力之间都遵循这样的规律。

设计意图：利用精密的科学仪器对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拔河情

境进行改进，方便更精确的测得数据，让学生体会到科技的发展

对人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5. 学生自主合作实验探究

实验 1，利用弹簧测力计、电子秤、烧杯、木块、水探究木块

所受浮力和水所受压力之间的关系；实验 2：利用两个完全相同的

弹簧测力计探究拉力的相互作用力之间的关系；实验 3：利用两个

完全一样的磁铁小车和轨道探究磁力的相互作用力之间的关系。各

种性质的相互作用力是否都遵循性质相同、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同时产生、同时消失且同时对等变化。

教师活动：任何一个物理规律的得出，都要经过大量的物理

实验来验证，老师提供实验仪器，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分组

并自主设计实验来验证各种性质的相互作用力之间的关系。

学生活动：向烧杯中倒入足量的水，分别测得木块和水的重力，

将木块与弹簧测力计相连，并将木块缓慢放入水中直至其完全漂

浮在水面上，观察弹簧测力计和电子秤的示数，得到木块所受浮

力和水所受压力之间的关系；固定一个弹簧测力计，拉动另外一

个弹簧测力计，发现两个弹簧测力计的示数总是相同的，且同时

对等变化，和双手主动拉的结果是一样的，由此得出两个弹簧测

力计之间的拉力关系；将两个磁力小车的 N 极相互贴紧放在轨道

的中间位置，松手，待小车静止后测量两个小车分别距离中间位

置的距离，由此得出两个磁力小车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关系。

设计意图：教师引导，学生自主设计，突出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学生在自主设计实验的过程中，既是对

已有知识的实际运用，也是对动手能力的培养。通过学生亲自上手，

获得的知识更加牢固。

6. 牛顿第三定律规律教学

情境：实验完成后将实验结论填写到表格中；一对相互作用

力性质是否相同、大小是否相等、方向是否相同、是否同时对等

变化。

教师活动：带领学生填写完成实验结论表格，与学生一起归

纳总结出一对相互作用力的特点，并由此得出牛顿第三定律。

学生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完成表格，学习牛顿第三定律的知识。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一步步地探索，最后归纳总结得出规律，

让学生意识到知识的来之不易，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7. 运用规律解释现象

现象 1：拔河比赛，再次有请两位同学，男生站在滑板上与

女生进行拔河比赛，女生轻而易举的就获胜了；现象 2：鸡蛋碰石头；

现象 3：火箭发射。

教师活动：拔河比赛的输赢还与同学与地面之间的摩擦力息

息相关，假设将男同学看作一个质点，在水平方向上受到一个水

平向左的拉力和一个水平向右的摩擦力，当拉力大于摩擦力时，

该同学就被拉走了；鸡蛋碰石头时，鸡蛋受到的弹力和石头所受

到的弹力是一对相互作用力，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鸡蛋破而石

头不破因为鸡蛋壳的承受能力没有石头强；火箭发射时，火箭将

高温高压的气体向下喷出形成一个力 F，同时高温高压气体也给

火箭一个力 F ＇，当 F ＇大于火箭自身重力时，火箭将缓缓升空。

学生活动：积极思考，分析推理，能把事实或现象中的物理

原理提炼出来。

设计意图：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构建模型简化问题。

7. 作业布置

情境：大人和小孩掰手腕，很容易把小孩的手压在桌面上，

获胜的大人的力一定大于小孩的力吗？为什么？查阅资料。

基础作业：完成课后习题和练习题；拓展作业：查阅资料，

探究掰手腕获胜的奥秘。

学生活动：完成作业，巩固所学知识。

设计意图：基作业充分利用教材，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拓

展作业要求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完成，供学有余力的学生进一步提

升，兼顾学生差异培养。

（八）教学反思

本节课教学目标明确，重难点突出；教学内容层层推进，环

环相扣，过渡自然，具有清晰的逻辑思维；对教材进行了深入的

解读，对新教材改编的意义体会全面，在核心内容板块体现了归

纳演绎的思想；实验设计创新，可视度高，能高效解决教学问题；

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掌握了知识，获得

了方法，既实现了深度学习，又提升了科学素养，明白了人生哲理。

在本节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以及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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