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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物理学史课程教学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杨昕卉，陈宝玲，张　冰，吴春雷，左桂鸿，刘艳凤
（牡丹江师范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１５７０１１）

摘　要：物理学史课程教学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教学设计．教学设计分五个部分：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设

计，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课程组织实施方式，课程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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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德 树 人”是 我 国 历 代 教 育 共 同 遵 循 的 理

念．“立德”，取树立德业之意，出自《左传．襄公二

十四年》；“树 人”，取 培 育 人 才 之 意，出 自《管 子．

权修》．新中 国 成 立 以 来，党 的 教 育 方 针、教 育 目

的多有调整，但 坚 持“德 育 为 先”则 始 终 如 一．［１］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把坚持“立德树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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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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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人、如

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２］物理学史

是研究物 理 学 辨 证 发 展 规 律 及 其 科 学 方 法 论 的

一门学科，集中体现了人类探索和逐步认识物理

世界的现象、特性、规律和本质的历程．［３］物理学

史课程是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承载着培养学生自

主建构知识 体 系、掌 握 科 学 研 究 方 法、提 升 科 学

素养、学 会 独 立 挖 掘 和 运 用 课 程 思 政 元 素 等 功

能．该门课 程 最 早 面 对 本 科 生 开 设，随 着 学 科 发

展的需要，２０１７年将课程内容进行大幅调整后面

向学科教 学（物 理）专 业 硕 士 开 设．目 前，已 录 制

完成的面 向 全 国 非 物 理 专 业 学 生 开 设 的 通 识 教

育选修课 程《物 理 史 话》，用 通 俗、风 趣 的 讲 授 方

式激起学生对物理学的兴趣，了解物理学发展历

程，感受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吸取物理学的精华，

并通过他们未来的工作，最大程度地实现物理学

的科学普及．笔 者 采 用 模 块 式 教 学 方 法，将 课 程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和融入的方式、课程组织实施

方式和课程考核方式五个方面进行教学设计．

１　课程目标设计

物理学专业立足培养具有较高物理修养、物

理教学和研究能力，满足地方需求的中小学物理

教师．笔者遵循“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设计以下三维目标：

思政目 标　选 取 伽 利 略、法 拉 第、伦 琴 等 典

型人物进行剖析，介绍科学家艰难曲折的科学历

程，突出我国科学家，突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学生感受科学家求实、创新、奉献的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科 学 素 养、爱 国 精 神 和 人 文 情 怀，实 现

对学生的价值塑造．

能力目标　结合开普勒三定律、牛顿万有引

力定律、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物理理论的建立

过程，强化 课 程 知 识 体 系，让 学 生 感 受 物 理 学 的

思维模式和 探 究 方 法，提 高 归 纳、演 绎 等 逻 辑 推

理能力，实现能力培养．

知识目标　通过梳理力、热、光、电磁等经典

物理分支发 生、发 展、演 变 的 过 程 及 学 科 的 脉 络

体系，使学 生 了 解 物 理 学 的 全 貌，加 深 对 物 理 概

念和规律的理解和应用，实现知识传授．

２　内容设计

课程 内 容 分 为 七 个 专 题：课 程 概 述，力 学 的

魅力，冷暖世界，扑朔迷离的光世界，双刃利剑电

磁现象，走向神秘－微观世界，时空探秘－相对论．

凝练核心内容　专题采用典型案例剖析法，

以六个“Ｗ”为主线，探究物理学萌芽—形成—逐

步完善的曲折历程．

强化知识体 系　建 立 物 理 学 完 整 的 知 识 体

系，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

划，帮助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充实前沿知 识 及 应 用　介 绍 物 理 学 科 波 澜

壮阔的发展历程，介绍物理学科前沿理论和最新

应用，介绍我国北斗卫星、量子通讯等最新成果，

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３　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方式

以史联知　“联知”即连接专业知识，建构知

识体系．学习的实质在于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主动

形成认知结构．学习者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

主动地获取知识，并通过把新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

认知结构联系起来，积极建构其知识体系．［４］

以史激趣　布 鲁 纳 认 为：“学 习 的 最 好 刺 激

是对所学 材 料 的 兴 趣．”兴 趣 是 科 学 态 度 形 成 的

前提，是意 识 倾 向 和 内 心 需 求 的 体 现，学 生 一 旦

对某个事物或某项工作产生浓厚兴趣，就会努力

求知、勤奋钻研，也许会成就一生的事业．

以史育德　物 理 学 史 中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思 政

元素，教 师 应 充 分 挖 掘 学 史 中 的 显 性 和 隐 性 元

素，依托这些元素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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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明志　课 程 思 政 是 高 等 教 育 的 中 心 任

务，如何实 现 课 程 思 政 与 专 业 课 程 的 有 机 融 合，

是教育工 作 者 的 任 务．物 理 学 史 中 的 思 政 元 素，

是实现课程思政的最好载体，“以史明志，修身报

国”则是进行课程思政的最直接的手段，

以史融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上强调，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

程．创新思 维 是 创 新 意 识 和 创 新 能 力 的 核 心、基

础和前提条 件，没 有 创 新 思 维，就 不 会 有 科 学 发

现和新理论的建立．
以史增信　自 信 是 对 个 人 行 为 或 对 一 个 民

族肯定的、积 极 的 自 我 认 识 和 自 我 评 价，是 一 种

健康心理的 标 志．通 过 教 学，提 高 学 生 的 民 族 自

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４　课程组织实施方式

线上　教师布置学习任务，学生自主观看学

习通教 学 视 频，在 雨 课 堂 完 成 测 试 题（记 忆、理

解）；教师通过发帖与学生进行讨论（应用）．
线下　梳理史料，帮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体

系，促进认 知 整 合 发 展，凝 炼 并 教 会 学 生 自 主 挖

掘和运用课程思政元素，达到教育自我和影响他

人的目的．通 过 介 绍 广 义 相 对 论、超 弦 理 论 等 前

沿知识，采用小组间讨论交流、小论文等方式，实

现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优化教学方式，让学

生通过案例剖析、小组间交流等方式梳理科学家

的成就、科 学 素 养 及 人 文 精 神，将 课 程 思 政 落 到

实处．采用课前布置预习任务、课上随机测试、课

下阅读相关 文 献、期 末 测 试、书 写 课 程 论 文 等 方

式，实现全 过 程 监 督，将“两 性 一 度”贯 穿 于 教 学

全过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课堂讲授、课堂

讨论、课外 阅 读 同 步 进 行，实 现 线 上 线 下 混 合 式

教学模式．

５　课程考核方式

物理学史课程采用全过程考核方式：任务点

完成情况１０％，课堂讨论２０％，章节测试２０％，课

程小论文２０％，期末考试３０％．
课前　通 过 学 生 在 学 习 通 上 任 务 点 完 成 情

况和雨课堂学习效果检测情况进行评价．
课中　通过课堂讨论、小组交流、个人发言、

章节测试进行评价．
课后　通过学习通的问题讨论、网上的互动

留言、课程小论文、期末考试进行评价．

６　结束语

“课程思 政”是 以“立 德 树 人”为 根 本 任 务 的

综合教育理念，物理学史课程的内容与特点为落

实“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的载体．本文从课程目

标、教学内容、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和融入的方式、

课程组织实施方式、课程考核方式等五个方面进

行教学设计．教 学 实 践 表 明，该 教 学 模 式 取 得 了

一定的成效．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中国面临着很多机遇和

挑战，青年 学 生 既 要 有 终 身 学 习 的 意 识 和 行 动，

又要有强大的思想政治素质．“价值塑造、能力培

养、知识传 授”三 位 一 体 的 理 念 是 一 个 与 之 相 对

应的、先进 的 教 学 理 念，是 教 师 进 行 教 学 设 计 的

灵魂，必须 贯 彻 落 实 到 实 际 课 堂 教 学 中．对 课 程

的精心设计是教学实践成功的基础，落实课程思

政教育的 设 计 要 求 教 师 要 处 理 好 真 理 尺 度 和 价

值尺度，并 将 其 融 入 到 教 学 的 每 一 个 环 节，做 到

深入挖掘、灵 活 运 用、恰 到 好 处，润 物 无 声，引 领

学生自主挖掘和运用课程思政元素，将此项能力

迁移到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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