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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陈均朗　倪涌舟

（浙江农林大学光机电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课程思政的核心是“三全育人”，把思政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

思政教育熏陶，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本文以大学物理教学为例，分析了课程思政对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性，

剖析了当前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现状，提出了建立思政教育案例库、借助物理史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借助前沿科研成果培养学生科研

精神、物理实验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的策略，以期全面提高高校物理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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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课程是高校工科类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能够

培养工科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科研精神和创新能力，是践行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思政课程建设的有效载体。但是目前大学物

理课程思政建设却存在物理知识与思政元素融合生硬、社会热点

追踪不够和思政教育渠道单一等问题，影响了思政育人效果。基

于此，大学物理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教材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巧妙融入物理史、中国物理学家科研故事和前沿科

研成果等，激发学生爱国热情，激励他们积极投身科研事业。同时，

教师还要把思政教育延伸到实验教学中，规范学生实验操作步骤、

实验数据分析过程，培养他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和

工匠精神，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一、课程思政对大学物理教学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课程思政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渠道，也是解决“为

谁培养人”“培养怎样的人”问题的重要保证，对大学物理教学

具有重要意义。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教学有利于转变教师教学

质量，督促他们结合物理史、物理实验和前沿科研成果渗透思政

教育，让思政教育和物理教学同行，提高大学生科研精神、创新

能力和家国情怀，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发挥

物理学科育人价值，真正践行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道德素养

课程思政背景下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还可以接受思

政教育熏陶，为他们树立良好职业榜样，激励他们学习钱学森、

孙家栋、钱三强等科学家无私奉献、开拓创新和坚持不懈的科

研精神和爱国精神，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同时，课程思

政融入大学物理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他们了解

物理知识在航空航天、国防建设和生物制药等领域的运用，增

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投身祖国科研事业，陶冶他们的

道德情操。

二、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一）物理知识与思政元素融合生硬

部分高校物理教师为了课程思政而课程思政，没有理清物理

知识点和思政元素之间的关系，强行融入思政教育，影响了思政

教育质量。例如教师在万有引力定律教学中，结合计算公式强行

融入科研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却忽略了融入我国航天事业成就，

错失了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机会，影响了思政教育和物理知识的

融合，难以发挥出课程思政育人优势。

（二）忽略了导入物理相关社会热点

物理学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都有着

广泛运用，但是很多高校物理教师却忽略了把前沿科研成果融入

教学中，没有把社会热点和物理教学融合起来，不利于学生科研

精神、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培养。部分教师没有把航空航天、

智能制造相关热点新闻融入物理教学中，对孙家栋、王大志、黄

旭华等著名科学家先进事迹讲解比较少，难以激发情感共鸣，不

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三）思政渗透渠道比较单一

随着课程思政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高校物理教师开始

渗透思政教育，但是思政教育渠道却比较单一，多以理论讲述为主，

并没有把思政教育融入物理实验教学中。部分教师在物理概念、

公式教学中穿插物理史、科研教育，但是却忽略了在物理实验教

学中渗透工匠精神，影响了物理课程思政育人效果。部分教师忽

略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新媒体渗透思政教育，与学生在思政教

育中的线上互动比较少，难以了解他们思想动态，影响了物理教

学质量。

三、“课程思政”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实践路径

（一）提炼教材思政元素，建立思政素材库

高校物理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全面分析，提炼各个单元蕴含的

思政元素，建立思政素材库，明确物理知识点和思政元素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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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后续课程思政建设奠定良好基础。首先，教师可以明确

理论模块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提炼近代物理、力学、电磁学等单

元蕴含的思政元素，明确思政教育目标、思政教育渗透路径，提

高思政教育案例设计质量。例如教师在讲解万有引力定律相关知

识时，可以穿插载人航天相关知识、我国空间站和钱学森弹道导

弹轨迹等相关思政元素，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把物理知识点

和家国情怀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习力学知识的同时接

受爱国主义熏陶，从而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其次，教师要提炼

实验模块蕴含的思政元素，以科研精神、工匠精神为主，录制实

验操作视频，打造数字化思政素材库，便于学生线上学习和下载，

进一步拓宽思政教育渠道。此外，教师要定期更新思政素材库，

既要融入前沿科研成果，又要凸显实验思政教育目标，从而提高

大学物理课程思政素材库建设质量。

（二）巧妙穿插物理史，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物理史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展现了科学家攻坚克难、开

拓创新的科研精神，也展现了各国物理发展历史，为大学物理课

程思政建设提供了良好素材。物理教师要灵活运用物理学史，重

点讲解我国物理学发展历史和中国科学家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

学生爱国热情。例如教师在讲解近代物理相关知识时，可以利用

微课讲解邓稼先院士先进事迹，激发学生爱国热情。邓稼先院士

为了建设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生活，带领中国科研人员自主

研发原子弹、氢弹，把一生都献给了核武器事业，被誉为我国“两

弹元勋”，是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榜样。此外，教师在讲解核物

理相关知识时，可以讲解我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的故事，

介绍他为了祖国的事业隐姓埋名 30 年，舍小家为大家，通过攻克

一个个难关，让我国核潜艇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这种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大学生学习。这些中国科学家是

学生榜样，激励他们树立志存高远、求真务实、报效祖国的远大

志向，厚植他们的家国情怀。

（三）融入前沿科研成果，培养学生科研精神

高校物理教师要利用互联网搜集前沿科研成果，把科研成果

和物理教学内容衔接起来，引领学生了解尖端科技发展趋势，进

一步激发他们创新思维，激励他们积极投身科研事业。第一，教

师在讲解运动学相关知识时，可以在 B 站、抖音等平台搜集我国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相关短视频，利用短视频渗透科研精神，引导

学生探究位置矢量、卫星导航原理的物理知识，进一步激发他们

自主探究积极性。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搜集北斗卫星更多知识，

了解孙家栋院士带领我国科研人员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艰辛

历程，让他们了解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原理，感受中国科研人员自

强不息、坚持不懈、开拓创新的科研精神。第二，教师要积极搜

集热点新闻，搜集我国“两弹一星”、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获

得者先进事迹，把其中科研人员事迹作为思政教育重点，打造具

有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案例。例如教师可以讲解钱学森、王淦昌、

钱三强、郭永怀等 23 位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

专家的事迹，激励学生继承科研前辈家国情怀、孜孜不倦的科研

精神，提高他们科研精神。

（四）思政教育融入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物理教师要在实验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规范学生实验操作

步骤，让他们仔细观察实验现象、做好数据记录，培养他们精益

求精、一丝不苟、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首先，教师可以提前录

制物理实验操作视频，下发实验任务，便于学生根据视频了解实

验教学内容、熟悉实验操作流程，为后续实验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同时，教师要设计物理实验记录表，要求学生仔细搜集和分析实

验数据，培养他们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其次，教师

要进行物理实验标准化操作演示，强调操作注意事项，再让学生

进行自主练习，规范他们操作步骤、数据处理过程，让他们认真

观察实验现象、准确记录实验数据，培养他们大胆质疑、科学论

证的科学态度，促进他们工匠精神发展，提高物理课程思政建设

质量。

四、结语

总之，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教学是必然趋势，也是提高物

理教学质量的必然选择。高校物理教师要提炼教材思政元素，建

立思政素材库；巧妙穿插物理史，培养学生家国情怀；融入前沿

科研成果，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让他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同时，教师还要把思政教育融入实验教

学，规范学生实验操作步骤和数据计算过程，培养他们工匠精神，

提高大学物理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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