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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室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 
强毅  张小凌  曹广祝  李曼焘  覃荣高 

(昆明理工大学 国土资源工程学院  昆明  650093) 

摘要：作为高等教育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室教学离不开对学生的德育工作。新时代中，在大学生实验课的课堂上推进

德育工作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培养学生道德素质。实验室教学不仅要做到“智育”，更要做到德育。实验室教师要

将德育与授课教学工作结合起来，落实教育以育人为先，育人以德育为先的原则。 

关键词：高校实验教学 思政 

Th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Laboratory Teaching and Moral Educatio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laboratory teaching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mor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In this 

new era, the promo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of college students’ experimental cours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moral quality will be cultivated. Laboratory teaching should not only be "intelligent education", but also moral 

education. Laboratory teachers should combine moral education with teaching and teaching, and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education first and moral 

education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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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在这个新时代中，大学生为未来社会主义精英劳动者的

缩影，立德树人为大学教育之基础。在当前的形势下，许多的高校

教师在实验室教学方面存在一些误解，认为实验课仅仅只需要教会

学生相应的知识，而忽视了德育的重要性。德育教育是针对大学生

思想层面进行的教育活动。在当前这个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教师不

仅需要传授给学生各种设备仪器的操作方法，而且还应向学生传授

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价值观，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以便学生在学

习和生活中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理想信念，并树立

正确的道德观念。为此，笔者调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打分模式，

用以激励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提高自身道德素质。 

一、对课程评分方式的改变 水文地质学基础  

1.1 将德育因素纳入课程评分体系中 

在传统的水文地质学基础实验课程教学中，通常以实验报告作

为学生成绩评价的唯一标准，但在将德育融入实验室教学的情况

下，这种考核标准是不甚合理的，为了检测学生的知识学习与德育

教育的效果。应将对德育的考核纳入评分标准之内，笔者在教学中

实践了一种新型的评分标准，将学生的德育成绩纳入总成绩中。例

如，在布置关于地下水分布课程的课后作业时，笔者让学生结合红

军长征的路线分析红军长征路线中水资源的分布情况，为了完成这

一任务，学生必须查阅红军长征路线图等相关资料，并且结合实际

情况对长征路上的地下水资源分布情况作出分析。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需要了解老一辈革命家为革命而付出的努力，这可以进一步激

发出学生的爱国情感。为了让学生在德育与专业课融合的课堂上更

有动力，笔者改变了传统的评分模式，原本应占 100%的实验报告

在新型教学模式下仅占该门实验课 50%的分数，剩下 50%则分布于

平时的学习状态与德育情况中。例如上文中所述关于红军长征的作

业，如果学生仅仅只是从专业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长征路线的地

下水分布情况而无自身情感的表露，那么仅仅只能拿到 50%的成绩，

必须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方能拿到该作业 100%的成绩，学生

的情感必须真挚，教师将对作业进行查重，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相似

或抄袭情况，学生该作业将记做零分或是重做。 

1.2 通过赋予德育更高的分值，激励学生提高道德素养 

在这种新型评价体系下，笔者将总成绩的 10%分布于课堂回答

问题中，学生必须积极回答问题并表露出对祖国的热爱方能拿到这

10%的成绩，本课程中的知识性内容占 50%的成绩，这部分的评分

模式与传统相似。而剩余 40%的分数则分布于学生平时作业中与课

堂上对祖国是否热爱的表现中，若学生仅仅只是出色的完成了知识

性内容的学习并积极参与课堂，那他仅能拿到一个及格分，学生必

须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自身对祖国的热爱，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

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方能在本课程中取得高分。这是笔者对实

验室教学工作进行改革的出发点，希望能对促进学生德育工作起到

一定程度的帮助。 

二、将德育融入实验室教学的具体方法 

2.1 通过对各地风土人情及相关建设工作的讲解，培养学生爱

国意识 

笔者在进行水文地质学基础实验课程的教学中，融入了部分德

育教育因素。例如，在对我国许多地区水文地质结构进行讲解时，

同时融入对该地风土人情的讲解，并将一定的革命史融入讲解之

中。笔者在对甘肃地区的地质结构进行举例讲解时，为引起学生的

思考，活跃课堂氛围，同时也为了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笔

者举了黄河沿岸的例子，并详细的介绍了黄河的意义以及甘肃特有

的美食与风土人情，笔者观察到，在这种方式的教学下，学生在学

到知识的同时，也被祖国各地的特色风情所吸引，进而生发出对祖

国的热爱。在对这种方式进行实践时，笔者通过对学生专业知识水

平的测试发现，这种教学方式并未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反而使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并且由于引入了诸多让学生感兴趣的

东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这种形式下，笔者在

让学生提交实验报告的同时，也会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抽查学生学

习情况，并为学生布置任务同时考查学生专业素质与对祖国的热

爱。在课堂上，笔者经常为学生播放一些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素

养的同时促进学生爱国意识的视频等内容，例如，笔者曾为学生播

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植树造林工作的视频，并向学生说明植树造林

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并宣传植树造林典型案例，培养学生为

祖国的发展而贡献力量的精神。 

2.2 结合实验室设备与样品背景，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 

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笔者不仅教给学生如何使用实验室相关

设备，还为学生讲述每台设备在进行采购、运输到实验室的过程中

国家与学校所做的努力，使学生意识到实验室里的每一台设备都是

来之不易的。并在学生使用土样的时候，为学生讲述采集土样的地

区在国家发展与建设战略中产生的变化，教师应以深情的语言向学

生讲述每一台设备，每一方土样背后的故事，以此让学生明白国家

培养大学生、发展科研工作的决心与巨大努力，培养学生爱国激情，

让学生在爱国敬业的氛围中努力学习，这样可以使学生有更大的动

力学习，同时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信念，让学生明白国家为培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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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所做的努力，进而产生回报祖国的想法与在未来为祖国的发展

做出贡献的动力。爱国是一个大学生最应该拥有的品质，而在实验

课的教学工作中，教师最应该培养的也是学生的这一品质。这不仅

能促进德育工作，更能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增强实验室教学工作效

果，应是实验室教学工作与德育工作相融合的一大重点。 

三、通过调查了解学生对新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 

一种教学方式如果不能让学生满意，仅仅只是逼迫着学生进行

学习，那么这种教学方式是失败的。为了了解学生对将德育工作融

合进实验室教学的态度，笔者对学生进行了一次匿名测试，其中满

意度设立 1-10 分的打分机制。在水文地质学的实验课上，共有 57

名学生。笔者设计了一套问卷，分别让学生对新的打分机制、教学

方式、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并让学生对该方式做出一个总评价（十

分制，可打 0-10 分） 

最终经过调查，共 57 名学生参与评分，其中新的打分机制的

平均分为 8.92 分，新的教学方式平均分为 9.23 分，新的教学效果平

均分为 9.14 分，学生的评价集中在 9-10 分这个区间内，总评价平

均分为 9.16 分，由于是匿名打分，可以表现出学生更加真实的看法。

在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除了 2 份评价表分别为打分机制、教学方

法、教学效果与总评价都打了 5 分以下外，其余评价表的所有分数

均高于 5 分，集中于 8-10 分这个区间内。由此可以判断，学生对

于这种将德育融入实验课的教学方式十分支持，仅有极少数人存在

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这也表现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提高学生道德

素养，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育融入教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

学生群体中也能得到广泛的支持。虽然得到了绝大部分学生的支

持，但笔者认为该种新型教学方式仍需要进行不断的摸索和改革，

方能更好的促进学生学习效果，为培养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劳动者

做出贡献。 

结语：在高校实验室教学中，不仅应培养学生专业知识水平，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国家的热爱，在当前的实验室教学中，许多

教师忽视德育，仅仅强调“智育”，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高

校应注重培养道德品质、专业素质“双高”的学生，做到“教育以

育人为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输送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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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初步了解原地运球的动作要领，形成视觉冲击。课中，体育教

师在准备活动中可以使用各种热身动作，配上音乐，增加准备活动

的多样性和趣味性，这同样适用于体育课的放松。同时，学生也可

以反复观看体育软件上的视频，加深对动作的印象和理解。课后，

教师可以通过运动软件布置作业和锻炼内容。主要针对速度、耐力、

柔韧性等素质进行的锻炼。最重要的是教师可以使用软件中的其他

课程开展学生的第二课堂。考核，在体育课程教学考试中，线上和

线下结合起来评价。在线考核学生的运动技能，线下使用体育类软

件评估身体素质，并进行科学分析，形成报告，针对薄弱环节制定

私人训练计划，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最后，为了避免体育软件的消极影响，学校必须有一份关于该

软件的用途声明，同时限制使用时间(每节课最多 15 分钟)。教师有

权控制软件何时使用，何时停止，运动时不能携带手机。学生定期

向教师反馈使用效果。开发可以获取访问或上传学习资源以及能够

检索 pdf, word，图像，包括视频链接或网站的体育软件。 

4 结论 

综上所述，使用体育软件的次数影响体育软件的应用程度，使

用频率的增加也会增加体育软件的应用程度。作为该研究的成果，

体育软件的应用程度很高，开发了体育教学软件应用融合。在体育

教学的不同阶段，适当的融入体育软件，可制定政策、法规等配合

和支持使用体育软件，促进教学改革，使教学活动更轻松，从而丰

富体育教学的方式，以增加课程的兴趣，丰富课程内容，提高教学

质量和学生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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