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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军校大学物理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李红  庞厰  张成皓  迟晓丹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18） 

摘  要：为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遵循“立德树人 为战育人”教育理念，进行“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物理教学体系建

设的探索和实践，是新时代军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必然要求。本文阐述了军校大学物理“课

程思政”的定位、“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意义，提出的“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物理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为进一步推进海

军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创新发展，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整体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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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之道，要在得人。2019 年 11 月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在

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提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强调不断

深化军事院校的改革创新，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

军事人才，是全面实施人才强军战略的重中之重[1]。2020 年教

育部启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出加强人才培养质量、推动院校建设的转型升级，其关

键核心是要立足于“课程思政”视域下课程体系的建设。因此

结合人才培养目标，加强“课程思政”全方位建设，坚持战斗

力标准，是新时期军队院校践行“立德树人”的首要任务。本

文以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学评价、教员发展五个方面阐述“课程思政”视

域下构建大学物理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为军队院校的“课

程思政”内涵发展谋求路径，推动军队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

面提升。 

一、军校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定位  

军校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根本标准的具体化、是人才培养

目标得以实现的具体操作，因此加强军校课程思政建设尤为重

要[2]。大学物理课程在军队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员科学素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员系统地打好科学文化基础，培养学

员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分析和解

决问题能力等方面。大学物理课程在传授知识中发挥思政功能、

在实现价值引领中具有更加突出的优势。因此，构建“课程思

政”视域下大学物理教学新体系，探索将课程思政切实有效地

融入“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方法和途径，提升课程思政育人

的品质和水平，推进军校课程思政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是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必须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军校大学物理课程建设的意义  

军校在“立德树人 为战育人”的基本遵循下，“课程思政”

视域下军校课程建设是当前军校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是新型

军事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军校应该准确把握教学内容，不断

优化，深入挖掘，使教学发挥课程思政功能、发挥为战育人功

能；“课程思政”建设是军校当前加强内涵发展的必由之路，是

提升育人格局和彰显办学特色的具体体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

中涉及到的物理学史的典型案例、科学家们的感人故事、军事

科技发展的前沿、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大国重器等思政元素，

可以润物细无声的使学员坚定理想信念、培养科学精神、树立

民族自豪感[3]。因此探索“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物理课程体系

建设的思路与举措，是教学质量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重

要保障。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物理课程体系建设举措 

（一）开展顶层设计，完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文

件 

在原有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之上，增加了课程思政元素，

并且依据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方案、教务处下发的课程教学计

划修订的要求和标准，梳理以往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实施的具体

情况，按照下发的模版分别对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设计思路、

教学策略以及具体内容的教学实施安排等方面进行了修订。增

设了专门的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实施方法和教学策略。制定

了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实施方案，依据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实施理

念和方案修订了课程教学计划，实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实施方

案“三进入”，即课程思政方案进入教案、进入 PPT、进入课堂。

完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要件，使其满足“课程思政”

的创新性要求，更好的发挥课程教学的思政功能。 

（二）挖掘思政元素，优化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内

容 

按照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实施方案，重构大学物理的教学内

容，合理嵌入“思政”元素，遵循“盐溶于水”的原则[4],在知

识传授中紧密结合物理学史的典型内容，讲好国内外科学家的

故事。国外以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法拉第等，

国内以民族功臣吴有训、钱学森、孙家栋等为代表，他们的科

学精神和科学品质足以激发学员不畏艰苦，刻苦钻研，勇攀高

峰的斗志。在知识传授中紧密穿插我国当前科技的重大突破，

如“055 大驱”上的相控阵雷达等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清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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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薛其坤院士近年来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领域获得的接近

诺贝尔奖级的重大突破、军科院马伟明院士近年来在“电磁弹

射”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以及目前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眼”、

世界首个量子通讯卫星“墨子”号等国之重器，均可以潜移默

化的提升学员的学习动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转变教学理念，创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方

法 

新时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立足于学员的长远

发展，以学定教已然成为教学新理念。为此课程组紧密围绕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引领三位一体教学目标，

创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使思政教育与知识传授

过程协调同步，相得益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思想

方法层面的价值指引[5]。例如可以采用对比分析法，以课程知识

为切入点，提炼出其中的思政元素加以比较，一方面可以深刻

认识物理知识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能够明确思维方式和价值导

向；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讲好科学家和科技前沿发展创新

的故事，通过故事发挥引领。此外，还可以将物理学中的思政

元素设计为教学案例或自主学习内容，通过云平台发布作为学

员的课外拓展内容，这样可以使得课程教学更丰富、更生动、

更具体，有利于在教学全过程中实现大学物理的课程思政。 

（四）整合教学资源，丰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手

段 

满足“课程思政”教学需求，按照大学物理教学模块分门

别类建立具有军事特色的大学物理“课程思政”资源库、开放

性问题库和精品课例库。为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建设“聚

焦课程思政，重构大学物理教学”系列微课和“新概念武器装

备的物理原理”慕课。作为大学物理的补充内容和延伸，开设

以大国重器和前沿科技发展为主题的学员专题讨论汇报，制作

交流微课或微视频，汇编讨论提纲。开发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的课堂演示实验，建设大学物理演示实验室和学员科技创新俱

乐部，引领学员自主创新发展、开拓思维。依托课堂主渠道、

课后自主学习、微课制作、慕课学习等有效途径，以图片、动

画、音频、视频、微信等形式进行个性化的交流探讨，凭借文

献查阅、数字化工具整合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小组学习和合作

学习等方式进行全方位课程思政教学。 

（五）关注成果导向，形成大学物理“课程思政”评价体

系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评估体系应体现过程导向、价值

导向和方法创新的原则，在教学实践中，重点对课程思政实施

方案和实施过程进行评估，采用问卷、听评课、汇报交流、示

范展示等方式进行[6]。根据“课程思政”“盐溶于水”标准，以

学习成果为导向，关注学习成效，关注学员的长远发展，聚焦

学员通过课程学习获得的知识、能力和价值取向。凭借教学全

过程全方位融入的思政环节进行考核评价，按照课程教学计划、

课堂教学设计、教案、PPT 以及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之间有关

课程思政的契合度，制定课程教学评价指标，形成过程性考核

方案。通过专家督导、同行互评、集体评价，引导每位教员进

行教学反思、完善思政教学设计；检验教员是否以学定教、满

足学员发展需要，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效，最终促进课程思政效

果的实现、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六）打造“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提升教员队伍思政育

人水平 

无论是新形势下军队院校教育教学的发展推进，还是新时

代德才兼备的专业化军事人才的培养需要，都将对军队院校教

员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的课程思政教员队伍，是

“课程思政”建设的前提，集中老中青三代优势力量打造“课

程思政”优秀教学团队。制定“以老带新”培养计划，严格规

范的对新入职的文职教员进行职能使命教育。组织教学团队学

习领悟新时代教育方针，明确“课程思政”教育理念；通过教

学小组集体备课、名师说课、精品课示范，搭建教员学习交流

平台，切磋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提升的策略问题。从内容优化、

说课设计、小结提炼等环节优化提升，指导教学团队进行思政

教学设计、撰写教案和制作课件，适应“课程思政”视域下大

学物理课程体系建设要求，打造“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提升

教学团队课程思政育人水平和能力。 

四、结束语 

“课程思政”视域下军校课程体系建设，正是军队院校转

型发展、提高教学质量、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举措，也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大学物理课程立足于教学技术和信息化技能的深度融合，提高

智慧教学能力，进一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探索课程思政进入

课堂的策略和方法，研究教学与部队需求的有机结合。总之要

按照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遵循“立德树人 为战育人”理念，

大学物理的“课程思政”教学将更好践行“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的统一，为推进新时代军队院校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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