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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理教学不仅需要知识技能的传授，同时要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的方式融入思政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本文分析
了物理思政的优势及难点，在力学模块中尝试通过引入视频、实验、活动等方式自然和谐的融入思政元素，帮助学生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价值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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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优势

物理作为中职院校学生的必修课，对于帮助学生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提高科学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物理

学客观的揭示了自然界中的基本原理及规律，其中的原理推

导、科学精神、实验、实践等不仅对学生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而且还综合体现了人文素养。可见，物理教学不仅注重知识

的传授，还可以将思想教育融入其中。物理思政的优势主要

有以下几点：

（�）物理学中，有很多人物、传记及原理都有思政教育

元素的体现，如何让学生利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思政教育与物

理教学相互融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对物理原理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人文精神具有良好的

育人功能。例如，研究落体运动规律时，科学家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执着的科学精神对于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都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在对物理原理推导的过程中，很多是依托实验探究的方

法。例如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探究实验，学生自己动手探究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这种体验功能有利于

学生主动感受物理原理，亲身体会产生强烈的感受和认同，

并内化于心，追求更高的品德和精神。将这些原理和规律应

用到实际生活，最终实现物理原理的延伸和拓展。

（�）以前翻开物理教材，大多是国外的知识体系，我们

要加入中国元素，并自然地融入课堂教学。

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

重要时期，既要激发同学们学习的兴趣，又要培养学生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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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技术和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在对物理知识的讲授

中，可以穿插介绍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事迹，如中国古代的墨子、

张衡、郭守敬等，现代的钱学森、邓稼先等 [�]，世界如伽利略、

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事迹等。通过这些科学

家的光辉事迹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热爱科学、勤于观察、勇

于探索、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接受科学家伟大人格的熏陶

感染；学习科学家为振兴中华刻苦钻研、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

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光荣传统。

充分介绍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和前沿研究成果，尤其是中

国在物理方面的进展，如中国在航空航天、动车等领域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有利于增强同学们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

感，进一步明确学习目标。

2�我校物理力学模块中开设“思政”课程的探

索与尝试

在学习牛顿第三定律时，首先通过观看火箭发射视频，

导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概念 [�]，然后以嫦娥四号登录月球

为背景简介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当学生了解到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前三的航天强国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而且激发了

进一步了解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愿望。下一步介绍中国北斗

定位系统，很多同学也非常感兴趣，在布置课后作业的时候

会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汇总一篇心得。

之后介绍火箭焊接专家高凤林，当学生得知高凤林也是技工

学校毕业的学生的时候，感觉拉近了距离，专家离自己并不

遥远，进一步坚定了学生成为大国工匠的信心。与学生互动，

讨论如何成为大国工匠这个问题？学生们纷纷发言，进一步

端正了学习态度，明确了学习目的，也引发了对未来就业的

思考。

在学习摩擦力时，结合专业特点，简介汽车工业发展现

状：一方面，汽车工业正在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汽车工业

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与学生讨论存在问题，比如中国汽

车企业普遍缺乏完整的轿车开发能力和自主品牌，零部件制

造体系比较薄弱，产业服务体系十分落后，汽车工业缺乏国

际竞争力，汽车在销售过程中价格不稳定，汽车的维修市场

比较混乱，城市道路建设速度跟不上汽车增长速度等等，这

些都严重制约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当学生总结了这些问题后，

展开了讨论，如何从自身做起解决相应问题？学生们纷纷表

示支持中国产汽车，支持民族工业，从我做起。目前的任务

就是学好专业课，为将来成为优秀汽修技师打好基础。在布

置课后作业时，让学生查阅资料，讨论安全行驶的问题。本

节课通过与专业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同

时增强了学生对未来就业及文明行驶的思考。

在学习速度时，列举常见物体的平均速度，重点列举游泳、

速滑等中国优势项目。学生对体育运动非常感兴趣，多数同

学能列举出很多体育明星。如现在的百米纪录是由牙买加著

名短跑健将博尔特于 ����年 �月 ��日在德国柏林创造的 �

秒 ��，孙杨、王濛、范可新等世界冠军也是耳熟能详的，进

一步激发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然后简单介绍光速，向

学生推荐霍金的《时间简史》。使学生的目光看向浩瀚的宇宙，

拓展了学生的知识层面。

3�目前我校物理思政的难点

教师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还要在合适的时机以合理

的方式融入思政教育，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教师

作为“课程思政”的主力军，也存在认识不深，参与被动的

现象 [�]，这就需要教师进一步坚定自身的信仰，积极参加政

治理论和形势政策的学习，并且要具备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

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不断拓展知识层面，这是需要不断的学

习和提升的。首先，在平时注重思政元素的积累，积极参加

学习、培训活动。其次，多向思政教师学习请教，学习先进

的理念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另外，勇于探索和创新，将其他

学科科学的教学方法与本学科相结合，找到适合本学科的教

学方法和手段。

课程思政不等同于“思政课”，所以在讲授物理学原理

时绝不能生搬硬套“大道理”式的思政元素，这势必会引起

学生的反感。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做到自然

和谐的渗透。找对方式方法，无论是责任使命，还是文明礼让、

绿色环保、节约粮食等等都会让学生有所感悟。

现在的课程思政还处于起步阶段，长远来看，为了提高

课程思政的效果必须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设计和指导，

尤其是思政目标的制定，思政效果的评价反馈。

4�结语�

如何能把物理这门相对“枯燥”的课程讲得生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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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思政元素巧妙融进去，让学生愿意听而且听得懂，这对于

所有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来说都是难题。尤其是切入点的选

取，不是简单生硬的堆砌，而是自然而然的融入。而且思政

元素的融入不是简单的贴标签、喊口号，要入脑入心，真正

触动学生，让他们有所感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教

师我们会在这条路上不断学习、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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