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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化学教学活动的优化路径研究
魏恩志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大思政背景下，各学科教师纷纷探索课程思政育人的新模式，取得了较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尤其在高职化学教学活动中，

教材内容、教学资源等方面无不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素材。因此，高职化学教师也应当积极响应新时代教育号召，在培养学生化学基础、

化学素养的同时渗透综合性教育、现代化教育，为学生今后的专业成长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本文具体讨论了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化学

教学活动的优化路径与创新策略，希望能够为一线教育者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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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本质是以思想政治课为主渠道，其他课程为延伸

路径，构建全新的思政教育模式，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思想品

德素质进步和成长。而今，作为一线教育者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化

学教学活动中存在不足，必须承认化学课程思政建设尚且达不到

理想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课程思政背景下深化教学改革、

教育创新，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的主渠道作用为根本路线，在

化学课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课堂管理过程中践行德育、

美育、智育的一体化，以充分落实课程思政指导作用，实现化学

教学的增质提效。以下围绕课程思政背景下的高职化学教学活动

优化路径具体讨论：

一、高职化学教学活动建设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对高职学生而言，化学课程属于基础课程，一般在大一学年

开设，紧随化学实验课程开设。这一阶段正是培养学生思想观念、

道德修养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中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

人教育等重要内容，以培养高职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

人生观。也就是说，化学课程的开设本身是一个契机，在这一节

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十分必要，相应院校课程设置组也应

当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化学课程思政一个有利的契机，为今后的

素质教育长效发展、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在化学课程内容中，隐含着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对化学

史的解读能够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对化学实验教学的

建设和发展能够培养学生实践素质、动手能力；对社会热点进行

解读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化学知识；对化学知识的解读能够帮助学

生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等等。如果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深挖这样的

知识内容，对高职大学生来说必定是终身受益的，不仅能够达到

智育的教育目的，还能够充分落实立德树人、科学育人。

笔者认为，化学知识本身偏难，尤其融入了化学实验后，更

是对学生的各项关键能力有着一定要求，需要学生有良好的知识

整合能力、举一反三能力，才能够将所学知识尽快地掌握和融会

贯通。而单纯讲解化学知识难免枯燥，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后，化学知识更加生动、形象了，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难度。

与此同时，高职大学生综合素质偏低、职业素养偏低，融入了思

政内容教育后，还能够对其进行思想品德、道德修养方面的培养，

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依据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化学课程中应当融入对学生个人

素质的培养，尤其是职业能力、职业素养，这关乎学生的未来发展。

单纯的化学知识中融入专业内容稍显困难，但对于学生沟通能力、

协作能力等的培养是较为容易实现的，尤其在化学实验中隐性教

育的发挥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素质。化学课程思政建设对学生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对学生严谨治学态度的培养等，都有助于

学生今后找到适合的岗位工作。

二、高职化学教学活动建设课程思政中存在的问题

高职化学教学活动建设课程思政中主要存在两点问题：第

一，教师对课程思政内容了解程度不够，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对

思政元素的把握和运用能力不足，自然对课程教学效率和质量

造成了不良影响。与此同时，高职大学生在面对繁杂的化学知

识时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如果教师没有很好的把握很容易导致

学生化学学习兴趣缺失、思政学习兴趣缺失，更影响了整个课

堂的教育效果。第二，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切入点把握不准确，

在教学实践中很难做到松弛有度、张弛有力，也难以使整个课

堂氛围活跃且效果良好。如果没有提前做好教学设计，更容易

让整堂课结构不清、节奏混乱，而造成学生知识学习效果差。

而这也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因此需要改变现状，对现有课程

思政基础进行调整和优化，以全新的化学课堂面貌教授知识，

培育正确思想和高尚品德。

三、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化学教学活动的优化路径与创新策

略

（一）深挖化学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化学知识启发人类思考和探究，但化学史同样值得我们研读

和探索。我们都知道，化学知识来源于自然环境，更与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但这些知识被我们认识和应用是多少化学家努力的

结果。因此，化学教师可以将科学家故事、科研故事等融入教学

过程中，在学生心中播撒追求真理的种子，为学生的专业化成长

和全面化发展奠定基础。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关于钢

铁及铜等金属物质的冶炼、食盐的生产、火药的配制等化学工艺；

侯德榜在祖国最需要建设的时候回国探索制碱工艺，使得相关化

学工艺和流程得以简化；而《化学鉴原补编》一书中更是记载着

葡萄酒的酿造工艺中二氧化硫的重要作用。这些内容如同化学知

识一样值得被研究和引用，同样需要教师对教材、教辅资料、线

上教学资源等进行深挖与总结，才能够以此为基础构建出生动的

化学课堂。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化学教师就可以利用化学史培养学生的

科学精神与创新精神。在教学“乙醇”的相关内容时，化学教师

就可以借助《本草纲目》中对解酒的记载导入新课，让学生了解

灵芝、葛根、葛花均可用来解酒，有助于消耗酒精。这是古人依

据事物特性总结出的经验道理，其本质也是乙醇分解的基本原理，

随着乙醇进入人们体内，经过酶的氧化生成乙醛，深度氧化后变

成乙酸，酸经过进一步的氧化以二氧化碳和水的形式离开体内。

古人尚且总结生活经验指明了化学原理，而今的青年大学生更应

当重视观察生活、观察事物，拨开其表象、挖掘其内涵，继承先

贤的科学探索精神，这才是课程思政融入高职化学教学活动中的

奥义所在，也需要一线教育者进行再设计、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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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重视化学实验教学

化学实验是锻炼学生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的最好方式，不论

微课视频、电子白板这样的教学方法怎样使用，学生最终还是要

亲自动手实验，才能够体会到化学知识背后的乐趣，才能够生成

科学精神、探索精神。因此，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安全实验，还

要让学生懂得实验操作的重要性，并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

动手兴趣，锻炼和提高学生对化学实验的认识，在拓宽学生视野

的同时锻炼其各项关键能力。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尽可能为学生

创造实验机会，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流程，让学生探索实验中应

用的知识点。这样一来，学生既能够巩固化学理论知识，还能够

通过知识应用掌握一定学习方法。

以二氧化硫性质的教学过程为例，化学教师既可以从生活中

的二氧化硫导入教学，也可以从相关实验准备、实验预习引入教

学。第一，二氧化硫融于水成为了酸雨，其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第二，实验预习可以由学生独立完成，布置这样的任务有助于为

课堂教学做好铺垫，同样能够锻炼和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创新

意识。在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小组合作教学模式，

由学生借助给定的实验药品设计实验，探究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二氧化硫具有一定刺激性气味，同时也是容易造

成安全问题的化学物质，教师要阐明实验注意事项，同时要监督

和观察学生的实验情况，要在确保安全的范围内进行实验。总之，

实验的成功离不开学生之间的相互协作，这也是作为新时代公民

应有的品格，而恰好化学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就能够达到事

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三）在化学教学活动中融入社会热点

通常来说，社会热点大多具有一定争议性和矛盾性，才能够

广泛传播、迅速发酵，引起各种各样的讨论。化学教学过程中引

入这样的报道和事实，能够有效唤醒学生的社会意识、社会服务

意识，这也是高职化学课程思政的重要路径。课程思政背景下，

高职化学教师可以从社会热点、新闻报道出发，在教学活动中引

入各类资源建设高效课堂，让学生在高效、高质量学习的过程中

生成社会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争议性话题大多没有一个标

准答案，因此课堂绝不是“发泄地”，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构建

出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才能够围绕社会热点话题进行更多讨论

和研究。

教学实践中，化学教师可以在课件中出示：2005 年 3 月，一

条高速公路上装载着液氯的大罐车，由于司机疲劳驾驶撞上了另

一辆汽车，引发液氯泄漏，在车辆碰撞的一瞬间有一股黄绿色的

气体喷出，并且伴随有强烈刺鼻气味，让人觉得有些头晕睁不开眼。

那么，氮气有着怎样的化学性质呢？现场的目击者该如何进行逃

生呢？消防者该如何去处理呢？结合这些问题链，学生能够思考

和探究其中的化学知识，但同样能够萌生社会责任意识，认识到

疲劳驾驶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和危害性。生活在法治社会，我们生活、

工作、学习得到了安全保障，但这样的安全不是绝对的，个人应

当注重防护和自我保护，同时也要遵纪守法，做新时代的好公民。

（四）借助化学知识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新时代背景下，环保这一议题备受关注，无数人在生活和工

作的各个方面践行环保，但同时也有少数人缺乏环保意识、环保

理念。在高职化学教学活动中融入这样的知识内容，既能够体现

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作用，又能够使化学知识生动而有趣，同时

又引人深思。就笔者个人而言，环保本身并不具备普适性，因此

可以在树立学生环保意识、环保理念的基础上，教导学生正确环保、

有效环保。教学实践中，化学教师既可以从全球变暖、河流污水

等常见的话题引入教学，也可以引导学生深层次探索更多化学物

质对环境的危害性，如酸雨和雾霾、土壤酸碱化、重金属污染等。

借助化学知识培养学生环保意识是可行且有效的，具体怎样教学、

教学什么，还有待高职化学教师继续探索。

教学实践中，高职化学教师可以从二氧化硫的化学性质入手，

讲述其对环境的危害性，讲述其对人类的危害性。首先，二氧化

硫是最主要的全球空气污染物之一，酸雨和土壤酸碱化就是典型

的例子。而二氧化硫的二次污染物还有可能引起人体呼吸系统疾

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过早死亡等。其次，二氧化硫目前的排放

量不容小觑，其主要来源于火电厂、工业燃用煤炭和石油等多种

渠道，又与现代工业化社会建设息息相关。通过介绍这样的知识

内容，能够让学生认识到我们生活的地球已经千疮百孔，同时能

够有效激发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学生认识到人类在发展工业

的同时要与环境和谐共处，追求可持续发展。当前，城市和农村

建设中愈发重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这也是对环境问题的重

视，更是启发青年大学生环保意识与观念的重要起点。借助化学

知识培养学生环保意识，不仅仅可以从介绍环境的危害程度出发，

还可以从美德教育、品格教育深入，教导学生节约资源、资源循

环利用也是可行且有效的。而作为一名化学教师，我们更应当承

担起教育责任、社会责任，为化学课程思政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为大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做好铺垫。

四、结语

总而言之，立足化学教学活动建设课程思政不是一蹴而就的，

还需要一线教育者继续探索和尝试。高职化学教师应当深入挖掘

教材内容、教学资源中的思想政治元素，以科学精神、创新精神

鼓舞学生。化学教师还应当充分重视实践，用实验启发学生动脑

思考、动手实践；化学教师更应当在教学活动中融入社会热点，

以增强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社会服务能力，为高职大学生的专

业成长和全面发展保驾护航。在此基础上，高职化学教师还应当

创新多种教学模式，从实际出发、从学生出发，围绕学生的特点

和新时代教育特点建设课程思政，发展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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