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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大学物理”课程之牛顿第二定律课程思政探索 
马  娟  曹瑞芳  马海兴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孔子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直以来，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执行者，是学生走上人生

道路的重要领路人，在学校教育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业务素质首先要求教师要有为人师

表的基本素质，要身正为范，有一定的标兵作用；其次教师应该有扎实的丰富的业务知识。教师不仅

要教会学生基本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教育学界，教书是教会了，但是却弱化了“育人”的职责所在。针对上述问题，

党中央根据目前教育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提出了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重

视。各级教育机构，各级教育者应将思政教育融入到各学科中，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的

植入，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爱国教育等各个方面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本文以牛顿第二定律为例，

介绍将“大学物理”与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相结合，发挥基础课程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引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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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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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

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

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1]高校是培养优秀的、高素质青年的主要阵

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需要青年一代的不懈努

力。2017 年底，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动“课程思政”

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2]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要协同

育人，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将课程思政元素贯穿应

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愚教于人，培养学生风清气正的爱

国情怀，建立学生坚强正直的人生观、价值观。[3-5]本文

以“大学物理”牛顿第二定律为例，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

课程中，以课堂讲述为载体，使“教书育人”的目标得以

体现和落实。 

1  以牛顿第二定律为例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1.1  课程引入——引经据典 

线下要求学生搜集关于牛顿第二定律的物理学史，课

上简述牛顿第二定律的发展简史。 

公元前 4世纪末，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从物体的运

动提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的运动可分为基于“本性”的

自然运动和在外在作用（推、拉、提、举）下违逆本性

做受迫运动两种，并将物体分为三类：地面上的物体本

性是好逸恶劳，其自然运动是静止；空中的物体本性是

回到家乡，重的物体回到大地，轻的物体家在天上，其

自然运动是重落轻升；天体本性是神圣的，其自然运动

是最完美和谐的匀速圆周运动。也就是说物体必须要外

在作用才能使物体违逆本性做受迫运动，而他没有提出

“力”的概念。 

17 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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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略·伽利雷通过理想斜面实验指出，地面上的物体之

所以会停下来，是因为受到了摩擦，就此提出了摩擦的

概念。如果没有摩擦，地面上的物体会一直运动下去，

原因是因为物体的惯性。因为惯性，物体的“自然运动”

是匀速运动，只是此处的地面为球面，他认为惯性可维

持地面上的物体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并指出了亚里

士多德的错误，空中的物体运动下落是一样快的，观察

到的快慢之分是因为受到了空气的作用，并在此提出了

速度和加速度的概念。他的缺陷也是没有提出“力”的

作用，提出的惯性概念与牛顿和笛卡尔的“惯性”也并

非一致。同一个时间段，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用哲

学的眼光将伽利略的结论推广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

有相同的本性，也就是惯性，一切物体基于此惯性的自

然运动都是匀速直线运动，摒弃了伽利略的“圆惯性”

概念。他还建立了描述运动多少的守恒量——动量，缺

陷也是没有提出“力”的概念。 

最后，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艾萨克·牛顿根据前述

科学家的研究，建立了牛顿第一定律，肯定了笛卡尔关于

自然界一切物体本性和自然运动的认知，创造了科学的

“力”的概念（使物体违逆自然本性做变速运动（受迫运

动）的原因叫力），即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定量给出

了力与运动的关系建立了牛顿第二定律。牛顿第一定律建

立了力的概念，牛顿第二定律定量的定义了力的大小，但

是这两个定律没有揭示力的来源与本性，牛顿进一步建立

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即牛顿第三定律。据此研究了天体

运动，在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基础上，利用第一定律指

出行星做曲线运动是因为受到了力，利用第二、第三定律，

得出了基本相互作用的表达式——万有引力的决定式，指

出了质量作为力的一个来源的事实。将天上宇宙万物的运

动规律总结了出来，但是并未考虑到时空相对性，所以牛

顿运动定律的使用是有条件的。 

设计意图：在这个环节中，教育学生们任何真理的存

在都是要经历很长一个时期的实验考证的，引导学生做事

情要坚持不懈，要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任何人的成功都

需要一双能发现问题的眼睛和勤于思考的大脑。 

1.2  课程讲解 

牛顿三大定律是经典力学的基础，早在 1687 年，牛

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对于牛顿第二定律

的最原始记载为： 

dt
vmd

dt
pdF )( vvv
==      (1) 

然而，当物体在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也就是当物体

的运动速度 v远小于光速 c（ cv << ）时，物体的质量

可以视为是不依赖于速度的常量。于是上式可写成 

am
dt
vdmF v
vv
==      (2) 

需要说明的是若运动物体的速度接近于光速，物体的

质量就依赖于其速度了，上式（2）则不成立。 

牛顿第二定律是牛顿力学的核心，对该定律有如下的

说明： 

（1）瞬时性，上式告诉我们力和加速度同时产生，

同时变化，同时消失； 

（2）矢量性，力和加速度的方向保持一致； 

（3）独立性：力的叠加原理，当几个外力同时作用

于物体时，其合外力所产生的加速度与每个外力产生的加

速度的矢量和是一样的，这就是力的叠加原理。在空间直

角坐标系下可以写出分量式分别为 

zzyyxx maFmaFmaF === ,,       (3) 

如果质点在平面上做曲线运动时，取自然坐标系进行

研究，牛顿第二定律写为 

nnn evmmaFe
dt
dvmmaF

ρτττ

2

, ====    (4) 

τF 为切向力， nF 为切向力， τa 和 na 对应地叫做切向
加速度和法向加速度。 

（4）因果性，揭示了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5）同一性，加速度和合外力对应同一研究物体。 

（6）局限性，适用于宏观低速运动的惯性参照系。 

2  课程思政 

在对牛顿第二定律的学习过程中，追根逐源，从牛顿

第二定律的产生到第二定律的推导及其使用条件的学习

和讨论，我们认识总结出了很丰富的人生道理，大概可以



 Education and Leam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2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12-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归纳如下： 

2.1  戒骄戒躁，脚踏实地 

曾国藩讲“做人做事，有志、有识、有恒心。”志是

开始，是目标；识是经历，是积累；恒是继续，是坚守。

从公元 4世纪到现在，人类对每一条真理的追求都是一步

一个脚印，认真慎重经得起时间推敲的。虽然前人对力和

运动已经有很多的认识，但是牛顿仍然凭借着自己的认识

坚持自己的理论，最终总结出牛顿三大定律，建立了经典

力学的基础，是物理学经典力学之父，对物理学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2.2  牛顿第二定律揭示了力和运动的因果关系 

凡事有因必有果！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

着引起与被引起的普遍关系，而这种关系即为因果关

系。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

系范畴。物体的运动状态因为有力的作用而发生变化，

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并不是维持物体运动状

态的因素。以此教育学生们要与人为善，于己为善；与

人有路，于己有退。做事要懂得分寸，与人为善，种下

善因必能结出善果，得饶人处且饶人。放到学习上的话，

就是要努力学习，生活会善待每一个奋斗的人，正所谓

苦心人天不负，努力有可能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

功。 

2.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物理是以实验为依托的课程，通过生活观察，总结规

律，设计合理的实验进行验证，并最终给出真理。此过程

中是对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建立科学思

维，形成严谨的学习习惯的基础。凡事要亲力亲为，事无

巨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

扑鼻香”，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 

3  结语 

本文以“大学物理”课程中的牛顿第二定律为例，将

课程思政的要素融入到课程内容的讲述中。从牛顿第二定

律的物理学发展史出发，介绍了真理从无到有的过程，引

导学生们要向科学家看齐，要踏实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结合唯物辩证法，对力与运动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凡

事有因必有果，要懂得善始善终。从课程的整体学习中，

愚教于人，不仅要达到教育的初衷，教会学生学习必要的

理论知识，还要做到育人，教导学生要事必躬亲，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总而言之，在课堂教学中，要通过

多种方式将思政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育人是教学过程

中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教师要不断挖掘探索适合的有

效的课程思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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