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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流专业背景下的《应用化学专业英语》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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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化学专业英语是应用化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是卓越复合创新型人才需要掌握地必不可少地专业知识，

本文从课程思政视角出发，讨论了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背景下，如何对应用化学专业英语课进行思政教学模式改革，以更新

教学观念，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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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4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双万计划”的通知》，通知的发布代表“双万计划”正式

启动，该计划的实施主要目的是基于当前教育背景下力促本

科专业建设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的本科专业发展进步，达到

世界一流水平标准，全面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振兴[1]。而

在一流本科、一流专业建设过程中的核心就是培养一流人

才。而一流人才的培养，不仅是要培育学生具有良好的专业

素养和职业技能，更应该具有正确的政治观念和品德素养，

如此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基于此，习近平总书

记结合时代背景和教育发展需求，在 2019年又提出了“使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的观点[2]，指出在高

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各类课程的教育应该是对学生的政治思

想、品德修养等综合素养的培养，形成立德树人、传授知识

以及引领价值观科学发展的新格局。因此，课程思政是新时

代背景下党中央对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新要求，是现阶段全

国思想政治体系进步发展时期提出的新兴理念，是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的重点，也是促进高校实现思政教育和知识教育有

机融合、统一发展的重要途径[2-3]。

重庆工商大学应用化学专业已经是校级一流本科专业，

正向重庆市级一流本科专业迈进。在前期一流专业建设中，

以“夯基础、重创新、强实践、专应用”为总体原则，以重

庆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为导向，实施“理工融

合、科教互助、产教协同”结合“N 种个性化方式”协同育

人的新模式，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复合应用型创新人才。复

合创新型人才具有良好的专业英语能力、国际化视野是其中

必不可少的素质。而应用化学专业英语是应用化学专业培养

复合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础课程，也是助力化学专业人才实

现国际化发展的有力保障，是促进我国化学科研活动与国际

融合的重要工具。前期笔者主要从应用化学专业英语传统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和考核与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革，激发了学

生自主学习的热情[4]。

前期对应用化学专业英语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育才，对

育人树德考虑较少，因此在近两年的应用化学专业英语教学

过程中，笔者尝试进行应用化学专业英语教学及思政教育深

度融合的探索，以期在应用化学专业英语课程教学中，从多

方面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

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实力自信，深度弘扬爱国主义思想，

为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思想观念等提供科学指

引。

1 弘扬爱国主义

自古以来，爱国就是人们心中的崇高美德，这也是我国

在深远历史发展中凝聚的重要思想，已经深深刻入国人心

中。自古中华民族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的经典谚语。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著名化学家巴甫洛夫也说过“科学没有国家，科学家却

有国界”。因此，在专业英语课程中讲授化学元素周期表和

化学发展历史章节时，我们就可以用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

化学家，“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院士为例，给学生们分

享老先生是如何历经磨难，放弃自己在国外优渥的待遇投身

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领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

的创立、发展和“两弹”研制作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而这

些都是源自于钱三强老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一心只想报效

祖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还有著名化学家徐光

宪院士在得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垄断了稀土贸易，中国

得到稀土制品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外国进口，中国正面临着稀

土提炼卡脖子的技术瓶颈时，毅然决然地带上妻子踏上回国

之路。回国后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 1974 年，成功地将

“串级萃取理论”应用到了稀土分离实践中。这一次的成功

代表着中国“贱卖”稀土局面的改变。一生爱国，心系国家，

这就是徐光宪院士所坚守的内心。

2 树立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是爱国主义思想历久弥新的基础，是国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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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民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等高度认可的表现，

它可体现出国人对我国发展现状、价值取向及精神层面、未

来发展前景等充满信心和高度乐观的精神情感。从 2019年

底，新冠病毒开始席卷全球，全世界数以千万的人死于这个

可怕的恶魔之手。尤其是在病毒爆发的早期，由于缺少有效

地治疗手段以及对抗的疫苗，死亡率尤其高。是我们中国的

医生率先采用中药方剂结合西药来治疗和防治新冠病毒，在

短短的三个月内疫情在中国就得到有效地控制。随后中国更

是最早研发出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之一，截至目前

中国研发的疫苗已经被 100多个国家使用，有效地帮助了这

些国家控制新冠疫情和减少重症及死亡率。那么，我们在应

用化学专业英语课程中讲授有机化学官能团命名以及化工

药物合成等章节中就可以给同学们讲授中国医生和中国科

学家们在新冠疫情控制方面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贡献，从而

提高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

3 树立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文化自

信就是要激发党和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

拥有文化自信就能树立民族自豪感，就能增强爱国主义。具

体到应用化学专业英语中，就可以使用各种生动鲜活的事实

案例来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学生的文化自信。因

此在应用化学专业英语讲授化学化工发展历史时，就可以先

从古代我们优秀的先祖们进行介绍，跟学生分享他们是如何

利用掌握的化学知识锻造锋利的铁器，如何造纸，造火药，

如何酿出美酒。近代化学家侯德榜先生的侯氏制碱法是如何

保留了索尔维制碱法的优点，消除了其缺点，使相关原料利

用率提高到 96%，并且利用侯氏制碱法生产的“红三角”牌

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的历史。让学生

们逐渐感受到我们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冰山一角，感受中国

绚丽多彩的文化历史。

4 培养团队精神

应用化学专业英语也属于语言教学范畴，涉及的大部分

内容依然是词汇、语法、翻译等枯燥无味的内容。传统教学

模式就是老师教授，学生听写，极度容易引起学生厌学的情

绪。为此，笔者就在这门课教学设计中专门增加了一个学生

用英语口头讲授 PPT的环节。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成

立一个 3-5 人小组，然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化学专业相关的

一个领域，通过阅读英文文献，做一份英文的 PPT。每组组

内预先 PK 讲述，最终选出一名同学在最后两节课时进行一

个 5-6 分钟的英文口头报告。老师根据制作 PPT呈现的内容，

学生英文口头报告流利程度，讲述深度三方面进行打分

（G1）；同时要求小组内成员互相评分（G2）。那么 G1 和

G2的各 50%作为这个环节的总成绩，占这门课程总评成绩的

20%。通过这个教学环节的设计，既提升了同学们的学习兴

趣，又让同学们认识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培养了同学们

的团队协作精神。

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一项庞大而系统地工程，需要授课老师在对

专业课程深刻理解认识的背景下，充分挖掘课程中蕴含的各

种思政元素。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

教学内容中，力争做到与专业知识不着痕迹地结合、自然过

渡，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使得学生毫无抗拒感

的提升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提升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文化

自信以及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出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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