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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在大学化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探究实践
王善彪　王淑玲　王　娅

（空军勤务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深入探讨了如何在大学化学课程中挖掘和整合思政元

素的问题。从时事热点、化学史料、中国文化和化学实验四个方

面展开了深入探索，以确保思政元素在大学化学课程中得到充分

体现。同时，提出了六个具体方面的设计，包括及时更新教材内

容、强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注重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强调团队合作和安全意识、提供多元视角和思考空间、培养社会

责任感。通过这些设计，旨在将思政元素与化学课程有机地融合，

以培养出具有科学素养、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化学专业人才，

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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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具有一系列的科学精神和价值

观，如批判思维、实证主义、创新意识等。通过思政教育的引导，

可以加强学生对科学的理解和认同，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和

创新意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科学问题和挑战。在具

体化学实验中还需要遵循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和职业道德，如实验

的诚信、数据的真实性等。通过思政教育的开展，可以培养学生

的道德情操，强调诚实守信、正直廉洁等价值观，使他们在化学

实践中能够遵循道德规范，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除此之外

通过开展思政教育，还可以加强学生对化学科学的社会责任意识，

培养他们对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使他们在

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为社会进步做出贡

献。并通过引导学生关注化学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等领

域的相互关系，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跨

学科综合能力。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在职业发

展和社会交往中更加全面和具备更高的素养。

一、思政元素的挖掘

化学作为一门传统的源自于哲学的自然科学，其化中思政元

素与化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实验技术和应用能力相结合，旨在培

养学生全面发展，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具备科学精神和

价值观，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遵循伦理规范和职业道德，

拥有跨学科思维和综合素养。因此可以通过关注时事热点、化学

史料、中国文化和化学实验等方面，挖掘出化学中的思政元素，

如环境保护、科学精神、道德情操、职业道德等。

（一）从时事热点中挖掘思政元素

时事热点：挖掘化学中的思政元素，可以将其与环保问题、

能源危机等时事热点相结合。例如，化学技术的发展为解决环境

污染问题提供了技术手段，例如催化剂、脱硝技术等。这些都体

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

以新冠疫苗的研发为例，化学和生物技术的密切结合，对于全球

范围内的疫情控制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合作、科学共享的思政元素。中国的疫苗研发一直坚持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出以

人为本，全人类命运共享的理念。除了新冠疫苗的研发，化学在

解决全球能源问题上也起到关键作用，例如研发高效的太阳能电

池、储能电池等，这些都体现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科学家对于

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化学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也扮演

了重要角色。例如，碳捕获和存储技术（CCS）是一项关键的减缓

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这需要深厚的化学知识和技术。这提醒我

们科技的进步需要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符合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

（二）从化学史料中挖掘思政元素

化学史料：在化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挖掘出许多思政元素。

例如，墨子在《墨子·光》中首次提出了光的反射定律和光的直

线传播理论，体现了科学精神的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思想。在

现代，中国化学家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并获得诺贝尔奖，这不仅体

现了人民科学家的坚韧不拔精神，也体现了以人为本，为人民服

务的思想。再以杜邦公司发现与开发尼龙为例，这一重大发现改

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服装到工业制品等。但这也引发了

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如尼龙废弃物的处理，这对我们提

出了如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思政课题。还可以回顾一下 20 世

纪的化学武器的使用和禁止过程。化学武器的禁止展示了人类对

和平的渴望和对生命的尊重，也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重

要性。这些都是重要的思政教育元素。

（三）从中国文化中挖掘思政元素

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道家的“无为而治”理念可以类

比到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原理，通过添加催化剂，使得化学反应能

更顺利进行，而催化剂本身并不参与反应。这种思想可以启示我

们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有时候不需要直接干预，而是通过调整环境，

优化条件，引导问题自我解决。在中国传统五行理论中，金、木、水、

火、土相生相克，这种关系可以用在化学反应中，例如氧化还原

反应的正负电子互相转移，可以比喻为“相克”，而合成反应可

以比喻为“相生”。这种思想可以启示我们在社会发展中，要注

重各个部分的协调与平衡。从阴阳五行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引申

出在化学实验中，反应的平衡和动态平衡的概念。这对于理解社

会发展，把握社会矛盾的动态性，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中医

理论中，药物的“四气五味”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化学性质的分类

和应用。这启示我们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

也要因事制宜，灵活应对。

（四）从化学实验中挖掘思政元素

化学实验：在化学实验中，需要严谨的实验设计，准确的操

作步骤，公正的结果分析。这一系列严谨的科学态度，都体现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诚信”等思想。同时，实验

的成功需要团队的合作，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在化学实验中，

安全是首要的。这不仅需要个人的自我保护，也需要团队的相互

提醒和配合。而这种对生命安全的尊重，对团队作用的强调，都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实验的过程中，科学家们需要精

确测量、严谨推理，遵循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同时，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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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有创新意识，勇于挑战未知，这些都是科学家的品质，也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验中，失败和错误是

常有的事情，但科学家们并不因此放弃，而是从中吸取教训，反

复试验，直至成功。这种坚韧不拔，勇于探索的精神，是我们在

面对生活和工作中困难和挫折时应有的态度。

总的来说，化学中的思政元素不仅在于科学本身，也在于科

学与社会、文化、历史的交融，可以从多个层面和角度进行挖掘，

既有具体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也有对人性、社会和环境的深度关

注和思考。

二、思政元素与化学课程的融合

课程思政设计的过程中给将思政元素有课堂教学深入的融合，

避免出现“两张皮”的怪现象。在思政元素的融入过程中，可以

考虑下面六个注意点。

（一）及时更新教材内容

在大学化学课程中，可以增加一些与时事热点相关的案例、

实例和研究成果，如疫苗研发、能源问题、气候变化等。这样可

以引发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并将科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引入

更多涉及当代社会问题和科学发展的案例和实例，如新能源技术、

环境污染治理、可持续发展等。这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化学科学

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性，并激发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强

调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让学生了解全球化时代科学合作

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能力；引入具有时代特色和

前沿科学研究的案例和实例，如人工智能与化学、纳米材料应用等。

这可以帮助学生跟随科技发展的脚步，拓宽他们对化学应用领域

的认识；引入科学与文化的交叉，如化学艺术、化学历史中的文

化因素等，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跨学科思维能力。

（二）强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提醒学生化学科学的应用和发展需

要考虑伦理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例如，在讨论药物研发时，

强调对人类健康的负责任，对环境的影响要有意识。   引导学生

思考科学发展与社会伦理的关系，提醒他们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中

要考虑到人类福祉、公平正义和环境保护等因素。引入伦理冲突

和道德困境的讨论，培养学生的伦理判断和决策能力，使他们在

科学实践中能够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引导学生思考科学与社会伦

理的关系，如基因编辑、人工生命等领域的道德考量。培养学生

在面对伦理冲突时的判断和决策能力。引入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和

实践，如绿色合成、可再生能源等，让学生了解化学科学在解决

环境和能源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三）注重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培育

化学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鼓励他们勇

于质疑、探索未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创新、求实精神相契合。强调科学思维的重要性，培养学生

的观察、实验、推理、解释和验证等科学思维能力，让他们能够

独立进行科学探究。鼓励学生勇于挑战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培

养创新意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

情和动力。强调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系统观察、提出

科学问题、设计实验和分析数据的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竞赛

和科技创新项目，提供创新平台和资源支持，培养他们的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

（四） 强调团队合作和安全意识

化学实验是大学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验中，教师

可以强调团队合作和安全意识的重要性，帮助学生理解团队合作

对于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在实验教学中，鼓励学生进行

团队合作，培养他们的沟通、协作和领导能力。强调化学实验的

安全意识和实验守则，教育学生遵循实验操作规范和安全操作流

程，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引入跨学科团队项目和工程

实践，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加强他们在化学研究和

工程中的协作能力。强调实验室安全意识和管理，教育学生使用

化学品和仪器设备的正确方法，并培养他们对实验室安全文化的

认识。

（五）提供多元视角和思考空间

化学教学应该鼓励学生从多元角度思考问题，包括科学、社

会、文化、伦理等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化学科学与其他

学科的交叉点，如化学与哲学、文学、经济等的关系。   鼓励学

生从多元角度思考化学科学的问题，包括科学、社会、文化、伦

理等方面的观点和观念。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

引导学生思考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促进他们对科

技与人类发展的深度思考和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关注科学与社

会的互动，如科学与法律、科学与政策等领域的关系，培养学生

的科学与社会问题综合分析能力。鼓励学生进行科学传播和科学

教育实践，培养他们的科学沟通和科学普及能力，使科学知识更

加平易近人。

（六）培养社会责任感

通过课程设计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鼓励他们将所学的化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科学研究的社

会影响，培养学生对于科学研究应该为人类社会和环境做出贡献

的意识。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将所学的化学知识

和技能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强调科学的社会影响和公众参与，鼓励学生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公

正性、公平性和可及性，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

供社会实践和实习机会，让学生亲身体验化学应用于解决社会问

题的过程，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通过上述方式，将思政要素融入大学化学课程中，将思政要

素融入大学化学课程中，可以使学生在学习化学的过程中不仅获

得科学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培养出综合素质、社会责任感和创新

能力。这样的课程设计有助于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社会关怀和国

际视野的化学人才，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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