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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代化工导论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探索实践
方向红　童绪维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为培养高素质化工技术技能人才，充分发挥专业先导

课程的育人功能，通过十个方面的做法开展《现代化工导论》课

程思政的教学探索，将政治认同、家国情怀、奉献行业、职业操守、

工匠精神等思想政治方向下对应的思政元素，深度融入现代化工

导论教学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真正形成“三全育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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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

通过加强政治理论的学习坚定理想信念，通过学习四史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通过修炼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通常博学善思增

长知识见识，努力培养艰苦奋斗精神，增强自身综合素质，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铸魂育人，担负起

崇高的责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是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担当和使命。作为培养人才的高等职业院

校，教育教学全过程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调动全体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三全育人格局。在开设好思政课的同时，开展好课程思

政工作，鼓励广大教师深度挖掘思政教育资源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过程，让所有课程的任课教师发挥育人功能，构建全面覆盖的课

程体系，使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

类型丰富，形成协同育人效应。专业课教师要将教书和育人统一

起来，在“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融汇“传道”，充分发挥课

堂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作用，坚持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与技能

训练相结合，把专业知识教育和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综合素质教

育结合起来以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大批可靠的接班人。

笔者所在学校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依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在教育厅的主导下，积极与合肥学院开展“四年一贯制”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人才培养试点工作，与安

徽建筑大学院开展“3+2”专升职业本科教育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笔者从事“四年一贯制”与“3+2”专升本职

业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现代化工导论教学的研究探索实践，

形成了一些课程思政案例，取得较好的育人成效。

一、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要求，高等学校课程体系中有四门必开

的思政课程和一门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当代

大学生的自主意识比较强，从多渠道接收了多元化思想影响，由

于思政课理论性比较强，加之教授课程的教师年轻化，思政课的

教学现状不容乐观，学生上课玩手机、打瞌睡，甚至逃课的现象

比较普遍等，理论课堂上学生出勤率低、抬头率低，思政课程教

学效果不是很理想。因为专业课时有限，教师往往重视对学生专

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

挖掘，有部分教师的德育意识和德育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思

想政治课的价值引领作用发挥得不够；存在“思政课”教育实效

性不强、专业课横向贯通不够、全员育人意识不强等问题。而在

当今时代，立德树人是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仅要发挥思想

政治理论课在高校立德树人的作用，更要实施“课程思政”，很

有必要提升“课程思政”地位。现代化工导论作为一门化工类专

业导论性入门课程，授课对象为化工类专业大一新生，第一学期

学生刚刚开始进行专业课程学习，如果能够将思政元素融入现代

化工导论的授课内容，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化工专业的兴趣，

增强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有助于学生深入认识所学的化

工专业对于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加深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度，帮助

学生了解化工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

撑作用。

二、凝练“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课堂教学过程是育人最主要的过程和最重要的途径。教师是

高校育人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因素，提高专业教师的德育

意识和德育能力，有助于改变专业教师“重智轻德”，思想政治

教育教师“单兵作战”的现象。“课程思政”不是增设一门课程，

而是通过深入挖掘专业课程的德育内涵和德育因素，将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各环节，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笔者在现代化工导论课程教学过程中，坚持“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相结合”，以专业导论知识为载体，充分发掘现代化工导

论课程中的政治认同方向思政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家国情怀方向思政点：中国梦、中国传

统文化、国家重大工程；奉献行业方向思政点：责任关怀，团队

精神，纪律约束、吃苦耐劳；职业操守方向思政点：法制意识、

社会责任、安全环保、健康卫生；工匠精神方向思政点：工匠精神、

质量意识、创新意识、老一辈化工专家及教育家的精神，深度拓

展教学内容，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

个自信、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国家重大工程、责任关怀，团

队精神，纪律约束、吃苦耐劳、法制意识、社会责任、安全环保、

健康卫生、工匠精神、质量意识、创新意识、老一辈化工专家及

教育家的精神等思政点开展育人工作，促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责任关怀、团队精神、法制意识、质量意识、创新意识、

环保意识、安全意识、纪律意识养成，激发专业兴趣，构建全课

程育人格局。

三、开展现代化工导论课程思政探索实践

笔者从事现代化工导论课程教学多年，用心挖掘了现代化工

导论课程蕴含的诸多思政元素，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探索实践了现

代化工导论课程思政的主要做法如下。

1. 以世界化工发展简史和中国化工发展简史为例，以时间轴

线图的方式说明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上不断推进科学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扬。

2. 用比较法对比我们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化工事业发展的差距

激发学生为中国化工的发展而发奋学习的动力。

3. 在讲授第 2 章无机化工中讲授纯碱生产工艺时插入我国化

工事业的先驱者吴蕴初、范旭东、侯德榜如何为了中国的化工事

业而努力，对学生进行服务奉献行业教育，坚定学生对化工事业

的敬畏，培养敬业爱岗的精神，以中国化工先驱者吴蕴初、为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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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榜、范旭东中国化工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怀。

4. 在第 3 章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中讲解铁人王进喜的故事，

通过观看人民楷模王启民的故事，融入奉献行业方向思政点，培

养学生责任关怀，团队精神，纪律约束、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5. 在第 5 章天然气化工与煤化工教学过程中引入《七年知青

岁月》中为农村开辟沼气解决照明和燃料的事例，激励学生养成

不怕苦不怕累，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学习，并为人民解决实际困难

的优秀品格。在讲解煤资源时插入明代于谦《咏煤炭》诗，让学

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诗人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抱负和情怀让学生深受感情教育。在讲解温室效应时引入碳达

峰、碳中和概念，讲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

观点，增强同学们的政治认同感。

6. 在讲授化工与能源的关系时分析我国能源概况，通过辩证

地分析新能源的环保性，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安全问题等培养学

生的辩证思维；通过构建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各

种新能源的整体转换技术路线图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通过化学

与生物、物理与化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新能源技术创新案例的挖

掘，引导跨学科交叉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等。

7. 在第 9 章环境化工教学过程中，首先通过几件环境事件的

图片，带领同学们了解环境化工这一章的主要内容，说明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需要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爱护环境，让同学们充分认识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教育学生遵循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倡导简约适度、反对

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铭记化工人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落实节能减排承诺，树立绿色、环保的意识。融入“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绿色和谐的理念，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

遵循绿色化学化工原则。

8. 在第 10 章化工安全工程基础教学过程中，讲授危险化学品

和化学工业危险性时融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安全

生产法》内容，对学生加强法律意识教育，要求学生课后自学相

关法律法规。插入火灾爆炸引起的巨大伤害图片，讲授火灾爆炸

危险与防火防爆措施，教育学生要增强社会责任和安全意识，认

真学习各种危险化学品的物理化学特性，积极做好安全防护，严

格操作规程，养成严谨仔细的工作作风。

9. 在第 11 章绿色化学与化工教学过程中融入十九大报告中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绿色化学化工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说明守护绿水青山家园的必要性，增强

政治认同感。要求学生坚持绿色化学化工的理念从事未来的化工

事业。

10. 在第 12 章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工教学过程中，在讲解国防

及空间技术与化工的关系时，引入十九大报告关于“坚持走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结合起来”内容，在

讲授航天航空功能材料和航空航天上所用的推进剂，介绍其所使

用到的化工知识，说明化工对于国防力量的加强所具有的重要性，

进一步激发学好化工专业的兴趣；针对 21 世纪化工展望，可以用

五句话来概括“资源利用多元化，产品结构精细化，技术结构现

代化，经营管理全球化，发展方向绿色化”，此处引入十九大报

告内容“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展

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相融合的教育教学，让学生树立国际视界，

形成大格局。

表 1  现代化工导论课程思政案例一览表

案例主题 章节目录 课程思政要素切入点（简述）

化工的昨天

今天明天

指引我前行

第 1 章

化工概述与发展史

通过化工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世界、中国的化工发展史，以及学校化工专业优势对学生进行爱专业

教育、服务奉献行业教育，融入政治认同方向思政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个自信的教育。

化工事业先驱

意志品质精神

第 2 章

无机化工

以我国化工事业先驱者吴蕴初、范旭东、侯德榜的故事教育引导学生培养敬业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

工匠精神方向思政点：老一辈化工专家的精神

双王铁人精神

献身大庆石油

第 3 章

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

观看电影《创业》和《铁人》讲解铁人王进喜的故事通过观看人民楷模王启民的故事，融入奉献行业

方向思政点，培养学生责任关怀，团队精神，纪律约束、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先进化工材料

国防事业保障

第 4 章

高分子化工

通过说明高分子材料对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影响，说明研发生产先进化工材料对于保家卫国的重要性，

教育引导学生立场在新材料领域做出一番贡献。

气固两相能源

蕴含家国情怀

第 5 章

天然气化工与煤化工

通过天然气与沼气成分的比较引入《七年知青岁月》中在陕西梁家河带领乡亲们制取沼气的故事，体

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通过固

态煤炭能源引入明代于谦的《咏煤炭》诗歌，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体会诗人甘为国家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抱负和家国情怀；在学习温室效应时引入“碳达峰”和“碳中和”概念，

增强国家重大工程的政治认同感。

化工学科里程

发展彰显进步

第 6 章

化学工程与工艺的科

学基础

通过化学工程学科三个里程碑的发展历程，说明科学探索之路是曲折艰辛的，随着化工领域自动化智

能化技术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做好适应新形势化工行业发展的知识能力储备。

传统新型比较

科技日新月异

第 7 章

精细化工

通过传统精细化工与新型精细化工的比较培养学生辩证思维，以涂料项目为载体，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让学生体会到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需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力争学生在

新型精细化工领域发展探索。

现代生物化工

服务人类健康

第 8 章

生物化工

通过引入屠呦呦和袁隆平的故事说明生物化工服务人类健康，学习英雄人物的淡泊名利持之以恒献身

科学高尚情操和家国情怀，让学生勇敢接受生物化工的挑战，并积极为新型化工领域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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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环保法律

争做环保卫士

第 9 章

环境化工

首先环境事件的图片，说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需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爱护环境，让同学们充分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教育学生遵循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倡导简约适度、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铭记化工人要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节能减

排承诺，树立绿色、环保的意识。融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和谐的理念，教育引导学生树

立环境保护的意识，遵循绿色化学化工原则。

遵行安全第一

珍惜爱护生命

10 章

化工安全工程基础

讲授危险化学品和化学工业危险性时融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安全生产法》内容，对学

生加强法律意识教育，要求学生课后自学相关法律法规。插入火灾爆炸引起的巨大伤害图片，讲授火

灾爆炸危险与防火防爆措施，教育学生要增强社会责任和安全意识，认真学习各种危险化学品的物理

化学特性，积极做好安全防护，严格操作规程，养成严谨仔细的工作作风。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守护绿水青山家园

第 11 章

绿色化学与化工

从绿色化学化工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说明守护绿水青山家园的必要性，增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治认同感。特别是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的号召，做低碳践行者

发展高新技术

增强国际视野

第 12 章

高新技术与现代化工

从华为芯片整体说明高新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高新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现代化工的发展，科

技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又是多么重要，需要增强国际视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

梦，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坚持立德树人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技术技能

化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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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 世纪的化工

高等教育

通过引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牢记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育

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把学生培养成为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知

识丰富的技术技能型化工人才。

四、结语

在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将思政教育这个灵魂融入专业知识

技能育人工作过程中，以专业课程思政为载体达到课程育人的目

的，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强调主流价值引领，真正做到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融会贯通，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协调同步、

相得益彰、同向同行，真正实现课堂教学主渠道中“全员育人、

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真正教好书育好人。

以上是笔者在现代化工导论课程教学过程中挖掘的课程思政

元素，并进行专业知识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改革探

索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们纷纷表示学习现代化工

导论课程，了解了化学化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认识到化学化工在国民经济中化学工业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理解了化学工业是发展农业的支持，是人类

战胜疾病的武器，是工业革命的助手，更是人们改善生活的重要

手段，与人类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激发了学好化工专业

知识的兴趣，树立为祖国化工事业做出贡献的崇高理想，希望对

于化工专业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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