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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工程化学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中，教师需要全方位注重相关化学案例的有效引用，确保对应的思政

教育工作具备较强的说服力，以此来实现对学生形象、生动、客观的思想教育指导。本文简要对工程化学

课程思政教育工作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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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化学具备较强的哲学性，同时相关课程也具备相

对较为广泛的知识内容。针对相应的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元

素也具备较强的可行性，教师应当根据相应的教学章节知

识点的网络结构，适当地挖掘出相关知识点所具备的思政

元素，来实现对学生有效地教学引导。 

1  工程化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现实意义分析 

工程化学所涉及到的课程内容相对较多，相关课程教

学涉及到多个专业的教学工作，如土木、机械制造、环保

设备等非化工专业。相应的教学工作涉及基础化学物质组

成、结构性质、物质反应等相关内容，并且与日常的自然、

生活现象密切相关，如能源、科技、材料、环保、生态等

相关领域。通过对相关学生进行的教学引导，培养学生基

本的近现代化学知识理念，以及相应的基础化学实验技

能，使得对应的学生能够结合基础的化学知识来实现对于

相关专业问题的有效分析、探讨和解决，确保学生在后续

的学习、工作中具备基本的化学基础知识。总体来说，工

程化学的授课对象以及教学内容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其具

备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在相关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

工作也具备较高的可操作性。 
在实际的工程化学课程中其所涉及到的知识内容相

对较为简单，但是其包含的知识概念却相对较为广泛。相

关课程凭借其广泛的知识内容，能够有效地肩负起思政教

育的基本案例教学工作。其次对应的工程化学作为一门公

共课程，其服务的学生可能会来自不同的学院。因此借助

相关课程广泛的受众对象，在对应的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

教育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进一步提高思政教

育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2  工程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2.1  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课程思政教育工作主要是实现对学生在思想道德层

面上的教学引导，而爱国主义精神是作为我国素质教育工

作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教师也需要在对应的工程化学教

学和管理工作中融入对应的爱国情怀教学篇章。 
近几年来，由于西方外来文化的入侵，使得高等院校

内大部分学生受到了相应的思想冲击，部分学生甚至出现

了文化不自信以及崇洋媚外的心理特征。因此在对应的素

质教育工作中及时地普及爱国主义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例

如，在当前工程化学教学工作中，绪论部分讲解了化学与

国民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此过程中教师应当尽可

能引经据典，引入老一辈化学家所做出的科学贡献。例如，

将侯德榜先生在建国初期所做出的伟大成就作为案例，讲

解我国在纯碱领域如何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事迹。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各行各业尚处于发展起步阶

段，而纯碱作为基础的化工原料，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市场

需求。然而我国在该时期由于工业基础较差，相应的纯碱

产品只能从国外引购，以至于我国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不

断增加，工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此时，侯德榜先生毅然

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归祖国刻苦地攻关纯碱制

造工艺，并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成功地研发出了制碱法，

有效地改善了传统的制碱工艺流程，降低了制碱生产作业

成本，实现了相关化工产品生产、节能减排的管控功效，

此事迹具有较强的模范示范作用。通过将侯德榜先生的人

生经历作为教学引用，可以帮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工程化

学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的有机关

联，帮助学生进一步领悟先人先辈的奉献精神，增强学生

的爱国情怀。 
此外，在工程化学的知识点中还涉及到大量的化学历

史，此时教师也可以拓展讲解一下我国古代的独特化学工

艺，如酿酒技术、发酵技术等，同时也可以对我国古代所

具备的冶金工艺、陶瓷工艺、火药工艺进行介绍，增强学

生的民族自信心，让学生感悟科技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作

用。总体来说，教师将伟大的发明、成就以及感人的人物

事迹向学生进行积极有效地宣扬，以此丰富现有的工程化

学课堂教学内容，结合相应人物事迹中所具备的职业精

神、探索精神以及民族主义精神来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2.2  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 
我国制造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一系列转换

过程，在新时期制造业的发展进程中，还应当全方位秉承

个性化、柔性化、精益化生产管控理念。相关企业、单位

以及个人需要具备基本的工匠精神，能够将生产制造工作

进行进一步地落实和完善，确保相应的技术能够实现对产

品精益化地生产。同时，具备工匠精神相关工作人员能够

在生产活动中追求完美，努力提高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效

率，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现我国从生产制造到智造

创新层面地发展转型。因此在现阶段的素质教育工作中，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0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137-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教师也需要全方位注重针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 
对于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

师应当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实现对学生潜移默化地教学

影响，例如，在现有的工程化学教学工作中，在对物质的

结构以及材料性质的教学章节中，例举陶瓷材料的生产制

造工艺，其复杂的生产流程以及精细化的生产工艺，无论

是从前期的材料配料，还是到后期的烤制成型，相关生产

人员都需要严格地管控每一个工序。从陶瓷制品的生产流

程中可以看出，古代匠人对于品质有着不懈的追求，因此

教师可以借助相应的工匠精神，向学生讲述当今学习工作

中追求精益求精的重要性以及现实意义，以此来帮助学生

形成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 
又比如在对应的工程化学教学工作中，教师也需要及

时地穿插具备教学典型性的故事。例如，讲解到基本的电

离原理以及电离理论时，引入阿伦尼乌斯事例，其在实验

进程中不怕困难，努力地进行多次实验，收集数据且敢于

同传统的权威数据以及权威理论进行抗争，最终在其永不

言弃的精神指引下获得了成功。而这一系列的成就均离不

开阿伦尼乌斯不懈地探索、不懈地努力。因此，在对应的

工程化学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当尽可能实现对学生工匠精

神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为行业的发展创造出更高的价

值。 
2.3  培养学生基本的节能环保意识 
在对应的工程化学教学管理工作中，教师还应当全方

位注重对学生基本环保理念的培养，向学生宣讲绿色化

学、环保化学发展的核心理念以及核心意识。在相关教学

工作中，教师需要将环境、健康以及生态安全进行教学融

合，借助适当的教学案例帮助学生树立风险意识以及安全

责任意识，确保学生在后续的生活工作中能够及时地消除

事故安全隐患，保护环境，能够对相关职业隐患进行有效

地防范，在对应的工作中做到防患于未然。 
例如，在工程化学第四章节氧化还原反应与第六章节

能源开发利用的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全方位指出节能减

排相关活动所存在的现实意义。在当今工业时代，各行各

业的发展均离不开石油资源以及煤炭资源等化石能源，这

些能源的开发利用使得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更加便利。但是

对于相关资源的开采使用，也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

整治问题。例如，由于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使得温室气

体排放量增加；并且化石燃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也

使得空气污染变得更加严重，从而严重地影响到了动物、

植物的健康生长。 
此外，教师还应当向学生明确现阶段我国能源使用的

状况及我国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仍然是以化石燃料使用

为主的现实问题，同时我国目前是以火力发电为主。通过

相应的知识讲解，向学生明确我国现阶段能源使用所存在

的现实问题，并且进一步引出环境污染所存在的严峻状

况，以此来教导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要学会节约能

源，从小事做起、从细节之处实现对能源使用地有效管控，

为环保事业尽一份力量。 
在当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在享受舒适、

便捷生活的同时，也需要时刻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在工

程化学第九章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的教

学讲解中，教师应当向学生深化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学

生随时随地做到垃圾分类的意识，教导学生有效节约水

资源。 
总体来说，在工程化学课程中涉及丰富的化学知识内

容以及大量的环保知识理念。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当

明确学习的重心，同时还需要秉持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尽

可能将课程书本中的知识进行相应地实践。 
2.4  培养学生的思维辩证能力 
之前说到，针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主要是实现对

学生在思想精神层面的教学引导。在该过程中，教师还需

要充分地保障学生能够具备基本的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对

实际中的客观现象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让学生树立基

本的哲学意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价值。 
在对应的工程化学教学工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哲学教

育元素以及相应的哲学教学思想。例如，在第五章节中讲

述了电子运动状态以及对应的波粒二象性，其中波粒二象

性与哲学矛盾论中事物所具备的两面性存在相似的理论。

因此，透过相应的知识讲解，教师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

思辨能力，强化学生基本的思辨意识，培养学生学会在学

习工作时扬长避短，并且能够透过事物内在的规律，对其

本质现象进行研究和探讨的能力。 
在第一章节化学平衡的教学工作中，当化学反应的温

度、压力以及浓度发生定向化的改变时，会使得系统内部

的化学平衡遭到破坏。而对相应的变量作出调整之后，系

统内部也会重新回归反应平衡的状态。因此，通过相应的

现象，教师可以向学生阐述世间万物相互平衡、相互关联

的哲学原理。同时教师也可以结合共价键原理中的知识

点，事物不是一直处于某一种状态，教导学生结合全新的

视野和思维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实现学生长远、稳定

的发展。 

3  结语 

总体来说，在当前工程化学课程开展思政教育的工作

期间，教师需要全方位地注重相应的课程教学元素以及思

政教育元素之间的有机整合，确保对应的教学工作能够引

起学生思想、情感方面的共鸣，以此来实现对学生有效的

思想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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