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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实现教育与教学的有机统一,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本文将课程思政和大学物理的专业知

识相互融合,探索了课程思政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的具体案例。我们以“动量、动量守恒定律”为例,深度

剖析与此节大学物理课程密切相关的思政元素,为课程思政在高校大学物理教学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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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12月召开的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牢固树立“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理念,

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统

一,推动“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

的立体化育人转型,把思政教育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1]。该观点在为高校教育

教学工作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提供了

新思路。传授专业知识是高校培养人才

的初衷,而把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相融

合,在教育教学中实施思政教育则将有

助于提升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高度[2]。高

校教师有责任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开展思政教育。此举一方面可以活跃课

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另一方面

也可以将“课程思政”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传递给学生,从而实现教育与教学

的有机统一。 

1 大学物理教学中实施课程思

政的优势 

大学物理是一门高等学校理工科类

专业学生重要的通识必修课,其基本理

论渗透在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大学物

理课程在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学的探索精

神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然而,大学物理课程内容对于大

多数学生来讲相对的乏味枯燥,这对于

学生学好大学物理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但是,与其他课程相比,大学物理课程又

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首先,由于物理

所研究的内容贴近于现实,大多是从实

际生活中来,又回到实际生活中去的一

门学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反

映,所以大学物理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较容易衔接。其次,

大学物理课程中隐藏着诸多的人文情

怀,物理规律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

通过物理知识与人文思政元素的衔接,

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物

理理论,而且还有助于学生情感目标的

培养[3]。 

2 课程思政在“动量、动量守

恒定律”教学中的实践案例 

2.1结合时事热点,融入对团结的

认识 

教师在讲解质点的动量定理时可以

结合时事热点,给学生在掌握本小节知

识点的基础上融入对团结的认识。质点

的动量定理表明作用于物体上的合外力

的冲量等于物体动量的增量。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的爆发,让人类生命健康经受

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将2020年2

月23日的武汉比作初动量,将2020年4月

8日解封的武汉比作末动量,那么这76天

武汉所经历的变化,所取得的抗疫胜利,

是来自于所有医护人员夜以继日的救死

扶伤,来自于武汉所有社区人员与志愿

者的勤勤恳恳,来自于千千万万武汉人

民的不懈坚持,甚至包括在座的你我对

于武汉的支持,是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最终产生的合外力的冲量让

中国打赢了这场硬仗。但同时我们也应

该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疫情的阴霾还未散

去,中国也不可能永远独善其身,应该强

烈呼吁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抗疫,病毒

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只有全人类共

同努力,才能战胜它。所以请各位同学继

续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让我们相信

团结的力量,人类最终必将取得这场战

役的完全胜利。 

2.2培养善于思考的科学精神 

教师在讲解平均冲力的应用时可以

列举飞机怕小鸟的实例。教师首先向学

生发问：同学们是否听说过飞机怕小鸟

的说法？接着播放一段有关飞机在飞行

过程中与小鸟撞击而导致严重事故的视

频,在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之后,

紧接着向同学们继续发问：为什么一只

小小的飞鸟,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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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引导学生思考一边给出解答：假设一

架飞机以200m/s的速度从左往右飞行,

同时有一只2kg重的小鸟以10m/s的速度

从右往左飞,它们在相撞时的作用时间

为0.002s,现在我们想要计算一下这只

小鸟给飞机的作用力是多少,虽然这个

力并不好计算,但是反过来我们可以计

算飞机给小鸟的作用力,这两个力是作

用力与反作用力,利用平均冲力的定义

便可以计算出小鸟给飞机的冲力高达

210000N！对于现在的飞机材料来说,很

难承受如此巨大的撞击力,这就是导致

飞机会如此惧怕小鸟的原因。通过列举

这样一个实例,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

同时,更能培养学生善于思考的科学精

神,鼓励同学们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问题

的时候,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与生活

实际联系在一起,学会自己独立思考以

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2.3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教师在讲解动量守恒定律时,为了

激发学生对本小节知识的学习兴趣,可

以以视频的形式展示我国自第一次火箭

发射成功以来有关火箭的发展历程以及

取得的辉煌成就。视频播放结束后向学

生发问：同学们是否知道我国火箭发射

技术之所以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取得

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离不开哪位科学

家？这样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出我国著

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先生,

并讲出他的感人事迹。上世纪40年代,

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

的权威以及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

驱。在美国的钱学森原本可以过上富裕

的生活,然而,他却一直牵挂着大洋彼岸

的祖国。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

消息传到美国时,钱学森和夫人便急切

地想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效力。

美国当局知道掌握了最前沿技术的钱学

森要回国的消息后百般阻挠,甚至对他

进行了迫害。1955年,在克服百般阻挠后,

钱学森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百废待兴

的新中国。回到祖国后他迅速投入到工

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

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

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

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

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设计制造,他始终

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为新中

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和贡献。当然,还可以引用华罗

庚、邓稼先、周培源等等一大批为报效

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这些科学

家的事迹能很好的融入到课程思政当中,

在讲好他们故事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对

学生起到一定的教育意义,可以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鼓舞学生

努力学好本领,为将来建设祖国打下坚

实的基础,回报祖国。 

2.4强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教师讲解动量定理在冲击和碰撞中

的问题时,可以先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人们海上运输陶瓷时是如

何防止因碰撞而导致的损失？请学生思

考并回答后,播放一段视频揭晓答案。接

着讲述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则是

通过包装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包装纸上通常会印有日本一种叫浮世

绘的画作,而当印有这些画作的陶瓷流

传到欧洲艺术家的手里时,他们对于这

样的艺术画作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

对于17、18世纪的画家梵高、莫奈等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以上这些事例

我们可以发现,从古至今,各个民族之间

的交流互鉴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如今,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各个

文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如何更加

高效更加友好地进行交流呢？我想著名

的人文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谈及文化多样

性时所说的十六字箴言能给我们一些启

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

大同。不同民族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共同

维护、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如果各个国

家在交流过程中都能遵循这样的文明交

往原则,未来我们人类一定能够实现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通过讲

述这样的故事,强化学生对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认知。 

3 结束语 

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物理的教育教

学理念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目前仍

处在初步阶段,这就需要广大的教师和

教育工作者不断的探索有关大学物理课

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方法和对不同教学方

法的灵活运用能力,深入挖掘大学物理

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

贯穿教学全过程,确保大学物理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推进高校落

实全面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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