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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高中阶段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加强高中阶段课程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的

重要环节# 针对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缺乏"思政教学案例不足等问题!提出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分类及来源"课程

教学思政融入方式!并展示部分教学内容的思政素材!同时以原电池为例展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为高中化学课程思政

素材收集"思政元素挖掘和教学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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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1拔节孕

穗期2#这一时期青少年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

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

% $%!&

年#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国

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把立德树人融

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

环节($)

% 因此发挥各门课程在思政教育方面的

作用势在必行%

对于高中课程思政的实施#不少学者也提出

了一些建议% 陈冰冰等(+)认为高中化学课程肩

负育人使命#并以钠与水反应的课程思政教学为

例#探讨了课程思政与高中化学课程有机融合的

思路与方法+董乐乐等(")提出在物理课程教学

中#要协同学校*教师*学生*教学环境和教学结果

的评价五方面的作用#落实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

董龙鑫等人(#)探讨了物理化学绪论课教学中融

入课程思政的方法和措施+王佥崇(2)从提升对中

学教师课程思政素养的培养角度出发#提出通过

明确教师课程思政定位#激发教师积极性等推动

中学课程思政教育+谢小红等(3)提出在数学课程

教学中#注重学生情境体验*多媒体思政素材的引

入等有效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中学数学课程+杨主

爱(,)提出将课程思政融入高中生物科学史教学%

此外一些学者对于高等教育的课程思政研究也同

样适用于基础教育!例如何玉海(&)倡导讲授*对

话*交往*服务&四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建立评价体系+邱伟光(!%)认为课程思政的建设教

师是关键*教材是基础*资源挖掘是先决条件*制

度建设是根本保障+赵继伟(!!)详细辨析了&思政

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辩证关系#指出两者角色

迥异*方式"显性和隐形$不同#但功能归一等等%

基础教育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课程思政

存在明显的不足% "!$学校*家长*教师和学生存

在重智育*轻德育的观念#缺乏对思政教育重要性

的认识+"$$思政教育的评价体系不完善#效果难

以衡量#导致课程思政评价机制缺失+"+$中学教

师教学任务重*教学时间紧#在收集与教学内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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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的思政素材方面存在困难+""$涉及基础教

育的课程思政研究较少#特别是缺乏课程思政素

材和教学案例#课程思政成了&无米之炊'%

随着&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理念的

落实#对于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地位

已达成共识(!$)

% 而高中课程思政的素材较少*思

政教学案例缺乏等就成为制约课程思政的主要因

素之一% 本文以高中化学课程思政为例#分析了

思政素材的来源与类型*课程思政设计原则#并以

高中化学原电池的教学为例#提供了课程思政案

例#为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的素材收集*挖掘和教学

提供了参考%

!5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类型与来源

&化学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组

成*结构*性质*转化及其应用的一门基础学科%

化学与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的关系密切#也是材料

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和信息科学

等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基础#是揭示生命奥秘的

核心力量'

(!+)

% 化学在促进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因此化学学科是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弘扬科学精神*促进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学生思想政治*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

!*!5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的类型

根据化学学科本质价值*社会价值与育人价

值(!")

#高中化学思政素材可以分为以下类型!化

学与人类社会发展*化学与日常生活*化学与生产

实践*化学史料*化学家精神和情怀% 此外#为了

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坚定四个自信

等思政品质#将化学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化学与我

国社会发展的素材单独分类%

"!$化学与人类社会发展5化学在人类社会

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促进人

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例

如!氨气的大规模工业制备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

量+药物的合成减少了人类遭受疾病的痛苦并延

长了人类的生命+弗莱明 "7OHRI0'HJYOHL)0K#

!,,!,!&##$发现了青霉素#英国病理学家弗劳

雷*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进一步研究改进#使人类

首次合成了一种具有强大杀菌作用的药物#结束

了传染病几乎无法治疗的时代+电池的发明促进

了电子设备的普及#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等等+

PV7结构的测定促进了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

这些素材可以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文化

观#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使命感#是课程思政的优

质素材%

"$$化学与日常生活5人们的日常生活蕴含

大量化学知识和原理#可以挖掘这些素材中所蕴

含的思政元素% 例如!食品科学可以帮助人们更

好地安排膳食+洗涤剂帮助人们快速清洗衣物+消

毒剂可以杀灭细菌防止病毒传播+阿司匹林等药

品的使用极大地减轻了人类遭受疾病痛苦等% 这

些素材可以启发学生在享受化学带来的巨大便利

的同时#激励学生更重视科技创新#不断去开发新

的产品#造福人类%

"+$化学与生产实践5化学学科不断地创

造*开发新的物质#同时通过生产各类产品以满足

人们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例如!大多数的生产原

材料也需要通过化工生产提供#例如钢铁*燃油*

塑料*橡胶*化纤等+化肥和农药生产极大地提高

了粮食的产量+化工生产也满足了人们多元化*时

尚化的着装需求% 这些生产情境展现了化学学科

的价值#从中也可以挖掘科学家的探索和创新精

神等思政元素%

""$化学史料5化学史料中蕴含着丰富的知

识和智慧% 从化学原理形成的历史背景*发展历

程*现状和未来趋势等方面搜集素材% 例如在探

究原子结构时#可以引入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科学

家提出的原子模型!道尔顿在 !&%+年提出实心球

体模型+汤姆逊在 !&%" 年提出了葡萄干蛋糕模

型+卢瑟福在 !&!! 年提出了行星模型+波尔在

!&!+年提出了电子运动量子化原子结构模型*海

德堡电子云模型等#从中体会人类认识物质世界

的过程与曲折% 在学习有机物合成时可以引入天

才有机化学家伍德沃德的故事#其合成了胆固醇*

硫胺嘧啶*生物碱*叶绿素和维生素 ?

!$

等多种结

构复杂的天然产物分子% 这类史料可以增强学生

对于科研探究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化学家的精神与情怀5在化学学科的发

展过程中#无数的科学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展现了卓越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 中国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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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侯德榜"!,&%,!&3"$拒绝国外高薪待遇毅然

回国#经过不懈努力#突破日本*德国技术封锁#揭

开了苏尔维法的秘密#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

工艺,,,侯氏制碱法以及碳化法氮肥生产新工

艺#促进了我国制碱工业和化肥工业的发展% 当

代杰出化学家黄耀曾"!&!$,$%%$$积极投身国

防*医药*化工工业等多个领域#直至八十多岁高

龄仍然坚持科研工作#先后合成了金霉素*西力生

杀菌剂*高爆速塑料粘结炸药*电刷镀液等我国急

需产品% 这些素材可以激发学生的奋斗精神和使

命感#培养学生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2$化学与中华文明的发展5化学学科对中

华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例如!葛洪

"公元 $," 年,公元 +"# 年$在炼丹过程中不断

积累物质变化的知识和功能#把炼丹的药物引入

医药#用来治疗疾病#其-肘后急备方.等医药著

作流传至今% 蔡伦"约公元 2+ 年,公元 !$! 年$

发明的纸张#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了

解我国从古至今在化学领域的成果#可以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等#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3$化学与我国社会发展5我国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成就也离不开化学学科的贡献% 我国用

有限的资源解决了 !"亿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

本生活保障#完成了脱贫攻坚的初步任务#极大地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例如我国化肥*农药*钢

铁*煤炭*化纤*药品*电池等产量已跃居世界第

一% 这些素材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强&四个

自信'#是厚植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思想情怀的

典型素材%

!*$5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的来源

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可以通过下面的途径

获得!

"!$ 化学教材和专业书籍5新修订的-普通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3 年版$.

(!#)明确提出教

育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并要求在教材中

增加大量情境素材% 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

行的普通高中化学实验教科书中设置了科学视

野*科学史话*实践活动*资料卡片等栏目% 这些

栏目提供了化学史料*科学家的故事*科学研究*

化工生产*化学与生活等情境素材% 大中专教材

和专业书籍除了学科知识#也有丰富的化学史*化

学与社会*化学与环境*化学与日常生活等大量素

材#其中很多素材可以作为思政素材%

"$$ 试题试卷5基于情境的命题已经成为落

实立德树人*发展学科核心素养*测评学生能力的

重要手段和实现形式(!2)

% 大量的试题涉及化学

在环境保护*医药*新材料*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

等领域的应用% 例如 $%$! 年高考化学试题展示

了化学科学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全国乙卷第 3题以碳中和为情境#考查如何

利用化学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全国甲卷第 $,

题和第 +# 题#以被形象地称为&液态阳光'计划

的千吨级太阳能燃料合成项目为情境#呈现硅晶

体太阳能发电*电能分解水制氢气*氢气再与二氧

化碳反应制备甲醇燃料的技术#展示了我国科学

家在绿色发展和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创新成

果(!3)

% $%!&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高考评价

体系.

(!,)

#明确提出情境是实现考查内容和考查

要求的载体% 因此试题中的情境素材也是思政素

材的重要来源%

"+$ 新闻热点5关注热点新闻#例如近期美

国对我国一些企业的芯片禁运*与芯片生产有关

的光刻胶*大尺寸硅片*研磨剂国产化等%

""$ 学术期刊5阅读学术期刊#关注化学学

科最新进展#以及这些科技对于个人和社会所带

来的巨大影响% 例如可以从当前的研究热点二氧

化碳催化还原为有机产品*水光解制备氢气并作

为燃料电池氢的来源+新冠病毒的蛋白质测序*疫

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等科技论文#让学生了解科

技前沿#培养学生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 与同行和专家交流5通过与同行*课程

思政方面的专家交流#获取思政素材#挖掘思政

元素%

!*+5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的收集

对搜集到的素材进行分析整理#采用文献整

合*归纳概括*演绎推理*辩证思维等方法#深入挖

掘素材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4

$%)

%

例如#基于上述思政素材搜集方法和素材来

源#我们整理了部分中学化学思政素材#由于版面

所限#表 !仅列出部分思政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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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高中化学思政素材"部分#

章节 教材案例 素材类别 思政元素

绪言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蕴含着丰富

的化学知识
化学史实

探索精神*历史观*文化观*

民族观

绪言 中国科学家首次用化学方法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化学史实 科学精神*爱党爱国教育

绪言 我国的煤液化技术和项目 生产实践 民族自豪感*科学探究精神

氧化还原反应
!33"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提出的燃烧氧化学说*!,#$年英国化

学家提出化合价的概念
化学史实

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观*科

学探索*探索精神

氧化还原反应
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有关火法炼锌的工艺记载*西

汉刘安组织编撰的-淮南万毕术.中有关湿法炼铜的工艺记载
化学史实

民族情怀*文化认同*科学探

索*辩证唯物观

氧化还原反应 我国钢铁*金属铝*铜*稀有金属产量跃居全球第一 建设成就 四个自信*爱国爱党*使命感

氯及其化合物 数字化实验,次氯酸的光照分解 科学研究 科学探究*科研精神

氯及其化合物
!,世纪 3%年代#瑞典化学家舍勒发现氯气*!,!%年英国化学家

戴维确认氯为新的一种元素
化学史实 辩证唯物观*科学精神

氯及其化合物
次氯酸作棉*麻和纸张的漂白剂*次氯酸盐漂白棉*麻*纸张#并

用做游泳池等场所的消毒剂
日常生活 科学探究*科学精神

金属材料 关于中国研制的超级钢的简单介绍 科学研究
科学精神*民族情怀*责任感

和使命感

铁及其化合物 春秋初年#秦国,,,铜柄铁剑*战国,,,长方形铁炉 化学史实 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

铁及其化合物 人体中的铁元素 生活时事 科学探究*科学精神

金属材料 中国,,,超级钢 科学研究 科学精神*民族自豪感

新型合金
钛合金*耐热合金*形状记忆合金等新型合金用于航空航天*生

物工程*电子工业领域
科学研究

科学精神*使命感*社会发

展观

新型合金 储氢合金用于以氢气为燃料的汽车 科学研究
科研精神*社会发展*绿色

发展

元素周期表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 化学史实 辩证唯物观*科学精神

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的发展历程 化学史实 辩证唯物观*历史使命

$5高中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原则

课程思政要在挖掘课程内容所蕴含的思政元

素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将所挖掘的思

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实现课程在思政教育

和知识教学上的有机统一#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

践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

"!$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应自然贴切5教师根

据教学内容#搜集与教学内容贴切的思政素材#挖

掘思政元素% 同时根据学科特点#对课程内容重

新梳理和再造#以确保知识能力要求与思政素材

的统一%

"$$思政融入教学应遵循教学规律5在思政

融入的教学方法上#可采用案例教学*问题教学*

启发式教学*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情境教学*

项目式教学等% 在教学环节上#可以在新课导入*

课堂活动*课后实践*课后反思等环节增加与思政

有关的情境+教师还可以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充分

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例如通过创设问题情境

等去思考问题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实现

对学生的思政教育%

+5高中化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鉴于高中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的缺乏#本

文以高中&化学反应与电能'教学为例#设计了课

程思政的教学案例#如表 $所示%

"5结语

加强高中阶段课程思政教育#是落实&教育

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 本文以高

中化学课程思政为例#提出从化学与人类*日常生

活*生产实践*社会发展*科学家精神*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成就等方面搜集和挖掘思政素材#同时以

高中化学反应与电能第一节内容,,,原电池的教

学设计为例#结合课程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育人

目标进行高中化学课程思政%

%+



第 #期 刘万强#等!高中化学课程思政素材与教学设计案例

表 $5%化学反应与电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化学反应与电能

教学目标

55素养目标!!*通过实验了解原电池组成#正确判断原电池的正负极+$*形成原电池的概念#探究原电池的构成条

件#理解原电池的工作原理++*学会原电池的电极反应和电池总反应的书写

思政目标!!*通过原电池的发明史#让学生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培养学生科

学精神和创新意识+$*通过介绍电动汽车及其在我国的产业现状#增强民族自豪感++*设计探究实验#培养学生逻辑

思维的思维能力#能够坚持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

教学流程

555环节一6引入新课

!,%%年#科学家伏打将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分开浸泡在盐水中#然后在两个金属板之间竟然检测到了电流#这

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块电池#后来人们把这一装置命名为伏打电堆% 目前#电池已经广泛使用在各种电器和电子设

备中% 这些设备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那么原电池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

5环节二6探究原电池装置的工作原理*构成条件

5活动一6探究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完成下面 +个实验

!*探究实验!<0与ZS插入稀硫酸后的现象并解释

$*设计实验#验证电路中有电流通过

+*探究原电池的构成条件

5课程思政切入点6中国计量研究院的胡衍瑞研究员受洗衣机甩干机启发#经过 "% 多年潜心研究#依据离心原

理及溶解重结晶原理#采用独特的制造技术#制成了不怕震动*耐冲击甚至可以倒置的高稳定性标准电池#使得稳定

性和测试精度都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

5环节三6 化学电池的应用

5课程思政切入点6近年来#为了减少ZB

$

排放和对石油资源的依赖#我国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 电动

汽车以二次电池为储能装置#可以使用清洁能源#既可以助力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减少二氧化碳的减排#

又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

5环节四6 课堂小结

!*锌,铜原电池

$*原电池的构成条件

+*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5课程思政切入点6随着新型电池的发明和性能的不断完善#电池技术的进步将为人类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

便利#同时也为节能减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们需要性能更好的电池#同学们要勇于担当#为电池性能提升贡献自

己的智慧和力量

55将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课程教学中#促进高

中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教育是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环节% 课程思政不仅仅是在课堂教学中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应将思政教育融入学校

教育的各个环节#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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