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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其目的是要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
要对课程所具有的价值引导和德育作用进行充分的发挥，对课程
中的育人元素和教育价值进行充分的挖掘。就其本质而言，是要
对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立德树人是教育之基，课程要
想更好地发挥其所存在的价值，就必须在其教学的过程中，重视
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德育渗透，从而占据课程育人的制高点，为
学校人才培养拓展新的途径。煤化工工艺学课程，作为职业院校
能源化工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其为化工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以
及相关科研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储备与支撑。除了向学
生进行煤化工生产工艺的相关知识传授外，煤化工工艺学课程还
担负着育人的重要职责，只有在其教学中有效地融入思政要素，
呈现出“思政味”，才能为社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煤化工或能源化
工专业人才。结合煤化工工艺学课程的实际以及职业院校学生的
特点，其课程思政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创新和实践。

1　重视对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培养
充分认识在国家战略需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煤化工工业

的重要价值，增强职业认同感，是煤化工工艺学课程教学中重要
的育人目标。为此，作为教师来说，在煤化工工艺学课程的开展
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向学生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传授，还应凸显
煤化工产业在国家战略发展以及社会进步当中的重要功能。比如，
煤炭资源在古代仅仅是人们的供热燃料。而随着煤化工工业的不
断发展，不仅产生了能够把煤炭资源转化成电能的火电厂，还能
利用煤炭的液化、气化和焦化等过程，得到对现代工作发展予以
支撑的生产原料。这些原料通过焦化工艺会得到苯、甲苯以及二
甲苯等芳香和酚类化合物；而煤通过气化则能够得到氢气、氨、一
氧化碳以及甲烷等小分子原料；经过液化则可以得到烯烃、甲醇
等化合物。

以上提到的煤化工产品能够成为医药、合成农药以及颜
料、化妆品等的化工原料与中间体，可以为现代工业以及社会经
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而煤炭的间接液化或直接液化，
则能使其成为马达燃料，即“煤变油”，这就为我国的能源发展和
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国还是煤炭生产与煤炭国，通过煤的液
化技术能得到很多马达燃料，确保我国经济发展，而在教学中融
入此方面的思政教育，则能够促进学生对煤化工行业认同感的提
升，增强其职业自豪感，进而使学生对煤化工专业知识更加自觉
的学习。

2　重视对学生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意识的培养
在对煤间接液化的过程这部分内容进行讲解时，教师可以对

学生加以引导，使其可以对学科发展的前沿给予更多的关注，
尤其是我国煤液化领域在世界范围所获得的领先成果。比如我国
宁夏中东部地区的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我国循环经济示范区、
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以及千万千瓦级煤电基地、亿吨级大型煤
炭基地。同时，中科院还在煤基碳纤维制造以及应用中拥有全
球领先的碳纤维生产技术，还在扬州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军用碳
纤维生产，产量达十万吨，这对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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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支撑。我国在煤化工领域所处的领先地位和获得的领先成
就，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增强其爱国之情。

3　重视对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拼搏精神的培养
尽管我国的煤化工领域取得了很多领先世界的成果，但是和

西方发达国家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使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努力拼搏的优良品质。煤化
工工业是在欧美国家最先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初，西方发达国
家就已经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煤化工工业体系。而我国在现代煤化
工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晚，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
在差距。为此，教师在对煤化工发展史这部分内容进行讲解的过
程中，除了要向学生介绍合成油技术以及煤化工产业所必需的专
业技能外，还应该重视对我国煤化工领域技术人员是怎样辛苦付
出，突破国外对合成油技术的垄断，而取得今天成果过程的艰辛。
进而对学生对煤化工知识的刻苦学习加以引导，对其脚踏实地的
工作态度进行培养，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使其能够积极进
取、奋发向上。

4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煤化工工业和环保间的关系，促进
其环保意识的增强

煤炭是化石燃料，包含碳、氧、氢、硫、氮、磷等多
种元素和重金属，所以在煤化工的生产当中，应该尽可能地降低
对污染物的随意排放，要对生产车间进行尽可能的清洁。例如，在
对煤气化这部分内容进行讲解时，教师应该重视对学生进行引导，
让他们认识到脱硫脱氮化学吸收剂以及工艺开发过程中，必须实
现污染物的零排放，确保在高效利用煤化工的同时，我们的碧水
蓝天不受到破坏。

再比如，在对煤进行高温炼焦的过程中，以往的熄焦必须
依赖很多的冷却水，确保炽热的焦炭可以冷却。这不仅导致其中
产生的热能极度浪费，同时还导致出现了很多含有有机化合物和
重金属的废水，给环境造成污染。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煤化工工业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重视对其环保意识加以
培养，使其能够成为清洁生产的践行者。

5　结语
总之，作为教师来说，应该在教学中重视课程思政改革，

重视对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培养；重视对学生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意
识的培养；重视对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拼搏精神的培养；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煤化工工业和环保间的关系，促进其环保意识
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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