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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理念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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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物理学史课程特点，从“以史联知、以史激趣、以史育德、以史明志、以史融创、以史增信”六个

方面，引领学生挖掘、感悟、迁移及应用课程思政元素，做到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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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史是一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思维科学紧密交叉渗透的综合学科［１］，其

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培养学生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科学素养、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独特教

育功能．本文结合物理学史课程特点，从“以史联

知、以史激趣、以史育德、以史明志、以史融创、以

史增信”六个方面，引领学生挖掘、感悟、迁移及

应用课程思政元素，做到思政课程和专业课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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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行．

１　以史联知

“联知”即连接专业知识，建构知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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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

时，关注学生认知方式的发展，教会学生建构知

识的策略与方法．一是勾连重点基础知识．在教

学过程中选取重要的但又常常被忽略的知识点

加以强化，在学习某个分支形成历程中采用提

问、讨论的方式连接基础知识．二是构建知识体

系．构建学科体系是物理学史教学课程改革的重

点，在实际教学中一般采用在黑板上绘制思维导

图的方式让学生形象直观了解学科体系，针对不

同层次的学生制定不同的目标．如电磁学知体系

可概括为：从发现电荷、大量产生电荷到使电荷

流动起来形成电流→扩展到认识电流的各种性

质，实现电和磁的统一，建立完整的电动力学体

系→促进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逐步改变和引领人

类生活．经历从现象→定量描述→学科体系→电

磁统一→广泛应用的全过程．三是扩展学生视

野．介绍相关学科的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例

如在讲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简介

自然科学的四大名著，学习粒子物理形成介绍弦

理论，广义相对论建立中引入黑洞知识．

２　以史激趣

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所学材

料的兴趣”，而兴趣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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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成就学生一生的事业．一是插入

科学家故事，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唤起其求知

欲．二是联系实用技术，引入前沿技术是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例如力学史延伸到实用

力学、建筑、高铁；电磁学史拓展到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微观物理力学介绍曼哈顿工程、核能在

解决能源危机中的作用．

３　以史育德

物理学史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教师应

充分挖掘其中的显性和隐性元素，并依托这些元

素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提

升自身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潜移默化地将挖

掘和融入思政元素的方式方法传递给学生，使学

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有所收益，并

能够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等正能量的信息传递

给更多的人．一是养成良好品德．培养学生良好

思想品德是社会道德建设和个体精神境界提高

的要求，更是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的重要任务．

二是锤炼健全人格．健全人格是指各种人格要素

的平衡，是积极自我评价的一种体现，是确保人

的才能充分发挥的前提条件，也是落实课程思政

的一个标志．通过卡文迪许的自闭、玻尔兹曼的

抑郁、奥本海默投毒等反面案例的介绍，引导学

生感受身体和心理健康同样重要．三是树立端正

的学术观．介绍哥本哈根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

学不确定关系及完备性、牛顿与胡克、莱布尼兹

的有关优先权、光的波动性与粒子性的旷世之

争，让学生从中感悟良好的学术氛围对科学发展

的促进作用．

４　以史明志

“以史明志，修身报国”是进行课程思政的最

直接的手段．一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非淡泊无

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很多人追求的人

生目标和期望达到的境界．例如：开普勒生活窘

迫，屡遭挫折，在多年拿不到工资的情况，坚持完

成恩师第谷的嘱托，坚持自己的信念，利用海量

数据高度概括出开普勒三定律．通过典型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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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学历程的介绍，让学生感知信仰的力量，引

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诱惑和挫

折面前守住底线．二是强化修身报国的情怀．爱

国精神是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是中华子孙的传

统美德，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大批的物理学家用

自己的一生谱写出了一曲曲爱国诗篇．例如：中

国物理学开山始祖吴有训、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

等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先进的实验条件，回到

一穷二白的中国，为祖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让学生感受中国科学家艰苦奋斗

的历程，体会我国走上强盛之路的曲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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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强化科学家所采用的科学研究

方法及思维过程教学，关注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

养．一是突破经典．如爱因斯坦挑战权威，用洛伦

兹变换代替伽利略变换建立狭义相对论．二是逆

向思维．如德布罗意在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基础

上，提出实物粒子的二象性从而提出物质波假

说．三是敏锐的洞察力．如查德威克得知约里奥·

居里铍辐射γ发现中性粒子，立即联想到卢瑟福

的中子预言，最后发现中子等．

６　以史增信

自信是对自己行为进行的一种积极的评价，

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标志．自信的人才能相信自己

能够实现目标，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才能克服

困难．因此自信是成功的保证，对每个人尤其是

学生至关重要．一是增强个人自信．在物理学发

展长河中，有许多物理学家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

的．法拉第９岁父亲去世，因贫困失学，１３岁开始

学徒，经过不懈的努力，成为英国皇家研究所实

验室主任，对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做出卓越的贡

献，最后荣获伦福德奖章和皇家勋章．二是增强

民族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传统和内在价值的充分

肯定，也是对自身文化发展进程和生命力的坚定

信念．［３］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对物理

学的探索从未间断过．在教学过程中重点穿插中

国物理学家的贡献．如公元前５００多年墨翟的科

学巨作《墨经》比西方对光现象的认识及记载要

早近二百年．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华裔科学

家屡次获奖；吴有训、邓稼先、王大珩等一批物理

学家在艰苦的环境下建立了我国的物理学体系．

突出我国物理学的最新成就，如力学领域的航天－

探月工程、探测火星、深海探测器等技术；电磁领

域的北斗卫星；量子力学（微观）领域的量子通讯

等 ．让学生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有为祖国感到骄

傲和自豪的自信和底气，产生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课程思政”的育人理念力求构建全员、全

程、全课程育人格局，将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１］本文结合物理

学史课程特点和教学设计思路，引领学生挖掘和

感悟其中的美好———科学精神、爱国情怀、团结

协作、社会责任．立德树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教

师锲而不舍地坚持和不断地改进，像盐（课程思

政元素）溶于水（专业课程）一样，润物细无声地

浸润于课堂教学和学生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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