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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课程思政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论文从挖掘物理学史中

的思政元素，强化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教学内容的时代感，以及注重

人文精神的培养五个方面阐述如何更好做好物理课程思政。这些举措可以有效促进物理课程与思政教育

的有机融合，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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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s curriculum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requires teachers to explore and summarize constantly in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do a better job of thinking and politics in physics from five aspects: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physics,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integrat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enhancing the sense of the Times in teaching cont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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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These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hysics curriculu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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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的建设与实施是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教育教学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全国高等院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大会都强调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1]。《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特别强调：“各学科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有针对性设计”，“理

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训练和科学伦理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2]。近年来，广大教师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教书育人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

刻认识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任务，把课程思政建设与实施的总目标确定在“培养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认真落实课程思政工作总要求，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融为一体，解决好“怎样培养人”的问题[3]。 
物理课程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不仅承载着传授物理知识、培养科学思维与方法的重要任务，

也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物理课程，旨在通过物理学的独特视角和丰富

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及人

文素养。我们遵循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从以下六个方面阐述如何更好做好物理课程思政教学。 

2. 挖掘物理学史中的思政元素 

物理学史充满了科学家们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和不懈追求。通过讲述物理学史上的重大发现、科

学争论和科学家的生平，如介绍电子的发现、泊松光斑、钱学森回国事迹，弘扬科学态度和爱国情怀。

介绍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如何因对自然现象的好奇而展开深入钻研，鼓励学生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精神。讲述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的质疑与超越，以及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的挑战，培养学生敢于质疑、

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介绍居里夫人、法拉第等科学家在科研道路上不畏艰难、持之以恒的故事，激励

学生面对困难时不轻言放弃。讲述卡文迪许实验室、贝尔实验室等科研团队如何通过集体智慧取得重大

科学突破，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介绍国际空间站的建设等国际合作项目，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国

际合作精神。介绍物理学家如何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医疗、环保、能源等领域，改善人类生活，激发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介绍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等前沿知识，激励学生勇于探索未知，引导学

生思考宇宙的本质、人类的地位和价值，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讲述中国古代的物理学成就，

如《墨经》中的光学知识、四大发明中的物理学原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结合当前国家科技发展

战略，如“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中国制造 2025”等，鼓励学生为实现科技强国梦贡献自己的力

量。通过深入挖掘物理学史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物理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又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洗礼，培养他们成长为有能力、有责任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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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化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 

在物理学中强化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物理学强调

实验验证，在物理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经历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验证假设、得出结论的探究过程，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展示奇妙的物理现象，激发学生好奇心，培养科学兴趣。鼓励学生

多提出问题，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例如，在探究牛顿运动定律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构建物

理模型。分析小球从斜面滚下的运动过程，可以将其简化为质点沿斜面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的模型。通

过构建这样的模型，学生能够忽略次要因素(如空气阻力、小球大小等)，专注于主要因素(如重力、斜面

倾角等)，从而更清晰地理解运动规律。通过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实验设计能力。

引导学生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培养他们从物理学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通过解决物理问题，

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推理来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并验证假设，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鼓励学生质疑

已有的知识和结论，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讨论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思

考问题，并学会评估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引导学生建立科学模型来解释和预测物理现象。通过建

模过程，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通过相对论和量子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引导学生

学习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思想。这些科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物理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

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将物理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通过跨学科学习，培养

他们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 

4.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物理课程中，可以巧妙地融入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等价值观的教育。例如，在讲解能源与环境章节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从而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物理学科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代教育

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还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介绍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的生平和贡献，讲述他们如何为祖国的科技进步和民族自豪感做出贡献，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例如，在教授火箭技术相关的物理课程时，可以介绍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事迹。

他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和科研条件，毅然回国，为我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通

过展示我国在现代科技领域的重大成就，如航天工程、高速铁路、量子通信等，让学生感受到祖国的强

大和科技的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培养他们不畏艰

难、持之以恒的科研品质。在物理教学中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团队精神，让

他们学会在团队中相互尊重、相互帮助。通过物理学中的实例，引导学生理解友善与合作的重要性，并

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践行。通过物质概念、物质结构等内容，引导学生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统一性，树立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介绍物理学中的运动、加速度等概念，引导学生理解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树立

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选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物理学案例进行教学，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感

受和理解这些价值观。创设与物理学科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体验和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涵和要求。物理学科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过程，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

实践，以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 

5. 增强教学内容的时代感 

物理学与现实生活和科技进步紧密相连，物理学科结合时事热点，可以增强课程的时代感，使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物理知识，同时培养他们关注社会、关注科技发展的意识。教师可以结合当前时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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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如新能源技术、量子计算、航天探索等，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科技发展动态，提高学生为国争光的使

命感。例如，在量子力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介绍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如“墨子号”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和量子通信网络的建设。通过分析电子信息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激发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介绍当前物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引力波探测等，

不仅展示了物理学的魅力，还能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引导学生分析科技成果背后的物理原理，如通过

讲解量子纠缠现象，让学生理解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结合当前的环境保护和能源问题，如全球

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等，引导学生思考物理学在其中的作用。利用航天工程和宇宙探索的时事热点，

如中国空间站建设、火星探测任务等，讲解相关的物理学知识，让学生感受到物理学的实际应用价值。

教师关注科技前沿和时事热点，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时事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中，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

用物理知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例如，建立物理教师之间的交流平台，促进教师之间的

经验分享和学术交流；通过定期举办教学研讨会、公开课等活动，让教师们共同探讨教学方法和策略，

提升整体教学质量；通过引入科技前沿成果、结合时事热点案例、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利用数字化教

学资源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措施。 

6. 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 

物理学不仅是“冷冰冰的”公式和定律，更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可以介

绍物理学与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引导学生欣赏物理学的美学价值，培养他们的人文

素养和审美情趣，提高学习体验、情感发展、价值观塑造以及科学素养的均衡发展。例如，在晶体教

学中，介绍物理学中的对称结构的美学特征；在相对论教学中，介绍信号传输的因果律，引导学生欣

赏物理学中的美学和哲学思想。注重人文关怀和培养人文素养，是现代教育的重要趋势。这不仅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还能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引导学生关注物理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在情境

中融入人文关怀元素。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在教学中采取差异化教学策略，

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资源和支持，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鼓励学生通过探

究式学习，探索物理世界，在探究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社会、环境

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注学生的情感发展。例如，通过课堂互动、课外交流等

方式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困惑，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合作，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通过讲述

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在物理教学中融入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知识，引导

学生从多个角度理解物理现象和原理，强化物理学科与人文学科的融合跨学科教学。组织学生参与物

理与人文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如科技制作、社会调查、文化体验等，让学生亲身体验物理与人文的交融

之美。 

7. 总结 

物理课程思政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在物理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学生

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既能引导学生将个人志向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从

物理学科的角度坚定个人的责任担当，实现课程目标与德育目标的融合统一。同时，也让专业课教师承

担起“立德树人”的重大责任，实现“三全育人”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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