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课程思政在大学化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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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化学（又称普通化学）是我校石油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其教学过程中实施课程思政已成

为提升课程质量的重要途径。从多方面探讨了课程思政在普通化学教学中的实践路径，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和设计案例，将

思政教育贯穿于大学化学教学始终，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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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思政是指在各类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教育理念[1]。

它强调以一种新的课程观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同时完成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的“三位一体”目标，体

现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即每一位教

师、每一门课程、每一个教学环节都负有育人责任[2]。大

学化学（又称普通化学）是我校石油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程，通常面向一年级本科生。该课程涵盖化学的基

本概念、原理和方法，包括物质结构、化学热力学、化学

反应原理、溶液与胶体、电化学、元素化学等内容。大学

化学具有课时短、学生人数多、受众面广的特点，是一门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公共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将掌握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培养运用化学视角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打下基础[3]。因

此，本文以石油学科课程思政建设为背景，从课程思政融

入理念，课程思政体系建立，融入内容、融入方法采取合

适的融入手段。

1　课程思政在普通化学教学中的实践路径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化学教学，需要找到合适的切

入点和方法，使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有机融合。实践中探

索出了多种有效路径。

1.1理论知识融入

在讲解化学基本概念和理论时，结合知识点挖掘其中的

思政元素。例如，在介绍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时，可以

引入化学史案例，如道尔顿提出原子论、门捷列夫发现元

素周期表的过程，让学生体会科学家坚持不懈、追求真理

的精神，以及科学理论发展的曲折历程。又如，在讲授化

学反应平衡时，可引导学生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可逆反

应，培养辩证思维方法。通过理论知识的讲解，潜移默化

地渗透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教育。

1.2化学史与人物案例

利用化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人物和故事开展思政教育是

一条重要路径。许多中外化学家的事迹感人至深，是宝贵

的思政素材。例如，我国著名化学家侯德榜放弃国外优渥

条件，回国创立“侯氏制碱法”，打破西方技术垄断，体

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再如“稀土之父”徐光

宪院士在国家需要时毅然归国，几十年如一日钻研稀土分

离技术，使我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变为稀土科技强国，被誉

为”中国稀土之父”。这些科学家故事可以融入相关章节

教学中，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又如，英国

化学家波义耳偶然发现指示剂的故事，可以培养学生善于

观察、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讲述科学家的生平与贡

献，引导学生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职业理想。

1.3实验教学融入

普通化学通常包含实验课，实验教学是课程思政的重要

载体。在实验中，可以结合具体操作环节开展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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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实验前强调实验室安全规范和操作纪律，培养学

生严谨细致、遵守规则的作风；在实验过程中鼓励团队合

作，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责任意识；通过分析实验数据

和现象，引导学生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科学态

度。此外，还可以在实验教学中引入环保理念，如倡导“

绿色化学”实验设计，减少废弃物排放，培养学生保护环

境、节约资源的意识。有研究在配位化合物性质实验中引

入我国配位化学奠基人戴安邦先生的事例，他毕生奉献科

研、“立身首要立德，治学贵在报国”的精神激励学生勇

于担当、报效祖国。通过实验课的潜移默化，学生不仅掌

握实验技能，更在思想作风上受到熏陶。

上述路径并非孤立，而是相辅相成。教师应根据教学内

容和学生实际，灵活选择恰当的方式将思政教育融入普通

化学教学。关键在于找准切入点，将思政元素与化学知识

有机结合、自然渗透，做到”润物细无声”。例如，有教

师总结出在普通化学中融入思政的五种具体方式：从理论

起源引入、从理论内容引入、从人名定律引入、从案例分

析引入、从实验过程引入。通过这些方式，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学实现同频共振，达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

 2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案例设计

有效的课程思政教学离不开对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和精

心设计的教学案例。在大学化学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课程

内容，提炼出能够承载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元素，并设计相

应的教学案例来呈现这些元素。思政元素的分类与挖掘：根

据大学化学课程的特点，可将思政元素归纳为以下几类。

2.1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

挖掘我国化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和科学家的爱国事

迹。在讲授“化学反应原理”或“工业化学”相关内容

时，引入我国著名化工专家侯德榜的案例。介绍侯德榜早

年赴美国留学，功成名就后毅然回到祖国，面对抗日战争

时期的艰苦条件，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发明了“联合

制碱法”(侯氏制碱法)，打破了当时外国公司对制碱技术

的垄断。通过这一案例，让学生了解侯德榜“科学救国”

的崇高理想和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教师可进一步

引导学生思考：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如何将个人所学与

国家需要相结合？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使命感[5]。

2.2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

人从化学科学发展的历程中提炼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

精神。在“酸碱反应”章节中，插入英国化学家波义耳发

现酸碱指示剂的小故事。17世纪的一天，波义耳将盐酸溅

到紫罗兰花上，意外发现花瓣变红。他没有放过这一偶然

现象，经过反复实验，最终发明了酸碱指示剂。通过这个

生动的案例，教师可以强调观察和质疑的重要性，鼓励学

生在学习和科研中保持好奇心和探究欲。同时，介绍波义

耳作为近代化学奠基人的其他贡献(如波义耳定律)，让学

生体会科学家严谨的实验作风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2.3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从化学原理中挖掘哲学思想，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例如，通过讲解物质结构层次(从宏观到微

观)的认识过程，渗透认识的发展性和辩证性；通过分析化

学反应中的量变引起质变(如浓度变化导致反应方向改变)

，帮助学生理解质量互变规律。又如，通过介绍氧化还原

反应中对立统一的电子得失关系，培养学生用对立统一观

点看问题的思维方法。这些都有助于学生形成辩证唯物主

义的科学世界观。

3　结语

课程思政在普通化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表明，理工科

基础课程完全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将

家国情怀、科学精神、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普通

化学教学，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也增强了学

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和使命感。然而，课程思政的效果往

往具有滞后性和隐性特征，学生价值观的转变难以在短时

间内量化。因此，需在今后的教学中，应继续深化课程思

政改革，不断创新方法、完善评价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

石油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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