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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0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0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2018年09月：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2019年01月：陈宝生部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9年10月：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2020年0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

开展课程思政背景简介

□ 高度重视 强化“立德树人” □ 深入解读 落实“培养什么人”
✓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

✓ 挖掘思政课程以外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思想和价值的引领

✓ 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实现思想和价值引领，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认识的缘起

认识的深化

认识的成型



开展课程思政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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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心”是心理，据学生认知规律，做到“入脑入心”

“信”是信仰，听党话、跟党走，树牢“四个自信”

“活”是生活，身边事、身边人，践行“知化成行”

“全”是三全，各学科、各课堂，学校“化育为人”

“书”指教材，各学科、各课堂，确保“政治正确”

➢ 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

➢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

➢ 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 选树一批课程思政优秀教师，建设一批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受众广

功能强

资源足

基础科学知识及素养养成

山西大学/4000余/学期

天文地理、“顶天立地”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优势

 作为建立世界观的科学基础，培养科学思维主要载体

 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能够起到育人育才效果

 科技兴国大国重器巨擎实例，引领学生树立家国情怀

大学物理在理工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大学物理》在课程思政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

✓ 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公共基础课程。

✓ 理学、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技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

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汇 报 提 纲

一 开展课程思政背景简介

二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1、挖元素抓融合

2、找特点炼特色

3、更新教法内容

4、试验实施效果

三 下一步工作计划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1. 挖元素抓融合

“环节的设计应该是隐形的、暗示的，而非道德讲授，否则适得其反”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精准化+适时性” → 避免“两张皮”

新时代“三全育人”视域下的大学物理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举例内容 功能 育人视角

改变世界的物理学
简介20世纪物理学的重大成就

物理学在现代高新技术中主要应用

使学生了解什么是科学

科学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

使学生领略“科技服务人类”的

大格调，大视野、提升科学素养

物理学各部分简介
力学、电学、光学、热学

相对论、量子物理

说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整体上了解大学物理的构架

突出“由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发展物理学的过程，使学生感受

到“提出问题”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科学家发

展的物理

力学《考工记》 光学《墨经》

声学《水经注》 沈括《梦溪笔谈》

宋应星《天工开物》

了解我国古代的科技方面的

成就，提升学习兴趣

灵魂一问：我国祖先涉猎科学最

早，但科学却不发展在我国古代？

我国目前相关科学

技术重大成就

量子通讯、航空航天、天琴计划、

FSAT、中子散裂源大科学计划装置
了解现代物理学方面的成就

增强名族自豪感，引领学生将个

人成长融入为国家发展、名族复

兴的进程中

科技家的生平
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钱学森、

南仁东、于敏，黄旭华等

物理学家的追求科学真理的

奉献精神，人格魅力

培养学生热爱学习、勤于思考、

勇于奉献的职业道德

功成必定有我, 功成不必在我

讲规则

宣讲一学年的上课规则，平时成绩

的判定方式，考勤方式，迟到的处

理方式期末成绩的占比

规则意识

（后续上课中严格按照第一

次讲好的规则执行，后面不

再重复规则）

讲规矩、知敬畏

大

学

物

理

绪

论

中

的

德

育

点

一堂好的绪论课是整门课程德育的开端

 强调我国在相关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

 强调成就的取得是集体努力奋斗结果

 强调成果取得是从漫长屈辱中走出来

 强调目前有“卡脖子”问题仍需奋斗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2. 找特点炼特色-1

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HIRFL）

➢ 例：带电粒子在磁场的运动

 1988年建成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是亚洲能

量最高，国内唯一的中高能重离子加速器。2017

年建成的全超导ECR离子源，是国际上性能最好

的高电荷态ECR离子源，打破了许多原本由美国

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VENUS离子源保持的

流强记录。

磁瓶（磁约束现象）

 EAST是中科院等离子体所自主设计研制的磁约束

核聚变实验装置。2018年11月12日，EAST近期

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等多项重大突破。此

次实验成果标志着我国在未来聚变反应堆实验运行

迈出了关键一步。

提炼出本学科、本专业、本课程科学精神、价值取向→知识传授+价值引领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2. 找特点炼特色-2

➢ 凝练专题，实现“日常+节点”式引导

唯物的宇宙覌、依据实践检验的认识论、辨证的方法论、对立统一的运动论等等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2. 找特点炼特色-3

我校物理学科奋斗史，国家级平台团队、杰出校友成长史→“现身说法”

➢ 例：波动光学、量子光学

Since 1957

累计承担973计划项目、863计划课题、重大仪器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国家

基金重点项目、杰青项目、优青项目、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课题近50项。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3. 更新教法与内容-1

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学生由被动学习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3.更新教法与内容-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学生为中心

“线上+线下”结合混合式教学

与时俱进教学方法，走进“千禧代”学生，让课堂氛围更有温度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3.更新教法与内容-3

面对当前形式，结合学科特点，充分激励学生主动担起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

中美贸易战 & COVID-19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牛顿力学和热力学

电磁现象的研究和经典电磁场理论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近代物理的突破

人工智能 量子通信 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

历次工业革命与物理学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最大的历史机遇

现代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科学本身就是思政”



大学物理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 4. 实施效果

为了检验在大学物理的教改示范效果，2019年12月，我们在本校2018级试点的两个非物理类专业中进行

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12份，收回问卷10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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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计划

 继续练好课程思政的三项基本功：

 在教学内容设计方面“六下功夫”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有机融入课堂教学 教育者先受教育

 做好山西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引导学生厚植爱国情怀 引导学生加强品德修养

引导学生增长知识见识 引导学生培养奋斗精神 引导学生增强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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