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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化实施思政教育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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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课程思政是高校加强思政育人$坚持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高校专业课程是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 在

"无机化学#专业课程教学中!挖掘章节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课程思政全程化教学的实践!并结合辅导和适时

讨论!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使"无机化学#专业课

程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现有机统一!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思政教育&价值引领&"无机化学#教学&全程化

中图分类号#502!444文献标志码#6444文章编号#!012

3

"**2$$%$#%%#

3

%%!2

3

%0

4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

根本任务' $%!0 年 !$ 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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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开创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主要是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哲学课程的单独授课#

存在思政育人形式单一的,孤岛化-问题' 仅依

靠思政课堂开展党的教育政策(核心价值观及意

识形态等的教育无法满足思政育人的要求#思政

教育应时时处处体现在大学生学习的所有课程教

学环节中#也就是要实现课程思政育人全程化'

就课程思政而言#目前的状况是#部分教师课程育

人能力欠缺#教学形式及方法缺乏创新#教学设计

不足#专业课程思政资源尚未充分挖掘利用#课程

思政效果评判机制有待明确和健全)$*

'

为实现课程思政育人全程化#专业课与思政

理论课必须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 湖南科

技大学正努力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构建

,三全育人-格局#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教学全过程)2*

#

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有

正确的思政育人理念#要深入教材仔细研究#在专

业课程教学中设计专业知识传授与政治思想引导

相结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充分发挥高校

专业课堂优势#努力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政教

育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这对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

量#培养高校学生成为民族复兴的开拓者和建设

者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无机化学-是我校化

学(化工(制药(应化(材化等专业大一新生的必修

课程#其内容含有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 刚入大

学的新生有探索新知识的好奇#又有面对新环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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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虑#及时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

因此#充分利用课程中的思政教育资源进行正确

的引导#对大学新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影

响深远'

通过,无机化学-课程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

化学学习的思维方式#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培

养其逻辑思维和创新理念#使其养成科学的思维

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根据各个单元的知识点#恰当地融入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以课程为载体#将,无机化学-课程自

身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在讲授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开展道德素养和思想意识方面

的教育#将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结合(特殊性和规律

性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不仅有利于学生

专业知识的掌握#还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核心

价值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发挥课程育人的重

要作用'

!4课程思政建设在教学实践中的探索

!)!4以科学家的先进事迹为引导&激发学生科研

报国的使命感

教学案例 !#原子结构

教学内容!鲍林近似能级图及周期表中周期(

族#原子核外(离子核外电子排布的徐光宪规则'

元素周期表中第
$

K族的钪(钇和镧系的十五种

元素被称为稀土元素' 镧系元素原子结构变化在

2]电子层上#其电子排布极为相似#故而其化学

性质相近#很难分离' 镨(钕是稀土元素中最难分

离的两种元素#国外常用离子交换法进行分离#但

速度慢#成本高'

$%世纪 1%年代#徐光宪教授带领团队致力于

,稀土元素分离-研究' 经过无数次实验#徐教授

发现稀土溶剂萃取体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基

本规律#提出了,串级萃取理论-#掌握了分离难度

最大的镨(钕两种稀土元素的分离技术#此项技术

成本低(分离快(纯度高#其纯度可达 77)77e' 徐

教授还设计了一整套工艺流程#把这项技术完美地

应用于大规模的生产实践中)"*

#使我国稀土分离技

术水平和产业化水平跃居世界首位#使中国不再只

是以,猪肉价-出售稀土原矿#成功实现了从稀土

资源大国向稀土生产(出口(应用大国的逆袭' 在

稀土领域#徐教授带领团队创造了,中国传奇-'

思政教育融入点及达成的思政育人效果!

徐光宪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

,稀土之父-#他崇高的爱国情怀让国人肃然起

敬#他卓越的科研成果令世人赞叹'

通过介绍徐光宪院士分离镨钕元素的典型事

例#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学习兴趣(科学热情(不

畏艰难(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努力钻研科学(为国

争光的大无畏精神'

!7"!年徐光宪先生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

士学位后#原本可以在那里获得优厚待遇和大好

前程#但他心系祖国#毅然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拦#

回到了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养育之地#投身于新

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他说!,如果没有抗美援

朝#或许还会在美国多待一段#但我是中国人#无

论如何也不愿意留在一个和自己祖国敌对的国家

中'-

)"*曾有人不解地问#他们抛弃已有的成就及

令人羡慕的收入和地位#不顾一切地回到祖国#为

的是什么'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他们将自

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牢牢地系在了一起' 这是

何等伟大的爱国情怀2 我们缅怀先辈科学家的伟

业#崇敬之心油然而生#爱国之情也悄然入心#这

就是生动而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案例 $#酸碱平衡

教学内容!近代化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案

例///,侯氏制碱法-' !7$! 年获得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侯德榜先生毅然决然地放弃

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承建碱厂并担负技术

重任' 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通过无数次的实验#

他在传统氨碱法的基础上改变制碱设备与工艺#

终于在 !72%年生产出重要的化工原料优质纯碱'

这一成果彻底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纯碱的垄断#在

此之前#纯碱在中国贵如黄金' ,侯氏制碱法-这

一专利本可为他创造万亿家财#但他放弃了#目的

是让所有人都用得起肥皂' 侯德榜先生的,侯氏

制碱法-使制碱和合成氨两大生产体系结合#缩

短了生产流程#提高了原料利用率#减少了污染#

降低了纯碱和氮肥的生产成本#这是化学工业史

上辉煌的一页)0*

' 侯德榜先生还和其他中国科学

家一起发明了更加高效低廉的,侯氏制碱法-#这

一成果开启了中国工业史新纪元' 侯先生曾说!

,凡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办到的#我们黑头发

黑眼睛的人也一定能办到'-

)1*侯先生始终牢记

自己是中国人#面对鲜花和掌声时#他平静地说!

,我的一切发明都属于祖国2-他为我国的化工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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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呕心沥血#奋斗不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思政教育融入点及达成的思政育人效果!

侯德榜先生是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杰

出的化学家#他为我国的化工事业贡献了毕生的

精力' 他伟大的爱国热情及无私奉献(严谨治学(

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

典范' 教师将化学史实导入课堂#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也让学生感受到侯德榜先生的卓

越贡献及其他伟大的人格魅力' 通过学习侯德榜

先生的光辉事迹#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

为祖国建设努力奋斗的精神' 同时#通过介绍他

在化学工业上的巨大成就#让学生体会学好化学

的重要性#并促使学生提升化学学习的主动性'

这点点滴滴的事实无不在学生们心中打下深深的

烙印#这种思政育人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真正润

物于无声之中'

!)$4以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为引导&培养学生

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4挖掘化学平衡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大局观念

化学平衡是指可逆反应中#正反应速率等于逆

反应速率#反应物浓度和生成物浓度都不再改变的

一种状态' 化学平衡是有条件的平衡#当外界条件

发生改变时#平衡发生移动#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

的平衡' 在,化学平衡-教学中#教师结合化学平

衡原理#将平衡的观念延伸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上'

一个人如果物欲过强#极易心态失去平衡#甚至容

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从而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但

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自己的内心都应该有,平衡-#

有大局意识#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

教师可在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平衡-#如中

国首席科学家屠呦呦不计较个人名利"心态平

衡$#多年默默从事中药研究#终于研制出治疗疟

疾的药物青蒿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数百万人的生命' 以先进事迹为例#引导学生形

成平衡的心态#正确对待个人得失#正确对待个人

与国家的利益关系'

!)$)$4挖掘热力学中的思政元素%启迪学生形成

终身学习意识

热力学有开放(封闭和孤立三种系统' 在学

习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时#学生会了解

到熵是表示系统混乱程度的物理量' 在孤立系统

中#系统的混乱程度会自发地不断增大)**

' 教学

中#教师向学生介绍熵增定律不只存在于热力学

中#同样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人们如果能当天解

决所有问题#就不容易被生活所困顿' 当人们放

弃解决问题时#那些问题就会变成无数的问题依

然困扰着他们' 但是#在非孤立系统中#如果有外

部能量的注入#系统的混乱程度就会下降#从而实

现熵减' 因此#我们应!"!$开放系统' 一直保持

与外界的交流状态#多出去走走#汲取新的知识#

开拓视野#认识新的朋友#拓展新的生活圈子.

"$$寻求外力做功' 保持清晰的思绪#学会分清

主次#主动寻求外力做功#今日事今日毕#将矛盾

化解在萌芽状态' 熵减的过程是痛苦的#但熵减

是使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最有效的做法' 熵增定

律给我们启示!人不进则退#需要不断地奋斗2 在

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使学生理

解孤立系统中体系自发进行的判据是熵增#让他

们懂得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应保持开放系统#寻求外力做功#勇敢面对#奋发

向上#树立积极上进的人生观'

!)$)#4挖掘配合物中的思政元素%培养勇敢担当

精神

在学习配合物的手性时#教师可与学生讨论!

分子式相同的物质是否性质完全相同+ 以治疗帕

金森综合症的特效药左旋多巴为例#分子式相同(

结构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性质' 在配合物中#

具有不同手性的物质#其药理功能相差非常大#所

以合成具有特定手性的药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70* 年#美国科学家威廉1诺尔斯使用过渡金

属对手性分子进行催化氢化反应#最终获得具

有所需特定镜像形态的手性分子#使得治疗帕

金森综合症的特效药左旋多巴价格直线下降#

大大地减轻了帕金森氏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他

的发现开拓了分子合成的新领域#对学术研究

和新药研制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在的手

性药物疗效是原来药物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威

廉1诺尔斯也因其在手性分子催化领域的巨大

贡献荣获 $%%! 年诺贝尔化学奖)7*

' 这个例子

可以让学生们认识到#同分异构体性质相差巨

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在工作中一定要

细心#严格以实验数据为依据' 在科研工作中#

研究者不仅要有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科研精

神#还要有严谨务实的科研态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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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挖掘过渡元素中的思政元素%加强环境保

护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环境保护是全体公民共同的责任' 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要抓住讲解元素化学性质的机会#加

强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

当' 例如#在讲述
%

K元素性质时#可以讲解镉(

汞的危害' !7!$年#日本中部的神冈矿区附近出

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新疾病///,痛痛病-# 经研

究于 !70!年确定该疾病的元凶是矿场含镉的废

料)!%*

' !7"0年#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出现了一种

怪病叫,水俣病-#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是

含大量汞的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公害病' $%!!

年#云南曲靖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铬元素$!陆

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非法倾倒工业废料铬渣#共

造成倾倒地附近农村 11头牲畜死亡#导致附近村

庄变成了,癌症村-

)!!*

' 这些案例无不触目惊

心#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

重的#我们要时刻引以为戒2 教师可通过这些公

害事件#强调实验废弃物一定要分类回收#处理之

后才能排放'

在学习原电池正负极反应时#应提醒学生常

用的干电池中含有重金属离子#不能随意丢弃#而

应集中回收' 在讲解氧族元素性质时#可介绍臭

氧层可以吸收紫外辐射#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

远紫外辐射的伤害' 近年来#人们大量使用氯氟

烃(溴氟烷烃(四氯化碳(甲烷等化学物质#加速了

对臭氧层的破坏#臭氧层被破坏后吸收紫外线辐

射的能力大大减弱#导致人体免疫力降低#此外#

紫外线破坏了植物的生长和生态环境#加重了温

室效应' 教师可在课堂上让学生分组讨论臭氧层

保护的方法#教育学生尊重自然#爱护青山绿水#

培养学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环境保护意

识#使学生懂得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是相

互依存的#像共轭酸碱对相互依存一样#和谐社

会(良好生态的创建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每个人

都责无旁贷'

!)#4在教学内容中引入我国化学化工领域的巨

大成就&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求知欲

化学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基础

性行业#也是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见证者和亲历

者' $% 世纪 "% 年代以来#新中国化学工业在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工农业生产(满足人民生活

需求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役中#化

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口罩制作材料(核酸检

测材料(新冠疫苗(各种消杀用品(肥皂及治疗新

冠的药物等#都包含了,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知识' 这些都可作

为化学教学的生动实例#在彰显化学强大魅力的

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由此激发他们学好化学的兴趣'

"$$我国科学家钱逸泰(李亚栋利用水热/

溶解热法成功合成了非晶态碳的金刚石' 该成果

被世界科学家评价为,稻草变黄金-' 科学家们

的精神品质及其顶尖成果大大增强了学生走上化

学学科道路的自信心#促使他们树立为化学事业

奋斗的远大理想和信念)!#*

'

"#$在学习配位化学时#教师可以著名化学

家游效曾院士立志,要把中国无机化学落后的时

间抢回来-的事迹为例开展思政教育' 游院士在

我国首次提出了,光电功能配合物-这一全新研

究课题#他开展了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

影响世界的巨大成就#为我国配位化学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促进了我国结构化学(配位化学(量子

化学等的教学与普及#推动我国化学走到世界化

学前沿)!#*

' 游效曾院士热爱祖国(崇尚科学(严

谨求实(无私敬业的崇高精神无疑能激励后学#引

领莘莘学子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的化学

和科教事业'

$%世纪 "% 年代以来#我国化学领域取得的

巨大成就举不胜举#这些事实让学生不仅充分感

受到祖国的日益强盛#更感受到我国化学工业的

飞速发展#他们纷纷表示在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学

习化学知识#为祖国的化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4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分析

以上仅仅是全程化思政育人实践中的教学案

例举例'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只要善于挖掘#就能

挖掘到思政元素#只要善于用心#就能使这些思政

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使课程教学和思政育

人效果最大化' 这些案例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

只有胸怀远大理想(宏伟抱负#立志报效祖国#勇

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才会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

科学家们之所以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就是因为他

们长期在进行艰苦卓绝的研究和探索' 这些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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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学生在往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刻苦钻研(

勤奋工作(善于思索(勇于追求'

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是显著的' 通过学习和

讨论#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具体体现在!学生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

提问发言更加踊跃#思维更有深度和广度#做作业

和实验时更加认真严谨#在实验中体现出强烈的

探索精神而不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考研的学生有

明显增加#有些班级考研人数达到 "%e以上.学

生关心国家命运和科技发展的使命感更强了.部

分同学能主动搜索生活中的化学事例并整理出分

析报告提交老师#同时#针对报告中的某些个案自

发组织专题讨论#各抒己见#收获满满#既提升了

学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技能#又强化了化学师

范生的口头表达能力)!2*

.有些同学自发组成研讨

小组或参与老师的研究课题#大胆提出设想#构思

方案#通过实验解决问题.有同学就某专题撰写学

术论文#科研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通过,无机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基本实

现了在知识传播中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和在价

值传播中丰富学生知识底蕴的双重育人效果#同

时也提升了专业教师的德育意识及其 ,传道-

,授业- ,解惑-的能力'

#4结语

在,无机化学-课程教学中#我们深深感受到

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如果偏重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而淡化德行的内化育人功能#学生的核心价值观

和道德情操将不能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而得到提

升' 如此#高等教育只能培养大量,高精尖-的,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很容易在各种利益和诱惑

面前失去正确的判断力而迷失方向' 尤其是现代

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和渗透导致社会文化形态和

人们思想的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当前百年未

遇的大变局中#各种意识形态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日

趋白热化' 而现在的大学生大多心理尚未成熟#看

问题容易片面#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容易在负面

环境中丧失理想信念#迷失方向' 这就是,培养怎

样的人-的重大问题' 而单纯依靠政治理论课的学

习不足以达到思政育人的理想效果'

全程化渗透思政教育元素#以我国科学家不

畏艰辛(勇往直前(报效祖国(无私奉献的光辉事

迹为例#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及其科研报国的使

命感' 将,青山绿水- ,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时代

精神的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启发学生树立环

保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既活跃了课堂#拓

宽了学生视野#又提升了学生境界'

当然#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全程化融入思政育

人元素并非一蹴而就的#尚未达成理想效果' 首

先#高校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思政育人观念#努力成

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及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 教师要

认识到高校课堂不仅是知识传授的舞台#更是价

值引领的阵地#因此#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使课程思政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培养出有益于国

家的优秀人才#让我们的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我们要加强自身课程思政能力的建设#努力

成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个人行为规范的实践者#

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人类文明的传承

者-的美称' 因此#必须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理

论修养(教学技能及其挖掘思政元素的能力#从而

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提高,课程思

政-的教学艺术#增强,课程思政-的说服力(亲和

力和有效性#做到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思想政

治教育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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