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科学知识体系 培养爱国主义情怀——角动量守恒定律

主讲教师：于洪杰

课程名称：大学物理 课程性质：公共基础课程

适用专业：理工类本科 所属类别：理学

一、课程简介

大学物理课程面向我校理工类本科学生开设，通过整合、

优化、重组知识结构，使学生掌握大学物理的基础理论和应

用方法，利用大学物理与其专业相关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逐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最终实现大学物理课程更好地服务专业、服务学生成长。利

用学习通平台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深度融合，显性育

人和隐性育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1.坚持问题驱动，理论联系实际、物理贴近生活等案例，

把抽象的物理问题形象化。

2.渗透专业思想、紧跟学科前沿，结合专业问题探索，

注重创新能力培养。

3.丰富课堂学习内容，强化师生互动，改变学习方式，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学习参与度。

二、思政元素挖掘与思政素材选取

大学物理课程依据学科特点以课程知识框架和课堂活

动为依托开发课程思政元素，针对学科方法、科技前沿、厚

植爱国主义精神等方面找出课程思政的切入点、教育点，突



出学科特色，梳理落实物理学知识体系中重要思政素材的育

人功能，分类安排课程思政内容，分阶段实施递进式教育。

表 1 思政元素挖掘与思政素材选取

思政教育点 思政切入点 思政元素 思政内容

科学思维

方法

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

学科

“类比法”

动量和角动量，动量定理和角动

量定理，动量守恒和角动量守恒

的类比，体现物理学中的方法论，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方法，提高学

生创新能力、创新意识。

爱国主义

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

爱国主义情怀

花样滑冰冠军为国争光，叶光富

老师太空转身，在专业领域中坚

定理想信念、增强体质、锤炼意

志、厚植爱国。

创新意识
科技前沿

知识渗透
科技报国

天宫与神舟交会对接精准，单框

架力矩陀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

使命担当。

三、课程思政案例设计与实施

案例名称：构建科学知识体系 培养爱国主义情怀——角动

量守恒定律

1.案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动量、角动量定理、角

动量守恒定律的内容与成立条件。

（2）应用角动量守恒定律分析和解释生产生活和工程

中的转动问题。

能力目标：

（1）会计算刚体绕定轴转动的角动量。



（2）会应用“类比法”、“对比法”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价值引领目标：

（1）培养学生善观察、勤思考、重分析的科学精神。

（2）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3）利用类比方法，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学习

方法。

2.教学组织与实施

以引入实际问题-抽象物理模型-结合专业应用的形式

加强物理知识基础，融合专业需求。学生通过学习通、学习

手册资料进行自主学习，了解知识来源、形成过程，完成预

习任务并上传至学习通。教师根据 “学情”设置问题，以

团队形式研讨学习，双抽小组代表汇报。并结合专业案例、

科技前沿案例，深入探究和延伸拓展知识。课后通过开放实

验室进一步探究研讨，固化知识。从课程思政库中选择思政

元素自然融入，突出课程思政在课堂育人中的重要作用。



表 2 角动量守恒定律教学组织与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检查

预习

任务

教师通过学习通提前布置

学习任务，课前检查，总

结问题

学生通过学习手册完成

学习任务并拍照上传至

学习通

图 1：学生上传学习任务

截图

习惯养成育人，注重培

养学生在“问题”中学

习的能力

导入

新课

播放视频：天宫课堂王亚

平太空授课及花样滑冰视

频

提出问题：叶光富老师在

动作变化过程中，为什么

收拢双臂和双腿？

学生观看视频，积极思

考教师提出的问题

图 2：太空转身视频截图

播放天宫课堂太空转

身和花样滑冰视频，点

燃学生的科学兴趣和

梦想，激发学生爱国主

义情怀。

图 3：花样滑冰视频截

图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教师启发

式教学

讲解

角动量

教师根据学习手册的预习

任务

提出问题：描述物体的转

动时，为什么要引入角动

量概念？

抽取小组汇报，小组点评，

教师总结，转动与平动类

比学习

学生根据课前小组学习

任务预习刚体角动量的

定义，对比学习质点的

角动量和刚体的角动量

物理学科方法：类比方

法，加强物理方法的学

习与培养

图 4：平动与转动对比

师生

互动

角动量定

理

1.类比质点动量定理，引

导学生推导刚体定轴转动

的角动量定理。

2.教师提出问题：角动量

定理的启示？

1.学生推导刚体定轴转

动角动量定理。

图 5：动量定理和角动量

定理对比

2.学生思考角动量定理

给我们的启示。

1.物理学科方法：类比

方法

2.事物通过量的积累

可以引起质的变化。在

团队中，每一个人都应

该牢记爱国使命，为祖

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思政

角动

量守

恒定

律

1.类比质点动量守恒，引

导学生推导角动量守恒定

律及其条件。

2.拓展几个物体构成系统

角动量守恒问题。

1.学生积极思考，回答

教师提出的问题。

2.学生分组讨论，回答

教师提出的问题。

物理学科方法：类比法

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

动量守恒、角动量守

恒，守恒思想类比学

习。

课堂

互动

1.花样滑冰运动员做动作

时要将手脚都收回，转速

将如何变化？为什么？

2.结合机械专业齿轮啮合

问题举例，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结合天宫与神舟

对接案例拓展问题。

3.角动量和动量知识类比

图 6：动量与角动量对比。

1.学生通过学习通全员

参与。

2.学生分组讨论后，双

抽代表到黑板前展示并

讲解思路。

图 7：学生课堂展示

3.学生根据教师设计的

问题填空大比拼活动。

1.科技前沿：激发学生

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

和使命担当，培养创新

意识。

图 8：天宫与神舟交会

对接

2.物理学科方法：类比

法，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

3.教学效果分析及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分析：

（1）导入新课，提出为什么引入角动量问题时，通过



王亚平太空授课视频点燃学生的科学兴趣和梦想。

（2）讲解角动量、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时采

用类比学习方法，注重知识之间的迁移，抽象物理概念的引

导，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物理学处理问题的学科思维和思想方

法。

（3）讲解角动量守恒定律及应用时，通过花样滑冰运

动员的动作技巧视频展示，使学生感受到科学技术设计的美

妙逻辑，体会体育运动员不懈努力的个人追求和为国争光的

精神品质。

教学反思：

（1）问题的解决是新知识的构建过程，角动量守恒定

律这节课采用问题驱动，层层深入剖析问题，有利于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

加强课堂“问题”类型的设置、分析及深入互动。

（2）课堂互动环节采用“类比法”时时引导学生学习

并运用，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更适用，取得了明显

的效果。同时进一步加强提升课堂互动环节“类比法”的引

导、理解和运用。

4.教学创新

（1）通过天宫课堂、花样滑冰、天宫与神舟对接等前

沿内容，融入兼顾前沿性、趣味性、典型性的课程思政元素，

实现育人效果入脑入心。



（2）渗透类比方法、逻辑思维、科学精神、爱国情怀，

通过课堂知识之间环环相扣的推导、视频资源展示等教学，

实现显性育人和隐性育人相结合。

（3）结合专业中齿轮啮合实际问题，采用问题驱动教

学方法，实现公共基础课服务专业的目的，同时，公共基础

课紧跟前沿科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5.课程思政的理念与内涵

（1）物理学中的模型法、类比法等是最接地气的思政

教育切入点。对比动量、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讲解角动

量、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的建立过程，引导学生领

悟物理学中的科学思维方法。

（2）物理学中的实践案例是提升逻辑思维能力的思政

教育切入点。结合角动量守恒定律知识点及应用实例，介绍

天宫课堂和花样滑冰案例应用中的物理知识，激发学生强烈

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物理学中的科技应用现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

是最有力的思政教育切入点。结合我国科技发展前沿天宫课

堂，培养学生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6.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1）创新融合教学目标：系统融入物理学科中的类比

法，通过类比法的应用，即讲清楚基本概念，又逐级提升和

扩展知识，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将爱国主义情怀、创新意识



等思政元素，通过花样滑冰冠军为国争光，航天员报效祖国

等案例融入教学。

（2）创新融合教学方法：通过播放天宫课堂、花样滑

冰视频的方式，介绍航天员、花滑运动员的事例，充分发挥

爱国主义情怀人格力量的作用，激发学生科学兴趣。在知识

传授过程中，以我国天宫与神舟对接案例，融入展示科技前

沿知识，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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