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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strategy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 core literacy”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reform, the paper expoun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combining core literacy training,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	“people-oriented”,	“based	on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s	not	only	a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concept, but also clear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rse 
education” and “core accomplishment” in the key rol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students as 
the center of teaching design, strengthen the core literacy training and effective into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urse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cultivate patriotic, scientific and talented people spiri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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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教学中“课程思政 +核心素养”的双线并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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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初中物理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核心素养”双线并进策略的重要性与策略。在课程改革背景下，论文阐述
了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相结合的理念，旨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以人为
本”“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本”，不仅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未来教育发展方向的明确指引。论文分析了
“课程思政”与“核心素养”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强化核心素养培养及有
效融入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路径，以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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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课程思政与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

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初中物理作为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载体，更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探究能力和

正确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论文从课程思政与核心素养的内涵出

发，探讨如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2�课程改革背景与理念

2.1�课程改革背景
近年来，随着全球教育理念的持续演进与技术的飞速

发展，教育领域的改革浪潮不断推向深入，初中物理教学作

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站在了变革的前沿，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广阔的发展机遇。这一变革的背景深刻

而多元，既源于社会对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也源自

教育内部对教学模式、内容与方法创新的不断探索。新课程

改革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本”，

不仅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未来教育发展方

向的明确指引 [1]。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扮演着知识传授者

的单一角色，而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则更多地被赋予了引

导者、合作者、促进者等多重身份。他们需要引导学生主动

探索、合作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终身学习习惯。这种角色的转变，不仅要

求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更要求他们具备先



8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9 期·2024 年 09 月

进的教育理念、良好的师德修养以及不断学习与自我提升的

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与理念，课程思政与核心素养的

双线并进策略应运而生。它旨在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

入物理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通过强化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

2.2�课程改革理念
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多元

性和切实的可操作性为目标，正深刻地重塑着教育的面貌。

这一改革不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更是对

未来教育发展方向的积极探索。在初中物理教学的广阔舞台

上，新课程改革倡导的是一种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

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初中物理教学开始更加注重学生

的个体差异，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不

同的学习速度、兴趣点和潜能。因此，教师们在设计教学方

案时，会更加注重因材施教，努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其成

长和发展的学习环境和机会。他们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

个性化的辅导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发现自

我、挖掘潜能，逐步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

个体 [2]。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过于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

忽视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

评价学生，新课程改革提出了多元化、发展性的评价体系。

这一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注重他们的学习态

度、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的表现。通过多元化的评价

方式，教师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成长情况，为他们提

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3�“课程思政”与“核心素养”在初中物理
教学中的重要性

“课程思政”与“核心素养”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重

要性，其深远意义远远超出了传统教育框架的局限，它们构

成了新时代教育改革浪潮中的两块重要基石。在这一时代背

景下，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练，更是价值

观的塑造、人格的完善以及创新能力的激发。“课程思政”

的融入，使得初中物理教学超越了枯燥的理论讲解和公式推

导，转而成为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精神熏陶和社

会责任感培育的盛宴。在课堂上，学生们不仅能够学习到物

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更能通过了解物理学家的奋斗

历程、国家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物理学科在解决社会实

际问题中的应用，深刻理解到科学探索的艰辛与价值，感受

到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与使命，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起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3]。

而“核心素养”的培育，则是初中物理教学迈向更高层次的

关键一步。它强调在物理学习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物

理基础知识，更要培养他们的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能力和科学态度与责任。这些核心素养，如同学生成长道

路上的灯塔，指引着他们学会用物理的眼光观察世界、用物

理的语言描述世界、用物理的方法解决问题。它们不仅能够

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还能够帮助

学生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敢于担当

的社会责任感，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奠定坚实的

基础。

4�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

4.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在《汽化和液化》这一章节的教学设计中，深刻践行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力求打造一个既生动又高

效的物理课堂。首先，认识到学生在接触这一课题前，可能

对水蒸发、沸腾等日常现象有直观感受，但缺乏系统的物理

理解和深入思考。因此，教学目标的设定不仅聚焦于汽化、

液化概念的基本掌握，更强调通过探究活动使学生深入理解

这些现象背后的物理原理，并能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

相关现象。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精心设计了

一系列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情境。例如，展示不同条件下水

的蒸发速度差异实验，引导学生细致观察、记录并深入思考

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利用干冰制造“云雾缭绕”的视觉效

果，直观展示液化现象，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这些情境让

学生感受到物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投

入学习。在教学活动组织上，采用了小组合作和探究式学习

模式 [4]。学生被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承担不同的探究任务，

如探究温度对蒸发速度的影响、设计实验验证气体遇冷液化

的条件等。在探究过程中，鼓励学生相互讨论、合作完成实

验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以及结论的推导。这种学习方式

不仅促进了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

能力、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密

切关注学生的参与度和反馈，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确

保每位学生都能跟上学习节奏，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同时，

注重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如分析夏天

穿浅色衣服更凉快的原因、解释冰箱制冷的原理等，让学生

在实践中巩固知识，提升综合素养。

4.2�核心素养的培养
在物理教学的殿堂里，引领学生们踏入苏科版物理八

年级上册《光的色彩 颜色》这一迷人领域时，教育者深刻

体会到，核心素养的培育如同在学生心田播撒的珍贵种子，

对其长远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一章节的学习，既

是一场知识的狂欢，也是心灵的觉醒，旨在全面滋养学生的

物理认知、科学思维能力、探究技能以及科学态度与责任感。

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将学生带入光与色的奇幻世

界。从晨曦微露时天边温柔的橙红，到雨后彩虹横跨天际的

壮丽，学生们被引导着用敏锐的眼睛捕捉自然界的这些奇妙

景象，感受光的色彩所蕴含的迷人魅力。同时鼓励他们勇敢

地提出问题，如“天空为何会变换色彩？”“彩虹的生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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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什么？”这些问题如同钥匙，解锁了他们对未知世界的

好奇心与探索欲。在科学探究的道路上，学生们被鼓励像真

正的科学家那样思考，通过设计并实施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

设。搭建分光镜观察光谱、利用三棱镜分解白光等实践活动，

让学生亲手操作，亲眼见证光的色彩在不同条件下的千变万

化。这一过程不仅让他们的想象力自由翱翔，还锻炼了逻辑

思维能力与实验技能。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学会了科学的方

法论，即如何严谨地收集数据、分析结论，从而更深刻地理

解光的色彩与颜色的奥秘。他们也被引导思考科技发展背后

的伦理问题，如光污染对环境的冲击、节能灯具的推广等，

从而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在讨论与交流中，

学生们逐渐形成了正确的科学观念与价值体系，认识到科学

发展的真正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福祉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4.3�课程思政的融入
在深入推进课程思政的实践中，物理教学与思想政治

教育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营造了一个既传授知识又滋养心

灵的教育空间。以苏科版物理八年级上册《光的折射》章节

为例，这一教学过程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思政元素，将物理

课堂转变为培育学生综合素养的摇篮。在探讨光的折射现象

时，教学超越了光线在不同介质间传播规律的简单介绍，深

入挖掘了这一现象背后所承载的科学家精神与爱国情怀。通

过讲述牛顿、惠更斯等光学领域先驱的非凡贡献，特别是他

们面对挑战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科研精神，激发了学生对

科学的浓厚兴趣与崇高追求。引导学生反思这些伟大成就背

后的动力，认识到除了个人才华与不懈努力外，对国家和民

族的深厚情感与责任感同样是推动科学家们不断前行的力

量源泉。另外，教学紧密关联当前社会热点议题，如能源短

缺与清洁能源的开发、海洋环境保护与光污染控制等，鼓励

学生运用光的折射原理进行深度剖析与讨论。例如，分析太

阳能光伏板如何巧妙利用光的折射与反射机制，高效捕获太

阳光能，为解决能源危机贡献力量；探讨海洋光污染对海洋

生物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如何通过减少光污染来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 [5]。这些讨论不仅深化了学生对光的折射原理的理

解，还促使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培养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为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教学过程中采用了多

样化的教学方法，如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贴近生活的案例

分析、促进学生互动的小组讨论等。这些教学活动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展开，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实现了物理学习与思

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5�结语

论文探讨了初中物理教学中“课程思政 + 核心素养”

的双线并进策略。在教育改革背景下，该策略旨在通过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论

文强调了两者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设计、核心素养的强化培养及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

等实施路径，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具备爱国情怀、科

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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