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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化工相关专业中，目前关于“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还较少。本文围绕立德树人的主旋律，

全方位、多思路、灵活地发掘和提炼思政元素，创新课程思政活动形式并引入课程思政的质量评价制度，

对“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进行了构建和实践，以期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感，并具备健康、安全、环境意识，能够适应国家化工技术发展的需求，并能主动把所学化学反应工程知

识服务于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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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是新时代下高校课程思政的

建设和发展方向[1,2]。不同于传统的思政课程、专业类课

程，特别是理工类的专业课程，由于其涉及到的知识较复

杂抽象，且具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其思政元素较难发掘，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实现润物细无声似的思政育人往往是

比较困难的，这实际上也对专业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目前，已有不少教师针对不同学科专业类课程的课程

思政建设做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4-7]，然而针对化工类专

业课程，特别是“化学反应工程”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研

究还较少。本文以石河子大学化工类相关专业开设的“化

学反应工程”为例，对其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构建做了初

步探索和实践。 

1  本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 

化学反应工程是一门涉及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化工

热力学、传递现象、过程优化与控制等多学科领域的专业

基础课程[8，9]。它是化学工程、化学工艺等专业的核心课

程之一，通常也作为应用化学、工业催化、生物化工、制

药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专业的一门必修或专业选修

课程，因此在相关工科类专业中开设较为普遍[10,11]。本课

程的教学目标旨在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化工过

程的动力学分析，反应器的选型，并懂得反应器的设计与

分析。本课程在教学过程的宏观层面将“如何培养化学反

应工程方面的人才、为谁培养化学反应工程方面的人才”

的问题贯穿始终；在微观层面上，教会学生利用唯物辩证

法看待和解决反应工程方面的复杂问题，着重培养学生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并具备健康、安全、环

境意识，能够适应国家化工技术发展的需求，为将来能够

主动把所学化学反应工程知识服务于国家发展奠定一定

基础，这便是本课程主要的思政育人目标。 

2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构建思路 

2.1  围绕立德树人，自觉提高政治觉悟 
为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及思政育人目标，拟采取多

方位、多措施的改革思路。首要的便是要围绕立德树人，

自觉提高政治觉悟。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和课程思政教

育理念的践行者，教师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首先

就要清楚我们为谁“树人”的问题，其次才是如何“树人”

的问题。在“树人”的同时，要牢牢把握住“立德”这一

根本，这样才能确保课程思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顺应新

时代进步的需求。 
2.2  全方位、多思路、灵活地发掘和提炼思政元

素 
如前文所述，化学反应工程的内容及其专业性和理论

性决定了其思政元素较难挖掘。因此，要在对课程内容十

分熟悉的情况下，全方位、多思路、灵活地去发掘和提炼

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思政元

素。针对本课程，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内容去挖掘和凝练

思政元素： 
2.2.1  学科发展历史 
相对于传统的化工相关课程，化学反应工程只有短短

的约 90 年发展历史。事实上，推动该学科形成及发展的

均为英、美、法、德等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如丹克

莱尔、梯尔、史尔多维奇、霍根、华生、丹克沃茨、泰勒

等。由于历史等原因，我们国家在该学科上长期没有发言

权。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及时将化学反应工程引入

化工高等教育，弥补了我国化工相关行业发展中的短板，

此为思政元素之一，即改革开放对于化工高等教育的积极

影响。此外，还可以以我国反应工程的著名学者金涌院士

的成长经历及贡献为例[12]，教育同学们即便我们在这一学

科的起步较晚，但我们依旧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后来居

上，取得该领域的话语权。这一思政元素旨在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2.2  职业道德、环境保护和社会贡献 
实际的化工生产过程中，化学反应过程往往伴随着有

毒、有害、易燃、易爆等物质的处理和排放。可通过教学

内容的相关章节延伸到反应后废弃物的种类与处理方法，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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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树立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此外，传统的专业课

程教学主要讲的是“学什么”和“怎么学”，课程思政则

要解决“为什么学”和“有什么用”。为了实现这一点，

需设法建立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化工相关专业的

学生，毕业后在相关岗位上努力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同时实现了个人价值。这一思政元素可灵活地贯穿于本门

课的整个教学过程。例如，在讲釜式反应器和管式反应器

时，可理论联系实际，从新疆本地化工相关企业心连心、

天业、天富、神华等展开，宣传并介绍企业的情况和优势，

结合中央的治疆方略和未来发展趋势，鼓励学生留在新疆

为建设美丽新疆和西部大开发做出贡献。 
2.2.3  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 
课程思政的根本要义是要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观点的灵活运用便是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

具体体现。事实上，本门课程这类的思政元素很多，也可

谓贯穿始终。例如，本课程关于反应条件对于反应选择性

影响的讨论便可用到唯物辩证法；停留时间分布相关内

容，体现了事物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扩散干扰下的动力学

假象，体现了真理的相对性等。总之，可根据教学内容和

学时的具体安排，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

融合到平常的教学过程中。 
2.3  创新课程思政活动形式 
在传统的课程思政活动中，一般以课堂教学的“教”

和学生的被动“学”为主。这种较死板的形式不仅降低了

学生对于思政内容的兴趣，而且较难达到课程思政的实际

效果，因此，需大胆创新课程思政的形式。例如，可通过

翻转课堂的形式，让教师思政变为学生主动思政；不拘泥

于形式，通过布置作业、心得交流、主题讨论、调查问卷、

资料收集等多种方式将课上思政转化为课下思政，真正做

到润物无声；此外，还可将课程思政元素、思政内容合理

的融入到课程的过程考核中去，以此提高学生们的积极主

动性。 
2.4  课程思政的质量评价 
要想提高课程思政的质量，真正达到思政育人的目

标，必须科学合理地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进行评价[13]。如课

程中的发言讨论，调查问卷、课后思政作业等活动均可以

量化为具体分数；将课程思政元素、思政内容等的考核结

果合理的纳入平时成绩中，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对课

程质量评价的要求[14]，可对本课程专门设立德育考核目

标，通过设置的各考核环节的成绩计算出每名学生的课程

目标评价值，从而对每名学生和总体的德育情况给出评

价。根据评价结果，可以进一步指导课程思政的持续改进，

也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效果提供参考。 

3  结语 

通过提高政治站位，紧扣立德树人的主旋律，全方位、

多思路、灵活地发掘和提炼思政元素，创新课程思政活动

形式并引入课程思政的质量评价制度，对“化学反应工程”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进行了构建和实践，培养学生能够适应

国家化工技术发展的需求，服务于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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