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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新课标要求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重视基本知识和技

能的教授，更重的培养还要重视核心素养和爱国主义教

育，深入挖掘教材本身的核心元素，充分的利用好教材，

加强核心素养教育，开阔学生的视野。密切联系实际生

产从而达到学以致用。挖掘育人元素的方式有很多，老

师可以利用科学家的事迹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

以认真研读教材，在课前教师可以查阅相关的事迹，通

过对名人对科学家的工作成长进行有利分析，从而鼓励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学习的自信心。

一、注重思想教育，将“课程思政”融入物理课堂

的教学

1. 利用课堂现场进行教育，利用科学家的事迹激励

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顺理成章的引入课程思政元素，把物

理知识和实际技术相结合，罗列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激

发学生的爱国主义心里，进行民族精神的思想教育。充

分利用物理学发展史上古今中外物理学家追求真理、献

身科学的事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情怀，鼓励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学习的自信心。课堂教学中

注重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使得学生逐渐理解并

深化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可以让学生课外制

作 PPT，介绍物理学的重大进展，物理科学前言，物理

学家介绍，中国近现代爱国科学家：比如叶企孙、南仁

东、余敏、陆朝阳……介绍中国科学家的邓稼先、钱三

强、钱伟长、钱学森、詹天佑、茅以升、李四光、袁隆

平、梁思成、张文裕等爱国事迹。

2. 将“工匠精神”融入物理课堂的教学中

将“工匠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时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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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要求，巧妙的利用在教材中介绍的知识在大国重

器中的应用，发展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对我国大国

工匠们为了祖国富强，为了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的介绍，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大国工匠精神。巧妙利用教材

中介绍的中国古今科技成就以及知识在大国重器中的应

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大国工匠精神。在学习

“万有引力定律”时，我们可以给学生介绍“嫦娥”系

列等成功发射；在学习液体压强时，给学生介绍“奋斗

者”号载人潜水器成功下潜万米海底，从而激发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要让学生感受到大国工匠们爱岗敬

业，不顾自身利益，勇于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从而激

励学生以此为榜样，奋发图强，干一行爱一行，为国奉

献自我的“工匠精神”。

3. 利用物理学中的哲学思想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

利用物理定律规律，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深入挖掘辨证思维，物理中存在大量的辨证理论知识，

通过的辨证思维的教育能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工

作方式。比如在研究自由落体运动时，古希腊哲学家亚

里士多德认为“物体越重，下落的越快”，而意大利物理

学家伽利略提出：如果把大石头和小石头连成一体，运

用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一方面，连体被轻的小石头拖累，

下落速度会变慢；另一方面，由于连体比大石头重，下

落速度会变快。伽利略巧妙地利用“两难推理”来进行

质疑，通过分析可见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并不一帆风顺，

从而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哲学思辨层次。

二、注重实践教学，将“课程思政”融入物理实验

的教学

1.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学科，物理来源于生活，许多

概念的引入规律的得出都与实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重视观察与试验，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是面向新时代人

才培养的需求。我们要在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的各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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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渗透思政的教育，强化物理实验教学立德树人的功能，

结合实验探究，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

力，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和团队合作能力，对

培养学生遵守社会规范和科技伦理的良好素质起了不可

磨灭的作用。

2. 注重实践教学，将“课程思政”融入物理小实验

制作。物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在教学的

过程中，不能只注重于理论知识的教学，还要关注实践

的运用。比如讲完牛顿第三定律后引导学生查阅资料，

自备器材制作水火箭，通过调整装置改变空气对水的作

用力，从而改变水对空气反作用力来控制水火箭射程，

感知相互作用力量值关系，培养探究设计、操作技能等

核心素养。

三、注重物理知识延伸，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

科学观念

1. 每一节课教师认真研读教材

课前布置学生查阅相关的事迹，利用物理知识进行

思想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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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

的探索科学精神，学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形成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可以让学生查阅资

料介绍科学家的生平、趣闻逸事，让学生查阅资料制作

PPT，介绍中国古今科技成就，由指南针到现在的北斗

导航系统，通过古今的对比，让学生充分的体会科技给

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激发学生爱科学的情感。注

重物理知识延伸，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科学观念、

审美等道德因素和道德价值。拓宽学生的知识，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 关于考核和评价

通过布置同学们课前通过书籍和网络查询相关科学

家的成长经历和科学研究过程，更多展现了同学们对课

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形成知识累积和感悟并以 PPT 形式

展示，比如走进物理、亲近物理，感受物理，或者介绍

物理名人堂，如：阿基米德提出阿基米德原理，赫兹验

证电磁波的存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托里拆利的生平

简介、社会贡献，亚里士多德对力学的影响，伽利略的

贡献，牛顿力学等。教师做好评价，锻炼学生逻辑思维

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四、结束语

以上，在物理教学中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入，培养了

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大国工匠精神。让学生感受到大

国工匠们爱岗敬业，不顾自身利益，勇于牺牲自我的精

神，激励学生以此为榜样，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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