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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纤维化学实验》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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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植物纤维化学实验》是轻化工程及相近专业的一门

核心实践课程，以强化学生分析和解决制浆造纸工程相关问题综

合能力、扎实学生植物纤维化学理论知识、提升学生思政素养为

目标。本文重点聚焦思政育人内涵，充分挖掘课程思政要素，并

通过教学设计将其有机融入到教学过程，助推轻化工程实践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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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新时代对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高的复合型、工程型专

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南京林业大学轻化工程专业以深化产教融合

为主线，着力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并结合学科特色优势，

打造了系列具有专业特色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其中，《植物纤维

化学实验》作为轻化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内核、以思政育人为主线，根据课程内容和专业特色挖掘思政

元素，使实践环节与思政要素相融合。课程从家国情怀、科学精神、

文化自信等六个方面，从环保意识、职业操守、吃苦耐劳、团结协作、

协调沟通五个维度对课程思政要素进行梳理整合，并将其有机融

入教学过程，使思政教育更加符合学生的发展要求，避免思政元

素的生搬硬套，切实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

一、课程介绍

《植物纤维化学实验》是国家一流专业 -- 轻化工程的专业核

心实践课程之一。是强化学生对植物纤维原料及其主要化学组分

理论认识的同时，培养学生掌握植物纤维原料各化学组分分离方

法和原理、相关仪器操作和数据分析处理的实践教学课程。主要

涉及植物纤维的备料、苯 - 醇抽提物、Klason 和酸溶木质素、综

纤维素和总糖测定等相关内容。通过课程学习，在能力目标上，

使学生能够进行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工艺与设备的设计和生产

管理，独立开展有机溶剂抽提、木质素测定和分析、综纤维素和

总糖测定的实验操作，并正确使用相关检测和分析仪器。在知识

目标上，使学生能够掌握实验原理，并能够识别与评价植物纤维

原料化学组分的结构和性能特点，以及各实验参数对植物纤维原

料化学组分含量测定结果的影响。在素质目标上，使学生具有实

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良好的交流能力、合作精神、组

织管理能力以及良好的安全生产意识、质量意识和职业道德。

二、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该课程着力在知识点传授上灵活贯通，教学方法手段上力求

多变，提高学生的课程参与度。根据授课内容，采用理论讲授、

案例分析、实验操作演示、小组讨论和实践协作等灵活的教学方

法，介绍植物纤维化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化学组分分离检测的方法、

过程以及面临的挑战，培养学生树立严谨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科

学观念，增强学生投身专业研究的使命感，培养学生的奋斗精神。

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不懈探索、创新的改革意识，能针对植物纤

维化学组分分析和应用的关键问题，合理设计方案。把知识传授

与问题剖析、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培养学生成为“理论知识高、动手能力强、综合素养好”

的优秀人才。

三、课程思政的教学环节与案例

实验一思政元素：环保意识、职业操守和吃苦耐劳精神

教学环节：本教学环节任务是让学生了解实验室安全和规章

制度、了解试样采取与制备原则、掌握实验室中备料的方法。

教学设计：在讲授植物纤维原料特性过程中，结合轻化工程

制浆造纸特色，由 2008 年举世瞩目的奥运盛会和央视系列节目《大

国工匠》引入到中国造纸术，再由中国制浆造纸的发展引入到造

纸原料的特点和采集等，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原料前期采集的原

则和规范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职业操守；

并通过强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培养学生积极参与

实践，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

典型思政案例：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幅横跨时空、

意境优美的中国画卷贯穿整个演出，舞蹈演员以身体为墨，绘制

出水墨洇染的山川图，孩子们也用画笔为山川水墨画涂抹上鲜艳

的色彩，最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也在这秀丽山川上留下斑

斓的足迹；2015 年，央视新闻推出的系列节目《大国工匠》中，

详细介绍了宣纸“薄如蝉翼洁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的特点

以及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绘制过程。这两个故事都是以宣纸

文化为内核，显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宣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

国制造”，是世界上任何工业技术都无法复制的，无数绘画杰作、

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对中华文

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宣纸生产常以檀皮和其他来源的浆料混合作

为原料，檀皮含量不同，进一步分为棉料、净皮、特净三种纸材，

书画使用净皮、特净类（檀皮含量在 60% 以上）宣纸居多。宣纸

具有“纸寿千年”的美誉，其寿命和纤维素聚合物密切相关。通

过向学生介绍上述宣纸的原料处理及制造工艺，引出不同造纸植

物纤维原料之间的差异以及植物纤维备料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并

结合央视视频短片，让学生掌握知识备料要点的同时，建立文化

自信和专业认同感，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逐步具备精益求精

和吃苦耐劳精神。

实验二思政元素：环保意识、团结协作

教学环节：本节实验课程教学任务是让学生掌握植物原料的

抽出物成分组成；掌握抽提装置工作原理。

教学设计：通过茶叶泡制、中草药熬制等生活案例引导学生

在生活中主动发现、主动思考，培养学生“科学源于生活”的意识；

以屠呦呦科研经历（青蒿素的提取）提升学生锲而不舍的奉献精

神和坚持真理的执着态度；通过小组相互协作和实践操作，培养

学生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同时通过废液的处理和生活案例的讨论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典型思政案例：在介绍提取物的概念时，首先引入茶叶泡制、

中草药熬制等生活案例，启发学生思考其中的科学原理，从生活

案例中内化专业知识。此外，结合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漫长历程

进行讲解。青蒿素是青蒿的提取物，屠呦呦带领研究团队，经历

上万次的失败，仍然坚持不懈，不言放弃，通过学习中医药典籍、

走访名老中医、身赴科研一线，最终获得青蒿素产品，为世界带

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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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认为是“坚守到底的中国劲

草”。从上述案例的介绍过程中，引导学生多思考生活现象，多

观察生活，并让学生在实验操作过程中认真领会屠呦呦及其团队

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执着态度，激励学生遇到困难

应迎难而上，勇于探索。

实验三思政元素：团结协作、协调沟通

教学环节：本节实验课程的教学任务是让学生了解木材和非

木材原料中木质素的特点和分离木质素的注意事项；掌握 Klason

和酸溶木质素的分析方法，了解紫外分析原理和正确使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

教学设计：通过介绍制浆造纸领域的脱木素过程和木质素的

开发和利用，强调领域工程实际的关键问题，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学思维和不断奋斗的精神，并通过介绍科研团队在技术攻关的作

用，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协调沟通的能力。

典型思政案例：木质素被视作石油产品的可再生替代品，

木质素基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受到工业界的高度重视和市场的

高度关注。课程重点以木质素基染料分散剂为例，介绍我国科

学家的团结协作，攻克技术难题的历程。染料分散剂是印染行

业的重要助剂，高性能木质素类分散剂产品长期被 Borregaard、

MeadWestvaco 等境外公司垄断。我国科学家和企业家在长期的努

力下，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成功开发出了系列高附加值木质素

产品，重点突破了国产木质素基染料分散剂颜色深、还原性强等

制约档次提升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打破了高端产品依赖进口

的局面，对国内外制浆造纸“黑液”的处理和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介绍国内制浆造纸企业在木质素处理和相关产品开发取得的

重大成就以及对国际制浆造纸行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培养学生的

民族自信心和家国情怀。通过介绍木质素产品研发过程中的进展、

面临的挑战以及木质素“产学研”方面的实例，使学生能够深刻

理解团队在突破技术瓶颈的作用和优势，培养学生不怕困难、迎

难而上、团结协作的精神。

实验四思政元素：团结协作、协调沟通

教学环节：本节实验课教学任务是让学生了解综纤维素现有

的测试方法和原理，掌握亚氯酸钠、冰醋酸测量综纤维素的方法；

掌握砂芯坩埚、抽滤装置等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教学设计：通过新疆棉事件，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同时，介

绍棉花的主要成分、作用以及发展现状，并结合生活案例，培养

学生思考生活常识的深层道理，启发学生多思考、多探索。此外，

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小组相互合作，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协调

沟通的能力。

典型思政案例：纤维素是主要的造纸原料，通过介绍纤维素

的发展历程以及在纤维素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张俐娜院士，让学

生了解行业发展现状，提升领域自豪感，建立对轻化工程专业的

自信心以及向“领域工匠”学习的态度。通过介绍纤维在纺织、

印染、医药等领域的应用，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此外，通过科普

不同纤维在透气性、排汗性、柔软性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和纤维

分子结构的关系，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的深层次理论，使学生认

识到“科学源于生活”，激发学生勇于探索真知的精神。

实验五思政元素：团结协作、协调沟通

教学环节：本节实验课程教学任务是让学生了解木材和非木

材原料中糖成分的组成和分布特点，了解目前总糖的测试方法及

原理，掌握对 Klason 法分离木质素得到的酸溶液中的糖进行分析

的方法；充分理解糖的定量原理并正确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

教学设计：通过介绍生物质糖平台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让学

生认识我国在该领域的优势和短板，促使学生拥有家国情怀。并

通过介绍我国科学家在糠醛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攻坚克难故事，

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协调沟通能力。

典型思政案例：糠醛是由半纤维素水解生成五碳糖并进一步

脱水制得，它含有一个呋喃环和一个醛基，是重要的生物质平台

化合物，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可以通过氧化、氢化、缩合等反

应制取多种衍生物。中国糠醛产量排世界第一，所用的原料主要

是玉米芯、秸秆和蔗渣。通过本实验，可以让学生了解植物半纤

维素的基本组成、糠醛的制备原理和应用前景，以及我国糠醛制

备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知

识的热情，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并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四、课程思政特色

（一）思政元素和课程内容高度契合

思政元素和课程内容密切相关，案例主要围绕木质素、纤维

素、半纤维素展开，与实验内容高度契合，通过思政元素和课程

内容的有机融合，让思政教育能够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

实践素养、科学素养等。

（二）思政元素源于生活案例更贴切

课程介绍的思政元素大都来源于生活实际，例如宣纸生产及

特点与植物纤维原料备料密切相关；泡茶叶、熬中草药的原理与

有机溶剂抽出物的测定紧密相关；木质素染料分散剂及其相关产

品开发与木质素含量测定直接关联等，通过生活案例，加深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让思政育人的过程更接地气、更深入学生

内心。

（三）思政元素启发学生深思更高效

课程思政元素涉及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科学精神、

法治意识和职业素养六个方面，从宣纸生产、工匠精神、实事求是、

团队协作、专业认同、攻坚克难等多个角度涵盖思政内核，这些

思政元素可其启发学生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使思政教育更高效，

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五、结语

该课程立足于以思政为内核，以学生为中心，并基于《植物

纤维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内容，从政治认同、家国情怀等六个方

面的多个维度，做到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思政

教育贯穿于立德树人全过程，让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学专业知识、

长强国本领、明时代责任、强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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