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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融入思政的教学改革
辛志峰    申克静 

（安徽工业大学  安徽马鞍山  243002）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需要将思政的内容融入到各个学科
的教学当中，在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可能会涉及到许多安全
问题和法律问题，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树立学生的思政意
识，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合理运用所学的知识为人类做贡献，为国家谋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无机化学实验教学融入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无机化学是学习生物工程、制药工程、食品工程、环境工
程等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是进入大学学习的第一门课程。无
机化学以实验为基础，主要研究的是物质的性质、组成、反应等，
无机化学实验需要用到大量的化学物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
能会接触有毒物品，而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大都是进入到食品
制作、药品等领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有必
要在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道德
素质，提高学生的政治法律意识。

1.1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化学物品中有许多都是有毒的物质，因此在实验过程中必

须要注意安全，树立安全意识。如果学生在没有了解这些化学
物品的危险性就贸然进行实验，很有可能会发生不可挽回的悲
剧。尤其是在实验中可能会接触到浓硫酸、浓盐酸、高锰酸钾
等危险物品时，要了解怎样预防，要是被浓硫酸溅到的时候应
该要怎样应对。浓硫酸造成的悲剧数不胜数，浓硫酸不小心吸
入人体内，可能会导致化学系支气管炎、还有可能肺水肿，而
不小心溅到皮肤上，可能会灼烧皮肤导致溃烂，溅到眼睛上，
还会引起结膜炎，还有可能会失明，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
提醒着学生在做实验过程中要谨慎小心。在做与浓硫酸相关的
实验时，进行思政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危险物品所造成的严重
后果，才能更加警惕 [1]。

1.2  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
学生在经过无机化学的学习，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在完

成学业之后可能会进入到一些生物机构、科研机构进行工作，
在实验过程可能会学习到一些有毒物质，如氰化物，在冶金、
电镀等领域都有应用，不同于其他的有毒物质，氰化物是自然
的产物，而不是人为制造，因此很难将其全部管控。只要一克
氰化物就能毒死五百个人，可见其毒性之强烈，作为大学生，
应该对这些有毒物质存畏惧之心，千万不能利用这些有毒物质，
运用所学的知识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建立职业道德，要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公民。

1.3  提高学生的爱国情怀
化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洗衣液、洗衣粉、洗

洁精、沐浴露、洗发露等这些都有化学的身影，可见，化学与
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近期，日本决定要将核废水经过稀释倒
入太平洋，引起了多个国家的反对，日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满。核废水倒入太平洋，影响的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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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而且全人类的未来，核废水进入动植物的体内，可能会
改变基因序列，导致疾病、癌症等，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也是
十分巨大的。日本这种行为引起了全民公愤。而处理核废水就
涉及到了无机化学的相关内容，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的时候，
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从日本不负责任的行为来树立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爱护环境的意识 [2]。

2、在无机化学实验中进行思政教育的改革策略

2.1  讲述科学家的事迹
运用一些科学家的事迹，让学生了解化学知识对于人类生

活的影响，了解科学家的事迹，从中获得启发，从而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例如，在学习电负性和杂化轨道的相关知识时，可
以深入了解美国化学家鲍林，他提出的杂化轨道对于研究甲烷
的正四面体结构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许多的
创新理论，电负性、共价半径、金属半径等，推动了现代化学
的发展，鲍林还坚决反对将科学研究成果用于战争，而他本人
也在抵制核战争中倾注了许多的精力，甚至还遭到美国政府的
审查，对他进行软禁，限制他的自由，可以说鲍林这一生一直
致力于科学研究，但一直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反观德国化学
家弗里茨·哈伯，他被称为是天使与魔鬼的化身，他研究的合成
氨，使人类摆脱了天然氮肥的被动局面，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
展，然而他制造的化学武器在世界一战中夺走了 130 万人的生
命，是化学武器的鼻祖，也成为了罪人，历史上对于哈伯的评
价从来就没有一个定论。从鲍林和哈伯的故事中，学生能够了
解到化学能够给人类带去福音，也可能带去灾难，重要的是如
何运用所学的知识，坚守道德信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给学
生灌输正确的学习观念。

2.2  了解中国在化学领域的贡献
通过了解中国在化学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树立民族自豪

感，加强学生的学习信心。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
一，泱泱华夏，荡荡九州，这一片土地孕育了许多优秀灿烂的
文明，早在公元前的三千年，中国就出现了青铜冶炼技术，而
美国直到公元 10 世纪之后才出现冶铜技术。在青铜时代，人
们用青铜来制造凹镜，用来聚光生火。在烧制陶器、瓷器、玻
璃等工艺制品中还发现了硝酸盐化学。墨作为古代文人写字必
不可少的文具，其制作过程也运用到了化学的知识，还有生活
中的盐、糖、醋、酒以及其他调味品，都有化学的身影，可见
化学在人类的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在今天，化学依然在中国
制造业、工业、医学领域等有重要的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影片资料，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化学，增
强民族自信，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作为当代大学生，应
该努力学习到文化知识，才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
通过了解中国古代化学，认识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知识，惊叹于
古人的智慧，也学习古人的工匠精神，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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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合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目标，提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生
态文明发展，因此有必要在教学过程中深化生态文明的理念，
让学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小我们就知道要保护环境，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却渐渐被淡忘了。在无机实验化学教学
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化学中有许多污
染自然环境的物质，有许多对于人类身体健康危害极大的危险
物品，因此在实验过程中要注意不能让其泄漏出去，给人类生
活带去灾难。中国一直致力于研究绿色化学，减少化学有毒物
品的危害，其实绿色化学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化学以实验为基
础，最终也是要回馈给人类的，而绿色化学的运用给人们的生
活带去了福音，减少了人们在运用工艺时，可能会导致的化学
危害。在传统的纺织品制作工艺中，常常需要氰化钾的催化作
用，众所周知，氰化物是毒性十分强烈的有毒物质，长期从事
相关工作，很有可能对人类的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在绿色化
学的研究成果里，用没有剧烈毒性的催化剂代替了氰化钾，降
低了相关岗位员工中毒的风险。日本核废水的处理方式遭到了
全民的抵制，也看出了全民的素质有所提高，而日本政府如果
继续一意孤行，罔顾全人类的安危，那就是将人民的幸福生活
抛之脑后，缺乏生态文明意识，最终也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 [4]。

2.4  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
毒品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人人闻之色变，不愿多提及。但

教学过程当中，许多教师都没有对学生进行过多的禁毒教育，
总是潦草带过，因为毒品的制作过程是有关于化学的反应过程，
害怕学生走上不归路。由于学校教师缺乏毒品教育，才会有许
多的警务人员到高校中进行禁毒宣讲，让学生能够正视毒品，
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毒品是有机物，在无机化学中很少涉及
到相关内容，但是在思政教育的背景下，应该加强学生的教育，

将禁毒宣传融入到教学当中来。首先，让学生对于教材上的化
学知识有基本的了解，将其中的化学方程式与毒品的知识联系
起来；其次，向学生介绍毒品的危害，以及毒品的流通，得益
于禁毒宣传的成效，许多人对海洛因和冰毒都有了基本的了解，
但是对于一些摇头丸等，很可能会误认为只是兴奋剂，不会产
生依赖，从此走向了吸毒的道路。教师在讲述此类知识时，可
以利用一些图片短片，让学生了解到吸食毒品的危害，要了解
如何避免自己误食毒品，有时候一个转身可能就会走向人生的
另一条不归路，因此，在外面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在电视剧《冷
案》当中，讲述了一个新型毒品“蓝魔”，“蓝魔”的幕后发
明是一个大学的化学博士，在无意之中制造出了“蓝魔”，为
了脱离困境，将其配方卖给了毒枭，而在许多年之后，毒枭又
找上门了，最终化学博士家破人亡，也进了监狱。尽管电视剧
的内容有改编的成分，但是其故事不禁引人深思，如果当事人
是自己又会作何选择？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事件，厦门
研究生为了谋取私利，两个月制毒七百多斤，最终被判以死刑。
精神类药物原本是用在医学上的，但是因为不法分子的利用，
成为了危害社会，危害人类健康的毒品 [5] 。

3、结论

综上所述，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政教育融入无机化学的实
验当中，让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提高思想道德品质，化学
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也是一把双刃剑，造福人类的同时，
也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本文从讲述科学家的事迹、
了解中国在化学领域的贡献、结合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教学、树
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四个方面将思政教育融入到无机化学实验教
学当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让学生合理运用自己所学
的知识，为人类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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