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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特色和实施方法研究 
谢伟  朱淼 

（岭南师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湛江）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对塑造大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物理》课程具有鲜明的特

色和优势，便于渗透思政元素，有利于创造真实、自然的思政素材，有利于获得高效的课程思政效果。教师通过在教学目标、教学

设计、教学评价过程中渗透思政元素，加强考察，建立“三全”育人评价体系。 终在完成物理知识教学的同时，将思政教育真正

融入课堂教学，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课堂教学的同时，让课程思政教育起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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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haping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course of college physics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which is convenient to infilt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reate 

real and natur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s， and obtain effici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Teachers 

can infilt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strengthen investigation， and establish a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Finally， 

while completing the teaching of big physics knowledge with high quality， we should rea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cultivat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nd 

world outlook，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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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

也对课程思政提出了新要求，要求教育工作者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显然，在

新时代下，高校不仅要加强政治理论课教学，更要让专业课教师在

专业课程中渗透思政元素，形成专业课程与政治理论课程同心协力，

协同育人的新局面。教师要将课堂教学作为主要平台，在专业课程

教学中融入符合学科特点的思政元素，达到多重育人、多角度育人

的目的。 

《大学物理》主要包括要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近

代物理学等，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是人类几百年来探索自

然界的基本总结。《大学物理》一般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对于刚刚进

入大学校园的学生来说，这个阶段正是他们逐渐增加阅历、认知社

会、形成三观的重要时期。《大学物理》涵盖的基本理论可以渗透到

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是众多理工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可以在生产

生活中加以应用。所以，《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

本物理知识规律，通过练习和训练，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并且与其他学科

紧密结合，相互渗透，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技术、新成果层出

不穷，对现代物理学相关前沿科技的介绍，有利于拓展学生对现代

物理学知识的认知，同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特别的是，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学科，对知识点的理解需要以实验作为支撑，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通常辅助丰富的实验教学环节。这些特点也是选

择《大学物理》课程作为课程思政教学载体的优点，有利于将课程

思政要求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塑造过程，贯穿整个课程。本文首先

对上述优点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在《大学物理》课程中渗透融入课

程思政的具体目标及实施方案，旨在为同类院校的《大学物理》课

程思政改革提供借鉴。 

一、《大学物理》课程作为课程思政教学载体的优势 
（1）丰富的优秀思政素材，是开展思政教育的沃土 

《大学物理》课程研究的客观对象尺寸跨度非常大，从宏观浩

瀚的宇宙到微观微小的基本粒子，涉及人类生活、生产中的诸多领

域。《大学物理》课程是以实验研究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在每个关键

知识点的学习过程中，都蕴含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

哲学，更加体现出《大学物理》课程中弥漫着的科学气息。《大学物

理》讲授的基本理论，是古往今来的自然科学家们努力进取、不断

创新、发展凝练的科学成果，这其中蕴含的科学家典故、科学家精

神更是优秀的思政素材，更是年轻学生学习的榜样。同时，《大学物

理》课程中的大学物理实验部分，可以作为培养学生安全守纪、团

队合作、协同创新、严谨治学的实践平台。因此，《大学物理》课程

蕴含着较为丰富的课程思政素材，教师结合课程内容因地制宜的开

展全方位、多角度的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沃土。 

（2）自然客观的思政素材，有利于获得高效的课程思政效果 

物理学延伸出的工程科学，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给

人类带来生产、生活的重大变革，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因此，教

师在介绍物理概念及相关理论时，一般会穿插与理论相关联的应用

场景或应用领域，在讲解中很自然的可以将实际社会生活中包含的

思政要素引入课堂[2]。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利用实际生活中的思政

元素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其中的思政内容，锻炼学

生的独立思维能力，使学生的思想得到共鸣，思想境界得到升华，

情操得到陶冶，起到“润物细无声”的课程思政效果。这种摆事实、

讲道理、重思考的课程思政渗透模式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

可以起到较好的育人育才效果[3-4]。 

（3）大学物理实验是实践课程思政和检验成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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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课程是基于实验探究的课程。大学物理实验是现

阶段理工科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接触的第一门实践课，充分利用大学

物理实验课程，可以培养大学生的严谨治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工

作态度，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更加容易接受教育，留下“第一印象”，

对其后续的课程学习、思想成熟、人生规划均具有指导意义。更为

重要的是，大学物理实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生需要仔细观察与

深入思考，是实践性很强的教学内容。从而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实践课程的平台，在实验过程中随时随地、

游刃有余的开展多方位、多主题的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思考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4）《大学物理》课程受众广，有利于提高课程思政效果 

现阶段，几乎所有的理工科专业，都会在低年级开设《大学物

理》课程，也是理工科的基础必修课， 近有些综合性大学还开设

了针对于文科、艺术、商科的大学物理课程。因此，《大学物理》课

程的地位较为特殊，对各类专业具有普适性，在《大学物理》课程

中实施课程思政，具有量大面广、意义深远、事倍功半的优势[5]。 

（5）在《大学物理》课程内容有利于开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

育 

《大学物理》课程内容是自然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运动及其规律，

遵循自然法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显然也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而《大学物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更是唯物主义哲学在自然

科学中的反应。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将辩证思维

的方式方法渗透在物理知识的介绍中，加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认识，让学生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切身体会到

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这样的课程思政教育有利于学生完善自身

的辩证思维能力，帮助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更也有利于学生全面、健康、协调发展，达到育人育才的目

的。 

由于《大学物理》课程具有上述特殊优势，教师可以精心设计

大学物理课程，将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元素，潜移默化的引入大

学物理课堂，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

提高学生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 

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方法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改革，主要是通过教学方法、评价方法

的改革，设计大学物理的课堂教学内容，将物理课程内容与思政元

素有机融合。如何将“思政元素”渗透在《大学物理》课程中，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提高教师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持人，首先要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和理论

水平，树立课堂思政的基本理念。目前来看，在《大学物理》课程

授课教师中，仍有存在认识不足的情况。教师自身需要加强党性修

养，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可以将《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研讨

活动与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三会一课”、“党日活动”等有效结合，

充分利用党支部优秀的红色资源，强化教师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加

强党性教育，制定和实施详细的课程思政方案，拓展大学物理内容

的素材与思政元素的链接，同时也在党支部活动中充分体现高校教

师的专业特点。 终目的是让教师在讲好课程内容的基础上，以课

程内容为基础，寻找合适的契合点，积累渗透思政元素。教师选取

合适的思政元素，灵活选用多媒体资源，灵活组织教学设计，实施

多样化、嵌入式的思想政治教育[6-7]。 

（2）建立《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育目标 

在开展课堂教学前，制定合理的思政教育目标是首要任务，对

课程思政的实施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要把“思政元素”目标

融合到课程目标中，落实在课程标准中。现阶段，思政目标主要是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四个自信”、“两个

维护”等思政元素融入《大学物理》课程，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知识

水平和能力的同时，更要具有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团结协作的精

神，具有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的理想信念[8]。 

（3）创新《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方法 

创新《大学物理》教学方法是实现课程思政教育目标的重要途

径。新时代下，教师在讲授物理知识的同时，需要潜移默化的穿插

课程思政元素，渗透课程思政思想，才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

学效果。《大学物理》课程自带实验内容，在实验课中同样可以融入

“思政元素”。通过在实验中渗透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工

作态度，贯彻“实践出真知”的哲学思想。实验过程可以作为实践

平台，教师通过抓住实验过程中的现象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和素养，树立正确的三观。比如大学物理实验中普遍存在的记录数

据，学生通过仔细观察、真实记录数据的过程，意识到科学严谨是

基本的实验态度，渗透实事求是的价值观。 

（4）课程思政贯穿《大学物理》教学评价，完善“三全”育人

评价体系 

传统《大学物理》课程学习考核基本取决于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

成绩。如何在教学评价中渗透“思政元素”，是要解决的切实问题，

也是评估“课程思政”效果的必然要求。教师可以在《大学物理》教

学评价中，将思政目标评价渗透在物理知识考核中，将正确的社会主

义价值观渗透在评估考察中，通过对物理知识的静态考察，实现对学

生思想、意志、品质的动态观察，发展全方位立体化评价体系。 

结语 
总的来说，在理工科专业的低年级基础课程《大学物理》课程

中渗透“思政元素”，可以充分利用物理知识体系中的特点和优势，

利用自然客观的思政素材，尤其是物理知识中蕴含的辩证法内容，

有利于开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有利于获得高效的课程思政效

果。在具体实施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教师思政意识和理论水平，建

立《大学物理》课程思政教育目标，并通过对教学方法的更新，将

课程思政贯穿到整个教学评价，从而完善“三全”育人评价体系。

在高质量完成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同时，将思政教育切实融入物理

课堂教学之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实现到对学生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的培养与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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