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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程思政的大学物理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杨小云 

（荆楚理工学院数理学院  湖北荆门  448000） 

摘要：为了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立德树人的课程思政教育目标，本文把思政教育与大学物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有机
结合起来，通过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模式的优化、考核方式的改变及教师思政能力的提升，以大学物理教学实
践为例，详细探讨了如何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
生观，促进学生智育与德育协同发展，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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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建设高校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

年来，教育部提出高校要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科学设计课程思

政教学体系。而作为高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大学物理课程，

其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了解物理学的近代发展、成就及其应用，为学生学习近代科学

技术及专业知识打下必要的物理基础。在大学物理课程的各个教学

环节中，除传授知识外，注重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科学素养及创新精神，这些都是

必不可少的。可见，相对于专业课程，大学物理课程具有不可替代

的的育人功能。而传统的大学物理教学中更侧重知识传授及能力培

养，而在思政教育方面存在欠缺，势必会造成学生道德缺失，人生

观、价值观偏颇。因此，融入课程思政的大学物理教学改革势在必

行。 

1 融入课程思政的大学物理教学改革措施 
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想引领“三位一体”有机融合到大

学物理课程教学的全过程[1]，培养学生刻苦钻研，追求真理，学会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正确的科学观、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1.1 教学目标的改革 

改变传统的大学物理课堂只重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

目标，忽略了对学生理想信念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将思

政教育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将立德树人理念渗透

到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促进学生德育与智育协同发展[2]。在实际

教学中，结合大学物理课程内容和特点，深挖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

素，坚持思想引领的隐性教育和知识传授的显性教育相结合，润物

细无声地将课程思政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1.2 教学内容的改革 

第一，修订教学大纲，寻找思政教育与大学物理的结合点，嵌

入立德树人元素，把物理定律产生的背景、认识过程和方法以及人

类做出的不懈努力融入到教学中，培养学生刻苦钻研的探索精神，

学会用物理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唯物主义世界

观。 

第二，在知识重组、优化的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要

与时俱进，紧密联系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等前沿

科技，紧紧围绕“知识传授与立德树人并重”理念，通过这种潜移

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 

第三，通过介绍物理学发展简史、杰出科学家以及物理学科推

动中国科技进步等故事和专题，激发学生学习科学家们严谨治学，

不畏艰险，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形成正确的科学观。 

1.3 教学模式的改革 

开展以创新训练、物理前沿进展、实际应用等为主要内容的案

例式教学模式和问题导向的研讨式教学模式[4]，同时寓道于教，寓

德于教，寓乐于教，增强课程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和奋斗意志。同时，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

过课前知识传递，课上知识内化，课后知识巩固三个教学环节，基

于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兴趣，以 PPT 课件、视频、图片等方式为

载体，拓展教学空间，增进师生交流，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 

1.4 考核方式的改革 

（1）考核时间的多元化。把考核穿插到课程教学中，在学习

的各个不同阶段，进行与课程内容相适应的阶段考核。在潜移默化

中鞭促学生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让学生认识到知识输入由量变到

质变的转变，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2）考核方式的多样化。加大平时考核的比例，在教学过程

中选取合适的思政内容通过课堂提问、小组讨论或学习报告等形式

进行过程考核，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5 提升教师思政能力 

通过专题培训、教改研讨、集体备课等措施，加强教师思政教

育和师德师风建设，促进教师精心教学、潜心育人。此外，要求教

师对专业知识不断积累、更新和感悟，加强自身修养，率先垂范，

强化立德树人意识，做到德育为先、以德施教，增强教师教书育人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4]。 

2 教学案例 
下面以光学中“光的偏振性 马吕斯定律”为例来讨论如何进

行课程思政的教学。如表 1 所示。 

表 1“光的偏振性 马吕斯定律”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复习思考

与 

组织教学 

提出问题：光的干涉、衍射现象揭示了光的波动性，但无法确

定光波是横波还是纵波？我们如何用实验来证明？（2 分钟）
学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

知识梳理并积极思考，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引入新课 
实验演示：教师将一块偏振片在笔记本电脑前转动，请学生观

察屏幕的变化情况。（2 分钟） 

学生观察屏幕的变化情况，质疑：为什

么电脑屏幕随着偏振片的转动，发生明

显的明暗的变化？ 

设疑激趣、导入新课，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 

讲授新课 

预备知识 （5 分钟） 

通过课件演示，简单介绍科学家对于“光波是横波”的研究史，

重点介绍偏振片及其原理。 

一、 机械波的偏振性  (6 分钟) 

学生认真聆听教师讲解 

一、 

1、类比机械波中横波与纵波的区别，

知道只有横波才具有偏振性。 

通过渗透杰出科学家研究史

的介绍，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培养学生积极探索的科学精

神，形成正确的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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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回忆机械波中区别横波与纵波的方法。 

实验演示： 

实验 1：取中间有一“狭缝”的硬纸板，使一软绳穿过“狭缝”，

其中绳的一端控制不动，另一端上下抖动，绳上便形成了一列

绳波。调节狭缝的方向，第一次与绳波的振动方向相同，第二

次与绳波的振动方向垂直，观察绳波经过狭缝后的现象。 

实验 2：用一弹簧经过“狭缝”，轻拨弹簧，形成一列弹簧波。

旋转狭缝方向，观察弹簧波的情况。 

二、光的偏振性  (10 分钟) 

引导学生回忆光波是电磁波，根据电磁波的本质，让学生理解

光波是横波，它具有偏振性，并向学生介绍线偏振光的概念，

作出示意图，加深学生理解。 

小组实验探究：光波是横波 

引导学生通过类比的方法思考如何利用偏振片证明光波是横

波。 

1、 1、提出问题：如何用偏振片验证光波是横波？引导学生

思考。 

2、 将学生分组，利用一个旋转的偏振片进行实验，引导学

生对实验现象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设计实验验证光波是横波。

三、自然光与偏振光  (3 分钟) 

1、解答前面疑问，通过比较，提出疑问：为什么光通过一个

偏振片时没有发生偏振现象？引出自然光、部分偏振光的概

念。 

3、 2、作出自然光、部分偏振光的示意图，加深学生理解。

4、 四、马吕斯定律 (4 分钟) 

1、提出问题：你能分析小组实验二的实验现象吗？ 

2、讲解实验原理，通过演示课件上的实验启发学生理解起偏

与检偏的概念，得出马吕斯定律，并穿插介绍马吕斯及其学术

成就。 

五、 偏振现象的应用 (5 分钟) 

1、向学生展示普通太阳镜和偏振镜，让学生分析用偏振片做

太阳镜有哪些好处？安装镜片时它的透振方向应该沿什么方

向？利用偏振镜可以做哪些实验？ 

2、讲解光的偏振在汽车车灯玻璃和挡风玻璃上的巧妙应用。 

2、观察实验 1 和实验 2 的现象，进一

步理解只有横波才有偏振现象。 

二、 

比较偏振片与狭缝，分析共同之处，并

设计实验进行验证；学生对光波是横波

的实验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与小组

同学共同探讨。 

小组实验一： 

观察光通过一个偏振片的实验现象，并

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看法。 

小组实验二： 

光经过两个偏振片时，其中一个不变，

旋转另外一个偏振片，观察光的强弱在

旋转偏振片的过程中有什么变化，并运

用已学机械波中横波的偏振现象进行

分析，进而得出光波是横波的结论。 

三、通过类比的方式学习自然光与部分

偏振光。 

四、运用偏振光的概念进行小组讨论，

分析实验现象，体会马吕斯定律。 

五、 

1、通过教师对于偏振片的介绍，小组

讨论分析偏振镜的设计原理和实际应

用价值。 

2、通过观看 CAI 视频，小组讨论汽车

车灯玻璃和挡风玻璃应怎样设计才能

更加安全。 

一、通过类比的科学研究方

法，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培养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二、 

1、开展问题导向的研讨式教

学模式，同时寓道于教、寓德

于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培养学生质疑精神，独立思

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相互合作、共同探索的团队

意识。 

2、通过小组讨论进行过程考

核,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三、通过自然光的讲解，让学

生领略自然界的和谐与奇妙，

使学生学会用美学的观点欣

赏和发掘科学的内在规律，同

时以美育德，完善学生的人

格，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四、通过介绍科学家马吕斯的

成就，激励学生热爱学习，引

领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观。 

五、开展实际应用的案例式教

学模式，让学生深切体会物理

知识的实用价值，激发学生科

技报国的爱国情怀。 

深化巩固 

提出疑问并讲解：(5 分钟) 

1、观看立体电影的时候为什么要戴上 3D 眼镜呢？ 

2、试着分析为何昆虫在沙漠中不会迷路呢？这和偏振光有什

么关系？ 

小组讨论并回答问题 
进一步强化知识，让学生对所

学知识能学以致用。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课堂小结： 

通过问题方式总结新知。 

布置作业： 

进学习通学习并完成课后相关习题。 

（3 分钟） 

回答问题，体会教学重点。 

培养学生总结归纳的能力；实

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拓展教学空间，增进师生交

流，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 

3 结语 
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中，将立德树人理念纳入教学目标，把思

政教育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精心设计教学内

容，优化教学模式，改变考核方式，提升教师思政能力，多形式、

多渠道将无形的思政魂渗透到有形的教学活动中，通过熏陶、感染、

暗示等教育方式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大学物理课程思政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就

能够在短期内完成的，它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学生、教师和学

校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推进大学物理课程教学与思政课教学紧密结

合的育人格局，有效实现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的德育功能，将立德树

人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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