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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融入物理课程的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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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语言艺术形式引入思政元素，自然而然融入物理概念和定理的教学，提升物理课堂教学艺术，增加课堂学习温度，

以原创诗词元素展示物理课程魅力，为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公共基础课程提供新的探索模式。旨在培养以科技报国为己任、具有家国

情怀的新时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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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要求，

全面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 年 12

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课

程思政工作委员会”，旨在建设“德育为先、学生为本、质量为要”

的一流大学物理类课程，落实物理教学中“立德树人”目标任务。

大学物理课程作为工科类本科基础必修课，在课程思政中具

有独特的优势和无可替代的地位作用。从知识传授到价值观树立，

能够真正做到思政元素的融入如盐入水，让物理课堂的育人过程

变得润物无声，挖掘恰到好处的思政元素，走上更高层次的融合，

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文以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刘俊明教授授权

使用的原创诗词为元素，融入大学物理静电场的教学实践为案例，

浅谈诗词融入物理的课程思政改革和创新。采用诗词之美，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加强文学修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从更宽泛的

课程思政理解出发，提高工科类大学物理基础课程的广度、深度，

着重体现物理课程的温度和情感，通过人文素养潜移默化的发挥

物理公式和原理的自然魅力，集中体现弘扬民族文化和科学审美、

植入科学发展和人文关怀，创建温润心灵的物理类课程，不断激

发大学生的创造创新活力。

一、抽象物理与诗词融合

更高层次的思政元素是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促发心灵的撼

动，产生情感的共鸣。我们从诗词融入物理概念出发，发扬中国

五千年来与诗歌相伴的传统文化，恰到好处的融入到教学中。诗

词的心灵共鸣如得意时“欲上青天揽明月”，落魄时“举杯消愁

愁更愁”，诗词的表达更能让人产生记忆，引发内心思考。因此，

开展静电场、实验以及定律等教学内容授课时，将科学元素融入

经典文化，即体现积极向上的人文之美，又展现物理概念的本质

内涵，表达文化自信的育人理念。旨在做到教学过程中的“随风

潜入夜”，学生学习中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境界。

感受“润物细无声”带来的传统文化思政融入物理课堂的智慧。

（一）电

君问尘寰最有常，惊雷闪耀映极光。

虽知物理一门好，须赴书庸阅短长。

在静电学引入开篇，通常会采用一些闪电、极光等图片来展

现我们身边的电学现象。因此，用四句押韵的诗句总结了几张电

学现象的内涵，在体现一门物理课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许让冰

冷刻板的电磁现象背后立刻多了一份诗情画意的神秘色彩，紧紧

吸引那些准备神游课堂之外的眼球。通过诗词的表达，引发学生

好奇心，达到翻开这本书，如“红楼梦”在手，欲知后事如何请

看下回的效果。通过引进新的物理课授课维度，体现物理之美的

思政元素，使得学生更容易接受抽象的物理知识，引导学生带着

对知识的渴望，深入后续电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

（二）电荷

翰宇萌生四力分，一双孪电入凡尘。

 不知远近时空老，且待千年问库伦。

按照物理学中四个基本作用力的分类，引入电磁力，从而引

入电荷的概念。再通过电荷和电荷之间相互作用力的认识历程，

交代电荷分类和电荷间相互作用的特点。抽象的思维变得简洁逻

辑清晰，既能体现物理过程的客观规律和知识结构，又能展现语

言文化带来的渲染和魅力。更展现了诗词亦应物理而来，为物为理，

物理具致。

（三）密立根油滴实验

相吸相斥两元分，多少全凭密立根。

笃定鸿毛如引力，油滴轻过电一文。

讲授电荷的量子化性质时，介绍美国著名物理学家 R·A·密

立根用“油滴法”巧妙而精确地测量了电子电荷以及在光电效应

方面的研究，获得 192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通过前两句表明此

实验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电场力使得油滴悬浮于两片金属电极之间，

根据电场强度计算油滴的总电荷量。诗中后两句表明油滴实验非

常精细，为了避免油滴下落过程中由于蒸发而导致的实验误差，

需要选取不易挥发的油滴，以及通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测量。在

讲述该部分内容时，通过几句对账诗词的形式，使得引出思政元

素的过程变得淳朴自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给出重视实践检验

真理的课程目标。物理学的育人目标之一，也是引导学生去伪存真，

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及里，归纳总结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

规律；培养学生大胆探索、不畏艰难的科学素养。

（四）高斯定理

弱强疏密访高斯，通量为纲散度知。

无论矢空多变幻，积分一网括囊时。

在静电学中，静电场中的高斯定理作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

一，诗词的目的是引导学生理解高斯定理的意义和应用。电场强

度作为矢量，而通量是标量，利用电场线的疏密以及获得穿过闭

合曲面的电场线数目即电通量，可以形象的描述场强矢量的大小

和方向特点。从而避免复杂的场强矢量运算，通过积分计算获得

几种特殊对称性的带电体场强分布特点。而针对几种特殊对称性

带电体，求解电场分布时采用合适的高斯面的做法可以作为思政

融入点，如自然界的规律时需要不断总结和归纳，遵循客观规律，

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找出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最高效

率的解决问题。其次，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把发挥主观能

动性、尊重客观规律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正所谓“好风

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五）静电做功

静电标明保守风，起缘只认始和终。

路途艰险波折转，且信冰心化作功。

保守力做功特点和势能之间的关联，对于初学者尤为重要。

保守力所功不因路径的不同而改变，做功只和始末位置相关的特

点，为后续引入和位置相关的能量即势能的概念进行铺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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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一步对比学过的保守力如重力、弹性力做功特点，深刻理解

保守力和非保守力的本质差异。从而揭示了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

的规律。

（六）静电场的环路定理

足迹从来有始终，人说环路未出功。

浓缩一点求格理，聚散非空旋度空。

静电场中的环流定理，旨在说明静电场是保守场，电场强度

矢量沿着闭合曲线的线积分为零，说明了静电场是一个无旋场，

即静电场不会组成一个闭合回路。这个定理我们通过委婉的感性

诗词，表达丰富的理性内涵，准确的描述了聚散非空旋度空的物

理思想，即体现了经典文化与科学元素的完美融合，又恰到好处

的结合静电场中的高斯定理说明静电场是一个有源无旋场。其更

深的意义在于体现物理定理所体现的理性逻辑和事物规律。

（七）电势

流取东方势跃西，高低回转绕峰奇。

借君一丈添梯度，陡峭奔腾缓涧溪。

对于有限带电体而言，我们通常选取无穷远处为电势零点，

电势的定义是从考察点出发到无穷远处电场力对单位正电荷做的

功，诗中第一句用“东”和“西”表达电势计算中积分上下限选

取的思路，以及电势相对于零点而言的物理意义。同样，“高低

回转绕峰奇”明确了电场作为保守场而言，做功与路径无关的特点。

最后，用“陡峭”来形容数学中变化率的概念，形象的表达电势

梯度意在描述电势所表达的考察点的最大空间变化率。形象勾勒

出一幅画面，梯度和电场、电场线间的关系，且沿电场线方向电

势降低最快。

（八）等势面

标势如山力若川，小溪千万汇鸣湍。

谁听九派何激缓，疏密全盘放眼前。

电势作为标量，电势大小相等的各点构成了等势面，层层堆列，

犹如梯田，气势恢宏。而等势面又形象地反映了电场和电势的关系，

即电场线与等势面处处垂直，等势面越密集场强越大。在电势面

引入的知识点中，我们往往会举例等势面的应用，如我们设计电

极的形状、大小和相互位置时，通常需要经过试验测绘出电极产

生的等势面的形状和分布特点，从而确定符合实际要求的电极设

计方案。因此，通过诗词夸张和比拟的描述手法，勾勒等势面的

形象性，通过形象思维理解抽象物理概念，充分展现了教学艺术

的升华。

二、教学设计与价值引领

（一）丰富的教学艺术，提升物理课堂活力

围绕立德树人核心目标，通过诗词元素的设计，丰富活跃课

堂教学，体现更高层次的思政元素与物理概念融合。在新一轮的

大学物理思政课程教学中，通过教学大纲的修订，点对点明确课

程思政融入点，细化课程思政元素具体目标，澄清课程思政育人

目标；健全课程考核模式，在过程考核中详细体现学生对思政元

素和内涵的理解与认识。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进行课后问卷、

课堂互动等线下向上混合式教学，统一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

值引领目标，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树立科学的

世界观、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观，实现塑造灵魂、塑造品行、

塑造人格的育人目标。同时，通过思政元素的融合引入，不断提

升公共基础课活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科学技能和人格

价值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学生。

（二）强烈的育人意识，树立科技报国理想

培养人才的知识传授过程中，通过不同切入角度的隐形教育

方式，实现融入科学思想元素的统一，把无意识的育人过程中，

根据不同学科特色，提炼更加理性和系统的思政元素。培养人才

首先是做人做事，其次是价值养成，最后达到品格塑造、科学能

力和价值引领统一的德智融合教育。教师具有强烈的育人意识，

通过把握知识体系和理论逻辑，统筹把握课程思政内涵，及时解

决面临的新问题。教书育人中，以引领学生的爱国精神为宗旨，

使得学生能够把自身的小我和国家的大我相融合，聚焦我国“卡

脖子”工程等前沿科技，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为实现中国

梦而读书的远大理想。

（三）正向的价值引领，培育家国情怀担当

大学物理作为公共基础课在大学生入学初期发挥着重要的育

人主战场作用。我们在育人过程中，始终强调发挥理科的逻辑思

维特点，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具有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

的能力。按照物理学的知识模块体系，使得学生不断掌握不同社

会背景下的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认知个人成长离不开社会的培

养，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家和国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即

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整个课程中把育人思想贯穿始终，

把“小家”和“大国”同声相应、家国紧密相连。因此，充分发

挥物理概念特点，传播正确的理论价值观念，打造温润心灵的课

堂。课程中，通过物理定律所关联现象的娓娓道来，做到“万物

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达到教书和育人意境融彻的境界，

真正做到把真善美的家国情怀理念融于教学之中。

三、结语

本文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出发，采用

大学物理静电学的教学案例，论述课程思政创新理念。在课程思

政开展中，结合物理概念特点，依据课程所内蕴的价值性，巧妙

地结合诗词，把抽象的物理概念，细化为感性的诗词表达。以课

程思政作为育人手段，充分体现诗词结合的教学特色和教学艺术；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价值引领，注重情感培育，

引发心灵共鸣，培育具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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