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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以“动量定理”为例

赵　欣

（广州华立学院（原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广东 广州 511325）

摘要：课程思政是我国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在高校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物理》是理工类大学生一门

必修的重要基础课，它为学生学习后继课程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理基础知识及常用的物理方法。在大学物理中进行课程

思政，有助于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文以力学章节的“动量定理”为例，对大学

物理课程思政教学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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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纲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

全面推进。推进课程思政的全面实施，就需要将价值观合理地应

用于知识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课程改革中去，

不要为了思政建设而硬性地改革。“课程思政”指高校所有的课

程都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所有的人员都要承担育人的责任。

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开始进行课程思政的改革，通过在不同学

科融入思政元素以探索课程思政实施的有效方法。本人所在院校

也在积极鼓励老师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索，参与国家组织的课程思

政竞赛，申报课程思政项目。身为高校教师，要从自身所教专业

出发，积极探索适合所教授学科的课程思政方法。

《大学物理》是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和基础性课程，是在校理

工科学生的专业必修基础课程，课程内容包含了力学、电磁学、

热学、光学等丰富的基础知识，展现了一系列科学的宇宙观、世

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学习《大学物理》的知识，学生可以更加深

刻地认识唯物观，辩证地对待生活中的问题，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

通过了解物理学家的研究历程，可以激发学生刻苦耐劳的精神，

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因此，在大学物理中融入“思政元素”

是高校课程思政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力学章节中的动量

定理为例，从经典的牛顿第二定律出发，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

探索。

一、“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以动量定理为例

（一）知识点课堂讲解 [6]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结合质点运动学的知识，可以将公式变

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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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为物体的质量，在物理学中将做宏观低速运动的物体

质量视为常量，这是牛顿第二定律的适用范围，也是动量定理成

立的条件。物理学中，将 mv定义为动量 P，将（1）式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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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动量定理的微分（（2）式）和积分形式（（3）式），

其物理意义为：在给定的时间内，合外力作用在质点上的冲量等

于质点在此时间内动量的增量。对于积分形式，要引导学生认识

到求解冲量的方法，灵活应用动量定理解决关于力 F、时间 t、物

体的速度 v 发生变化的问题。下面将从两个典型例题讲解动量定

理的应用。

（二）举例应用

1. 用动量定理解决碰击问题

动量定理常用于解决物体碰撞问题中的冲力求解。当物体间

碰撞时，其特征为发生时间极短，但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力非常

大且随时间骤变，我们把这种作用力称为冲力。在解决实际问题

时常用平均冲力 F

（（4）式）来计算碰撞过程中物体间的作用力。

利用平均冲力可以理论估算物体高空坠落后与地面碰撞承受的冲

力大小，下面将以生活中高空坠物为例进行计算。

2

1 2 1

t

t
Fdt P P

F
t t

−
= =

∆ ∆
∫

（4）

例：设物体质量为：m=0.6kg，从 h=18m 的高空下落。假设

与地面接触到静止用时 Δt，该过程中物体做匀减速运动，重心下

移 s=0.01m，估算物体落地后承受的平均冲力。

设物体自由下落的末速度为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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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过程做匀减速运动由 v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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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6）（7）式联立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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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m=0.6kg，h=18m，s=0.01m 带入（8）式，得物体落地后承

受的平均冲力为 F=1.08×104
N，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重量，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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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坠物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2. 用动量定理解决连续流体的作用问题

连续流体的相互作用问题是我们在生活和生产中常见的问题。

流体是涉及速度 v、变力 F 的模型，这导致流体间的连续相互作

用很难通过牛顿定律受力分析计算得到。如果我们涉及合理的模

型运用动量定理解决，就可以很容易得到连续流体的作用力。下

面将以宇宙飞船发射助推力的计算为例进行讨论。

例：在太空中宇宙飞船以 v=10km/s运行，由理想的真空环

境进入到密度为 ρ=10-7
kg/m3 的微陨石尘区，假设微陨石与飞船

碰撞后将粘在飞船上。若要保证飞船的运行速度保持不变，则在

发射飞船时需要增加多大的助推力。（已知飞船的正横截面积

S=2m2）。

解：假设飞船和微陨石的碰撞作用时间为△ t，将飞船视为一

个圆柱体模型（底面积S），在进入微陨石区发生碰撞的△t时间内，

飞船上粘贴的微陨石质量m=ρSv△t。碰撞前后微陨石的初动量为0，

末动量为 mv。设飞船对微陨石的作用力为 F，由动量定理得：

0F t mv∆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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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表明，微陨石与飞船碰撞的过程中，将承受飞船

20N 的冲力作用。由牛顿第三定律可知，陨石对飞船的作用力也

为 20N。为了保持宇宙飞船能够保证 v=10km/s运行，就需要增加

20N 的助推力来实现。利用该例题激发学生对宇宙空间的学习兴

趣，结合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现况，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精神。

（三）课程思政

动量定理以公式的形式，解释了动量变化的原因，并将动量

变化的大小进行了量化求解，即物体要改变动量，就需要有外力

作用一段时间，也就是受到了冲量的作用，而冲量的大小就是动

量的变化量。通过讲解动量定理的两个典型例题，帮助学生掌握

了动量定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1. 质变需要量变的累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从量变进行

累积，没有量变就不可能得到进步和发展。通过讲解动量定理的

物理意义，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必须存在外力的累积。告诫学生

凡事不能有临时抱佛脚的思想，要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改变自

己的现有状况，就有持之以恒的毅力，要学习和发扬先辈们刻苦

认真的工匠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注重平日对知识、专业技

能的累积，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积极肩负起未来民族振兴的重任。

2. 加强学生辩证思维；动量定理是通过牛顿第二定律推导得

到的，该定理的适用条件为：在惯性系中，物体做宏观低速运动。

从学习理论角度，要提醒学生注意定理定律的应用条件，引导学

生要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比如：锻炼身体也不是越久越好，需

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量地运动；遇到困难时并不是无路可走，

要学会发现问题的突破口，辩证地看待分析生活中的问题，只要

有恒心，就可以打破眼前的困境，要不断发掘自己的潜力，勇敢

前行。

3. 培养学生艰苦钻研的科学精神；本文通过讲解宇宙飞船反

推力的问题，使得学生切实地体会到学以致用。同时，鼓励学生

多关注祖国的航天事业，将为国家刻苦钻研的科学家视为偶像，

学习他们认真钻研的态度，一丝不苟工作的精神。作为学生，要

对自己有学术要求，不能停滞不前，将国家的科技创新作为己任。

4. 珍爱生命，塑造正确的人生观。动量计算的案例，让学生

认识到高空坠物的危险性，并且我国已将高空坠物写入《民法典》

中，教育学生做一个知法、懂法的好公民。若将例题中的质量换

为 m=60kg，相当于模拟计算人体高空落地的问题，经过计算得到

落地时人体将承受 61.08 10F N= × 的巨大冲力。要增强自信、审

时度势、迂回取胜，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

生命。人生价值的定义是对社会所尽的责任和所做的贡献，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育学生应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奋

斗终生。

二、结语

本文以力学章节的动量定理教学为例，通过理论推导公式到

经典例题应用，初步开展了对《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探索。针

对动量定理的应用，列举了用动量定理求解物体碰撞过程中的冲

力问题，使学生意识到高空坠物的危险性，教育学生珍爱生命。

同时，结合时代的科技潮流，用动量定理解决宇宙飞船反推助力

的问题，引领学生将科研工作者视为偶像，让学生体会到国家科

技的进步离不开他们艰苦钻研的精神。通过以上教学案例的探讨，

《大学物理》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进行课程

思政改革势在必行。在大学物理教学中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

结合本门课程的特色，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激励学生积极承担起时代使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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