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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课程内容中可融入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以物理知识为载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意识培养

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教学理念，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构建高中思政教育框架，揭示了高中物

理“课程思政”内涵，并指出当前物理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进行归纳、

整合，构建物理课程思政内容，再从教学过程、师生活动、思政意图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并对高中物理

“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力”分析，挖掘可融入物理教学的思政元素，并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角度

给出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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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physics course can integrate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tak-
ing physics knowledge as the carrier,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con-
sciously cultiva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teaching concept, integrate value 
orientation and knowledge imparts,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high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reveal the connotation of high school physic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point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hysic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of physics curriculum is constructed through in-
duction and integration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individuals,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Then, the 
teaching design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process, activities of teachers and stu-
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ntion, and the “force of magnetic field on moving charge” of 
high school physics is analyz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a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physics teaching are explored, and teaching suggestions are give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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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人、如何

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各个学科应该充分发挥其思政元素配合思想政治课，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17 年教育部提出高校课堂不仅要重视知识传授，也要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推行以“课程思政”为目的的教学改革，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要明确课

程思政教学目标，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有效提升育人水平，在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过程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2. 课程思政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课程思政的概念 

“课程思政”是指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理念。

它以专业为载体、以课堂为阵地、以渗透为方式，把思政元素融入知识传授过程，实现全过程、全学员、

全方位育人的目标[2]。落实课程思政，对一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还要能够创新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评价体系。 

2.2. 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中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石，这一理论为当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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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改革给出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课程思政”的实质就是在专业课的内容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保证学生在学会专业知识的同时，思想政治素质也能得到提高。这样学生不仅在智力上得到了发展，在

道德品质上也得到了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课程思政”与马克思主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导

向完全一致。 
“课程思政”实质是指在教学课堂中渗透“思政”元素，但这种渗透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习总书

记就强调说要“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自觉的受到思想政治教育，

从这一点而言，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教学就是显性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隐性课程，教师在课程中要

将二者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既提高学生知识水平，又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目的，实现学生的全面发

展。 

3. 物理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优势  

第一，物理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极广，并且有许多涉及到了生活中的现象；第二，教材中，具有较多

的关于物理前沿知识和物理学史的介绍，其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思政元素；第三，物理中始终贯穿和体

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观点，可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第四，物理实验对于学生的动手能力、协

作精神等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在物理课堂上渗透物理文化，加强课程思政，培养物理精神，在电磁学实验过程中开展多种探究活

动以及小实验等，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合作完成，加强合作能力，还可以增加同学间的交流，增进友情。

积极分析自己和同学观点的异同，一起讨论分析对结果对错进一步分析，得出合理的结论，在协作过程

中能够悉心听取他人的观点，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遇到疑难问题自寻找同学一起寻找解决方法。 

3.2.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生活中处处有物理，物理知识在某些程度上会提高我们的安全意识。学习生活中的圆周运动，汽车

在转弯的时候会发生侧滑，所以速度不能太大，引导学生从物理的角度去理解并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同时今后也能通过惯性离心率的知识尽可能防止翻车事件的发生。 

3.3. 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 

疫情爆发初期，全国都处于恐慌之中，就在这时我们党以人民的生命为首要，全国众志成城一起抵

御疫情的侵袭，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因为经历了这次疫情，全国人民凝聚力更强，爱国之

情更浓烈。 
从教学目的出发，物理学科的教学目的和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高度匹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

学生良好思想道德水平，而这一点与物理学科的教学目的高度匹配，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

某种意义上说，物理学科教学目的是思政教育目的的延申和具体体现。物理学科的教学目的以培养学生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主，除学科特有的物理观念素养外，在科学思维、实验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

方面均体现了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 

4. 物理课程思政内容 

物理课程思政是指以物理知识为载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意识地培养树立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的教学理念，构建物理课程思政内容，有利于物理教师展开教学工作，为落实物理课程思政奠定坚实基础

[3] [4]。要在物理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就要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进行归纳、整合，引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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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level division and content of the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of physics curriculum 
图 1. 物理课程思政内容的层面划分及内容 

5. 物理课程思政存在问题 

5.1. 关注学习结果，忽略学习过程，育人意识有待加强 

在当今的教育背景下，虽然我国对学生的素质教育越来越重视，但很多人才选拔的方式还是主要通

过考试来进行，对此学生、学校、家庭都对学生的成绩特别重视。一方面学校依靠学生的学习成绩来评

价教学成果，不能真正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另一方面，目前课程思政没有真正落实到中学教育的范畴

之中，教师对此的理解还不够深厚，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故教师对自身教学的科目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缺乏完整的认知，认为学生这方面的教育会有其他专门教师来进行，且在教学任务繁重时间有限

的情况下，教师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知识点教授给学生，至于学生的其他方面教学则被忽略，将不利于

学生的全面发展。 

5.2. 教学手段仍然比较单一，学生接受知识的主动性不强 

目前，在中学课堂教学中虽然讲究的是多种教学方式相互结合，在课堂上灵活运用，但在实际的教

学中，不管是物理知识还是其中包含的思政教育，大都以理论灌输为主，尽管在教学中教师有时候会展

示部分视频资料、有趣的实验等，但给予学生的思考时间有限，学生并没有真正主动地进行情感体验，

很难引起情感共鸣，课程思政的效果不够理想。 

5.3. 教学目标不够明确，教学重难点处理不当 

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没有进行很好的把握，在课堂教学设计、课堂教学

中对重难点把握不够明确，容易将难点当成重点来进行讲解，因此就会导致课堂教学时间分配不均匀，

导致其他教学目标完成度不高。且部分教师物理课程思政实施的主观性较强，有些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

突然想起某些思政元素的素材，进而随意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从而使教学重点转移，这样就会顾

此失彼，既无法保证物理教学任务的完成，也无法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5.4. 不明确思政元素与物理课堂融合的切入点 

部分教师由于长期教授物理这一科目，其他学科的知识不够丰富，知识结构较为单一，有关的思想

政治知识储备仍有待加强。因此，在实际物理教学中，即使意识到可以运用一些思想政治元素来对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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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行辅助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教师的表达能力、教学内容的处理能力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

响因素，但是教师找不到契合点进行教学，无法把想要表达的思政元素与本堂课程内容完美的融合，这

导致学生对这部分知识不感兴趣，影响教学效率，部分教师就因此放弃了物理课堂中思政教育的部分。 

6. 高中物理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因此，依据物理课程思政内容，针对物理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以普通高中教科书物理选择性必修

第二册第一章第 2 节《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力》的教学为例，主要从教学环节、师生活动、思政意图

三个方面进行教学设计，重点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说明教学设计的思政意图。 

6.1. 教学目标 

1) 物理观念：学习洛伦兹力的定义，理解洛伦兹力的表达式和判断方法，以及受洛伦兹力下的运动

情况，学会利用洛伦兹力原理解决自然生活中的相关问题。 
2) 科学思维：通过课堂观察、分析、总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和推理能力。 
3) 科学探究：通过教师提出疑问，学生进行探讨交流、自主探索、合作学习等掌握洛伦兹力方向的

判断和磁场中带电粒子如何运动与什么因素有关，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4) 科学态度与责任：通过物理学史和现代科技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努力奋斗的社

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6.2.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知道洛伦兹力表达式及方向判断，运用洛伦兹力表达式进行计算。 
2) 教学难点：洛伦兹力公式的推导过程。 

6.3. 教学方法 

演示法、讲授法、探究法。 

6.4. 教学过程 

环节一：设置情境 
【师生活动】 
教师通过多媒体播放视频：2021 年 12 月 30 日晚，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

验装置(EAST)创造新纪录，实现千秒级等离子体运行，引注见图 2。 
 

 
Figure 2. Plasma operation diagram 
图 2. 等离子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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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以该视频装置需要控制电子、离子的运动，提出“科学家通过什么方法来约束电子和离子的运

动？”的问题。 
学生观看视频并思考，猜想可能是通过控制磁场来控制带电粒子的运动。 
【思政意图】 
个人层面：学生通过观察“人造太阳”装置发电视频，能将物理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增加对物

理的学习兴趣。 
国家层面：教师引导学生意识到科技进步和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了解我国核聚变技术在世界的

领先地位，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 
环节二：新授 
1) 洛伦兹力 
【师生活动】教师引导学生，带电粒子在磁场中是否会受到力的作用？通过电子束演示仪演示实验，

演示没有磁铁靠近的情况下电子束的运动轨迹，以及拿条形磁铁的 N 极靠近玻璃管时产生的实验现象。

在实验基础上引出让带电粒子发生偏转的力即洛伦兹力。 
学生将带电粒子运动情况与安培力结合进行猜想磁场会影响带电粒子的运动，最后通过实验观察验

证磁场会对带电粒子产生作用。 
【思政意图】从导线受到安培力的宏观角度联系到电子的微观角度，大胆地提出猜想和假设，通过

具体的实验验证，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环节并积极参与，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探究和敢于质疑的精

神。 
2) 洛伦兹力方向 
【师生活动】教师对导体棒进行不同方向的操作，改变磁铁的方向继续操作观察，并提出“用左手

研究得出来的方向与实际观察到的电子运动轨迹有何区别？”的问题，引导学生总结洛伦兹力方向的判

断。 
通过观察发现电子的实际运动方向与预先判断方向相反，思考到电流方向为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

电子正好相反，学生的疑惑由此解开。由此总结出洛伦兹力方向可通过左手定则判断，但不要忽略电荷

的电性。 
教师课件展示图片，利用电流的微观示意图，引注见图 3。帮助学生建立起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

即一段通电导线受到安培力即若干个电荷所受洛伦兹力叠加，提出问题进行教学。 
 

 
Figure 3. Current microscopic diagram 
图 3. 电流微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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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意图】 
个人层面：通过教师演示、点拨，学生观察、探究、总结，培养学生思考探究的能力，学生通过猜

想总结洛伦兹力方向的判断，每个人可以比作电子，党比作导体棒，电流方向就是我们未知奋斗的共产

主义等等，进行思考，找出学科思政的要素，获得成就感，进而增强学生进一步学习的信心。 
3) 洛伦兹力大小 
思考如果带电粒子垂直进入磁场时，粒子在洛伦兹力的作用下将会如何运动？观察多媒体动画演示：

当粒子垂直进入时，带电粒子将会在磁场中做圆周运动。在教师引导下思考：若是粒子进入磁场时与磁

场存在一定角度，粒子将又如何运动？师生共同总结在洛伦兹力作用下粒子运动特点。 
【思政意图】 
个人层面：教师启发诱导学生，通过学生回答若干个小问题，来完成教学目标。学生通过独立思考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同学交流合作讨论，经过物理模型的建立和科学的推理论证，最后共同推导出

洛伦兹力的表达式。这一过程有利于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学生物理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4) 洛伦兹力的应用 
【师生活动】教师展示生活中广泛应用的显像管电视机等。引注见图 4。 
 

 
Figure 4. Working diagram of picture tube 
图 4. 显像管工作示意图 

 
学生思考讨论该显像管是如何工作并分享观点。 
【思政意图】 
个人层面：理论联系实际，课堂上拓展洛伦兹力在生活和某些尖端科技领域中的应用，开阔学生视

野，激发学生创新意识。 
社会层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环节三：巩固提高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完成相应的习题，了解其工作原理并解释产生原因，比如极光现象产生

原因，引注见图 5，为下一节课洛伦兹力应用的学习作铺垫。 
学生通过观察生活中的现象和查阅资料，找出生活中与洛伦兹力有关的现象。 
【思政意图】 
社会层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个人层面：进一步证明了洛伦兹力在生活中的应用，向学生证明了物理知识和生活息息相关，学习

物理知识为学生科技能力打好基础。 
环节四：布置作业 
学生查找资料分析清楚极光背后的成因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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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urora diagram 
图 5. 极光示意图 

 
【思政意图】 
个人层面：课后布置习题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培育学生科学素养。 
国家层面：教师向学生讲述极光现象弊端：极光在地球大气层中投下的能量巨大，这种能量产生的

强力电流干扰无线电信号，甚至使某些地区暂时断电，以此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物理知识，对极光进行深

入研究以及如何利用极光所产生的能量为人类造福仍任重而道远，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6.5. 教学评价 

在思政元素融入物理课堂的教学中，学生对物理知识点的相关背景和概念更加清晰，学生对物理学

习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有所提高。实践证明也是如此，学生对其中融入的思政元素

兴趣较大，能够主动参与到课堂的学习中来参与思考和探究，且教学进度没有落下，教学任务圆满完成

的同时达成了教学目标。虽然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还是存在着部分问题。 
首先是教学方法上，在教学过程中有实验和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学过程中围绕着电磁学的相关知识

进行讲解，并将实际情况与电磁学相联系。此次物理课程思政实践中除了借助多媒体，演示科学的实验，

经历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外，还对将其中包含的思政元素讲解给学生，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让

学生了解到物理知识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物理的激情与动力。其次，

在讲到思政元素的教学是语言的情感态度、抑扬顿挫等应有所区别，这样在设计到思政教育的部分才能

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在介绍我国古代在磁方面的成就时，教师的教态应更加的自信，语调更加

高昂，语言也更加的充满激情和自豪感，使学生置身于伟大自豪的情感中，达到情感共鸣的效果。 

7. 结论 

物理课程中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为了将课程思政元素渗入物理课堂，从学校、教师、学生角度对

课程思政今后在物理教学中提出教学建议。 

7.1. 学校方面 

学校需要将课程思政落实到中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建立和完善中学物理课程思政的评价机制，并

组织进行随堂听课活动，在评价中引导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注意进行教学设计，让教师能够通过教学评

价进行教学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是否完成了知识教学目标，是否进行了思政教育，对学生的思想道德

水平是否有提高作用。由此来帮助教师不断进步，提高教学水平。学校还可以在通过听课和评价选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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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课例成果，进行鼓励和展示，让各位教师学习与交流，有效鼓励教师实施课程思政的积极性[3] [5]。 

7.2. 教师方面 

在备课时，教师需要合理安排教学过程，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策略，来挖掘蕴含其中的思政元素；

教师还需经常向学生普及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时政入课堂，培养学生对时政的关注度，了解我国在很

多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这对一线物理教师提出了新要求，教师要

以传播物理知识为基础，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灵魂，不断探索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为国育才，做一个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真正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7.3. 学生方面 

课程思政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当今学校教育非常重视理论教学，对有关物理概念和规律知识

的讲解较多，而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指导较为缺乏，容易产生知识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导致学

生的实践能力较弱。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做好课堂组织、引导和启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

生尽可能地通过独立思考、练习，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如部分实验教学在学校仪器设备支持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实验，直观地体验知识获得的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外化

学习到的知识和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学生的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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