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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党的十八大中提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来，

思政教育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在此背景下，高校

应用电化学课程教学也迎来了改革的新契机。为了进一步提升课

程教学效果和人才质量，高校教师应该积极围绕“课程思政”这

一教育观念，构建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协同育人路径，在课程

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以此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对他们进行思政教育，为学生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双提升目标的

实现提供长效助力。基于此，本文就《应用电化学》教学中思政

元素的融入策略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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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得到了极大

的提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的进步，教育领域也朝

着现代化方向飞速发展。但是当前高校教育与时代发展之间依旧

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在思想教育方面依旧存在一定问题，

使高校学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思想，比如说金钱至上

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以及享乐至上主义等思想，使部分高

校学生的政治信仰出现动摇，价值观念以及思想认知逐渐扭曲。

对此，为了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强化他们的认知和观念，

高校应该重视和关注思政教育，积极对他们进行引导和启迪，通

过校园文化的熏陶以及课堂教学的优化，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的

同时，对他们进行思政教育，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党的

十八大会议中提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高校全面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提升学生思政素养。对此，高校管理者有必要对传

统的思政教育模式以及方法进行优化和改革，紧跟时代步伐，优

化教育理念，将思政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之中，构建协同育

人体系，在培养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以及

认知进行正向引导，不仅使他们学习和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同时还能提升他们的思政素养，成为社会以及相关企业需要

的复合型人才，为他们未来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课程思政简述

课程思政并不是一门课程，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教学活动，而

是一种教育观念，主要指通过专业课程渠道，对高校学生进行思

政教育，它强调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进行融合，这样做的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贯彻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当前，高校

教师在开展课程教学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教书”与“育人”

相脱节的情况，这样做导致很多高校学生尽管学习和掌握了大量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在他们价值观念、思想认知方面存在一

定的问题，使得高校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无法满足社会以及相关

企业发展的需要。针对此，高校有必要对传统的课程教学进行优

化和改革，将思政元素渗透到课程教学之中，以此对他们进行思

政教育，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

和观念。例如，在讲授“物质的物理性质与微粒间的作用力是密

切相关的”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将其进行类比，比如将其类

比成“民族凝聚力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

对高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唤醒他们的民族精神，使他们承

担起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引导他们形成正向的思想和认知。

还比如，教师在讲解有机合成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创

设故事情境，向他们讲授在中国建国初期，中国科学家在西方国

家的科技封锁的时代背景下，不断研究，奋勇拼搏，人工首次合

成出了结晶牛胰岛素。通过向学生分享这样的科学故事，激发学

生爱国之情，激励他们将民族复兴事业作为自己的目标和追求，

不断努力和拼搏，积极创新，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社会

以及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应用电化学》课程主要是研究化学能与电能之间的相互转

化以及转化过程中的相关规律，它是一门重要学科，与生物学、

电子学以及固体物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电化学学

科的重要分支，是连接工业电化学与理论电化学之间的重要桥梁。

对此，为了更好地贯彻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教师

应该运用新思维、新模式，来打造全新的高校思政协同育人新局面，

为高校学生未来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

二、思政元素渗透到高校应用电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一）认知不全面

经过笔者实践调查发现，部分高校教师存在认知不全面的问

题，对如何在应用电化学课程教学中渗透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

思政教育存在问题。部分专业教师认为自身的职责是开展专业教

学，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思政教育并不属于本职工作范围

之内，因此，在思想和观念上存在一定阻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影响课程思政建设效果。

此外，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全面，在课程教学中，将专

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分别进行，导致出现“两层皮”现象，这样做

不仅影响学生专业素养和思政素养的提升，而且也对课程教学效

率造成影响。

（二）载体不丰富

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的主要教学载体，它也是进行课程思政

的关键。经过笔者的实践调查发现，部分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建

设时，认为《应用电化学》课程中都是专业知识，载体不丰富，

无法融入思政元素，从而影响课程思政建设效果。

（三）融入方式不紧密

课程思政主要是以专业课程为载体，结合专业课程特点，将

思政元素渗透其中，以此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对他们

进行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知。但是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融入思政元素的方式存在问题，

其与课程教学融合的不够紧密，这样做不仅影响课程教学效果的

提升，也使得课程思政流于形式，无法充分发挥其育人作用。此外，

部分教师在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其

进行深度挖掘，或者挖掘得相对浅显，从而影响育人效果，无法

对学生进行正向的引导和启迪。

三、在《应用电化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创新路径

（一）与国家发展相结合，强化学生责任感

为了更好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应用电化学》课程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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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有必要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在此基础上，

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以此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之中，从而

在拓展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的同时，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政教

育，以此引导他们形成社会责任感。在学习无机物合成这部分内

容时，一般通过电化学的方式合成无机物是不需要再添加氧化剂

或者还原剂的，这种化学反应的方向非常容易被控制，同时也能

够实现自动化生产。在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很多经常使用的化

学品都是通过电化学方式制作的。氯碱产品是我国基础化学工业

中的重要原材料，它们可以用于制造玻璃、纸张、肥皂等生活用品。

因此，氯碱工业对人们生活生产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旦氯碱工业

发展受到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必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在新中国

建国初期，由于化工产业技术落后，需要向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

以此满足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使得我国经济受到外国的制约，从

而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教师在讲解氯碱工业这部分内容时，

可以将专业知识与国家发展进行结合，向学生们接受我国氯碱工

业的发展历史，以及建国初期与当前我国现状进行对比，通过这

样的方式，强化学生的认知。经过我国研究人员的不断努力，当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氯碱生产国。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实际上我国只是“制造大国”，依旧不在“制造强国”之内。

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导致我国氯碱工业发展受到严重

制约，想要实现氯碱工业转型，就必须在技术和设备创新上做文章。

在传授学生课程知识的同时，将教学内容与我国当前发展进行紧

密结合，通过这样的方式，强化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

们树立与国家发展同向同行的目标和理想，从而为促进国家发展、

民族复兴输送新鲜血液。

（二）创设故事情境，提升育人实效

当前，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全球人们产业之一。我国新能源

汽车飞速发展，汽车产销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根据数据统计得知，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 500 万辆，其中

包括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这一

数字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其中电池技术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关键。我国某企业制造出来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其能量密度达到

每千克 180 瓦时，能够提供汽车续航超过 500 公里。当前就新能

源汽车电池种类来讲，这些都属于化学电池，它主要是通过一系

列化学反应，将正负极的活性物质的化学能，通过化学反应转化

为电能。并且化学电池的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非常便于拆解和携带，

可以长时间提供稳定电流，在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小到日常使用的手机，到新能源汽车，

其核心动力都是化学电池。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电池的要求

越来越高，对它的安全性、环保性、续航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和标准。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

要，促进社会以及企业的经济发展，成为困扰科研工作者的主要

难题之一。对此，在开展“电化学能量转换和储存”这部分内容时，

教师首先要向高校学生阐明化学电池的重要意义，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他们学习“电极材料”“电

池评价指标”等重点知识，通过这样的方式，强化他们的认知，

拓宽他们的专业视野，从而为他们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讲解“锂电池”这部分内容时，教师有必要根据教学内容，

为学生创设故事情境，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

元素，以此促使学生形成坚持不懈的品格，塑造良好的品质，为

他们未来发展提供助力。在讲解锂电池内容时，可以将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约翰·古迪纳夫的故事分享给学生们。古迪纳夫被科

学界称为“锂电池之父”，它在锂电池领域有多项发明，为锂电

池发展以及能源储存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幼儿时期家庭破

裂，生活贫穷且艰辛，在青年时期，恰逢二战爆发，他们只得参

军迎战。战争结束后进入到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从事研究工

作，勤勤恳恳工作，直到 70 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古迪纳夫认识到

能源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锂电研究之中，从而开启了“充电世界”

的大门。他的一生都在努力工作，当他以 97 岁高龄获得诺贝尔化

学奖时，他戏称自己依旧年轻。由此可知，一位伟大科学家积极。

乐观的心态以及对成功的执着。通过在课程教学中创设故事情境，

在拓宽学生视野，强化他们认知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思政教育，

使他们形成坚韧不拔、不轻言放弃的精神，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为社会发展、国家经济复兴、人类社会进步为奋斗。

（三）创设生活情境，培养学生思政素养

为了更为有效地培养学生思政素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

以及教学目标，为学生创设生活情境，以此缩短课程教学与生活

之间的距离，同时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以此强化他们环境保护

意识，提升他们社会责任感。在开展“金属腐蚀与防护”这一章

节教学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生活情境。在自然条件下，金属

会逐渐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出现腐蚀现象。2007 年，美国明尼苏

达州一座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发生坍塌事故，不仅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同时也给人们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伤害。事后，调

查人员发现造成这座大桥坍塌的主要原因是金属腐蚀、老化，从

而导致大桥坍塌。调查人员发现在大桥桥体内部遗留大量鸽子的

粪便。由于长时间没有进行清理，导致其与大桥金属结构发生了

化学反应，从而使其加速腐蚀和老化，导致大桥承重能力降低，

从而发生坍塌事故。此外，经过相关数据统计发现，全世界所产

生的金属制品中，有 1/4 到 1/3 的部分发生腐蚀。当前，中国钢铁

产能位列世界第一位，同样也面临着金属腐蚀问题，承担着巨大

的经济损失。同时教师要适时对他们进行引导，帮助他们学习专

业知识的同时，强化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强化他们环保意识，鼓

励他们投身到金属保护的研究之中，为企业以及社会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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