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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大学物理与思政元素融合教育的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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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摘　要：本文主要从大学物理与思政元素融合教育的创新思考进行阐述说明。在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是教学

的理念的全新要求，在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有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当前仍然存在意识缺位、方式方法缺少等问题。

因此想要促进物理教学与思政元素的结合就应当改正其中存在的问题，从教育目标以及方式等方面出发，促进创建教学的

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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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思政元素也应当不断的完

善，从而可以让物理学科与思政元素紧密相连，促进教学体

系不断的完善以及改革，思政元素的教学工作也得到了大部

分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新时代的改革下，传统物理的教学

模式以及教学思路已经不在满足现代的教学模式，物理教学

应当紧跟时代的发展，从而可以使“思政元素”有效的融入

各个教学中，从不同的层面出发，进一步让学生的核心素养

以及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一、思政元素与大学物理融合教育的可行性

（一）融合教育当中的优势

受益面的优势。大学物理是高校院校农科以及理工类

学科的必修课程，并且在个别高校的文科类当中也创建了

“人文物理”的公选课程，广泛的受益面是当前大学物理与

思政元素结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培养目标的优势。与高校教育培养精神以及培养能力

的本质一致，大学物理教学是一种科学精神、物理素养的发

展，运用物理思维来培养学生生解决问题以及创建能力的发

展，从而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深化

教育目标的发展是大学物理与思政元素结合的有效平台。

课程内容的优势。物理是一门具有物质运动以及规律

性的学科，并且主要的内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念。

物理当中所反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可以促进学生物质

观、世界观的发展，科学高校的课程内容是大学物理与思政

元素结合教育的关键点。

（二）融合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

融合教育意识的短缺。课程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内容，

完善制度以及发展规律是促进教育理念落实的有效条件。当

前从学校管理部门到教育实施者都存在言行不一的状况，教

学注重的是教学实践的发展。首先在组织层面上，蕴含了教

育发展的培养方案、教育目标，并且相关的制度保证缺乏。

其次在实施者层面上，大部分物理教师对思政元素的融合发

展认识的并不到位，在传统知识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忽视思政

元素的现象，从而导致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育止步不前。

融合教育缺少创新发展。在实践研究当中可以发现，

当前大部分的物理教学融合方式过于单一，大部分都是通过

科学实际来进行思政元素的结合。毋庸置疑，这样的教学方

式能够促进教育目标的融合发展，但是很多学生在初中阶段

就已经对科学事迹铭记于心，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单

一的教学方式，那么课程教学的效果并不明显，影响了教学

的进度。

二、探究大学物理与思政元素融合教育的创新思考

（一）改革物理教学体系

在以往传统物理的教学模式中，并不符合现代的课前

思政的物理教学模式，所以对于物理教学模式应当进行不断

的革新。因此，教师在教学模式上应当形成主要的教学理念，

虽然改革了教学内容，但同时还要保证在教学的方式上还应

当具备选择性的特征。同时物理教学体系的改革还需要学生

的教师的共同努力，学生应当为教学体系的改革提供相关的

意见，并应当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来展开教学工作。无

论所呈现的物理教学体系是什么样的，都应当保留出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要特征。这样的要求方式不仅满足课程思政的教

学模式，同时还可以为物理课堂开展思想政治奠定坚实的基

础；除此之外，也满足了素质教育的需要，从而使学生形成

正确的物理学习态度。

（二）增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意识

教师不仅是学生的引导者同时还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

参与者，教师的专业素质可以直接的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结

果，所以说“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首先让教师提升自身的

思政意识，从而认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根据学

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展开教学。学校还可以定期的开展有关

“课程思政”的相关座谈会，让教师可以得到全面的了解，

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积极的参与到物理思政的教学中。

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当树立自身的学习目标，从而正确的传

递给学生价值观。物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给学生树

立积极的榜样，从自身的行为举止中影响到学生，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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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素养，并影响学生，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效教学。

（三）引导学生研究问题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主的观察性学科，很多的物理学

家也是通过观察从中发现的物理定律。比如说牛顿就是通过

观察苹果落到地上而发现的万有引力的定律。所以说，我们

应该通过生活来让学生观察日常生活中存在哪些物理现象。

例如在干燥的季节，晚上在脱掉化纤成分的衣服时，可能会

出现些许的火星。为什么油罐车会在尾部拖一长段的铁链。

让学生进行细微的观察和思考，提高学生对探索身边物理知

识的主动性，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从而明白物理的重要性，了解物理在生活中的应用。不倒

翁的制作体现了重心的应用、指南针体现了磁现象。通过生

活中的一些现象让学生把难以理解的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把

书本上的只是理论变成生活中存在的现象，让学生在轻松的

环境下学习物理的知识。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学物理是教学当中的基础性知识课程，

在思政课程教学的背景下，大学物理教学应当促进与思政教

学的整合发展，运用科学正规的教学目标、管理机制促进人

才教育的整合，从而更好的发挥出大学物理教书育人的教学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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