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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化学史在世界化学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和研究潜力。重视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才能不断反思

它存在的价值，了解学科发展的意义是我们履行教育职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基和动力。我们要根据课

程特点重视学科团队建设，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建立成熟的课程案例库，科学合理地将案例库引入教学中

来激发学生学习动力，转变教师教学中心地位，同时设计课程考核、人才培养的评价方式和监督体系以

促进教学方式不断改革、教育质量稳步提高。通过教育改革落实立德树人让教育的核心价值得以发挥是

每位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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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emistry plays an indelibl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hemistry. 
On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can we reflect on its value and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ubject development as the motive force to carry out our educational duty and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team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 respect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mature curriculum case b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of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re designed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It is incumbent on every 
educator and educational policy-maker to carry out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t the core value of 
education be brought into play through educa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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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的文件以

来，陆续启动实施“两纲教育”，推进以“学科德育”为核心理念的课程改革来解决、提升大中小学思

政教育、德育在教育过程的缺失和不足[1] [2]。高校思政教育经历快 10 年的探索，已逐步实现将思政教

育(形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各门课程中，以达到潜移默化地

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的目的[3] [4]。课程思政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教育，是为了实现立德

树人[5] [6]。课程思政的理念是协同育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只

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

课程思政旨在将学科发展史上正能量的现象、专业领域的辉煌成就“润物细无声”地传授给学生，我们

在研究教育规律的同时更要重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以

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教育思想与当前教育方针不谋而合，即知历史谋进取方可

发展[7]-[14]。在今后的高等教育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教育中如何将学科历史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工具，

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阐述。 

2. 尊重历史发展提升课程思政教育价值 

课程思政本身意味着教育结构的变化，即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课程思

政建设的具体过程，需要创新思维，以新思维催生新思路、以新思路谋求新发展、以新发展推动新方法，

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实现课程思政的创新发展。 
课程思政已成为我国高校主流教学过程的重要内容，如何做好课程思政并发挥其预计效果是所有教

育工作者研究和探讨的目的。众多专业课获批了各级课程思政示范课、课程思政示范中心、形成课程思

政师范教学团队等荣誉。稳健的课程思政授课团队都能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做好本科教学工作，以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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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根本任务是引导高校教育方向。高等教育的核心是人才，课程思政教学成果显著的背后有一支有历

史积淀的教学团队，课程需要历史的积累、人才需要历史的打磨(如图 1 所示)。教育工作者自身要扎实学

习关于做好课程思政工作的文件精神，提升自身政治教育素养、掌握非常全面的专业领域知识，具备扎

实的教学技能才能从行动上落实“立德树人”。 
 

 
Figure 1. Main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图 1. 课程思政建设要点 

3. 重视历史传承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课程思政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过于僵硬或浮于表面。枯燥的专业课程因缺乏“灵魂”导致课堂多数教

师授课演变成独角戏，一门学科除了对知识、能力的挖掘，重要的是对其历史传承的了解和实践的认知

往往在学习理工科专业知识工程侧重强调了逻辑思维、专业理论、反而忽略了对改门学科、专业历史的

了解，缺乏对历史了解的学习总是枯燥的、缺乏灵魂的，很难让人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深入挖掘的潜

力。因此，课程思政的教学过程重点之一就是对课程历史的学习，重视历史的沿袭更容易让人产生思考，

而思考是一个人一个社会能够不断进步、成长的关键。化学学科是一门应用型交叉学科，“学无所用”

会使学习成为一种形式，“学有所用”才会使学习成为一种目标和工具[15] [16]。 
无机化学涉及化学发展史、物质聚集态、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化学热力学动力学、四大平衡及通

论、元素化学、核化学概念等，从化学发展史中可以发现无机化学贯穿其中，例如元素部分的学习可以

结合炼丹术、青铜器制造引入教学内容(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evolution of chemistry 
图 2. 化学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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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调历史沿袭将思政教育常态化 

直到公元前 1500 年，人类在熊熊烈火中由黏土制出陶器，并且在新石器时期掌握了在陶器上绘制彩

色图案的技巧；由矿石烧出金属造就了青铜器时代的辉煌、炼铁技术延续至今；学会从谷物酿造出酒、

给丝麻等织物染上颜色以及“朱砂腮红”与“铅粉粉底”等等。这些都是在实践经验的直接启发下经过

长期摸索而来最早的化学工艺，同时也是化学的萌芽时期。重视化学发展史，在专业课授课中从时间线

了解与知识紧密相关的化学史、从技术线熟知专业知识在当前科技领域的发展现状，二者结合激发学生

探索学科奥秘、有助于学习者的思维拓展。善于思考是学习的动力，我们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往往思考

如何传授知识，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如何让学生自己主动获取知识、如何寻找获取更多知识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充当了协助获取知识的角色，这一方面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借鉴西方的教育方式[17]。在掌握历史规律

的前提下，我们要从丰富的案例库中熟练选择合适案例引出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兴趣、具

备实践探索对科学研究进行指导的能力。 
课程思政案例库编撰和课程引入正处于探索阶段，生硬的引入课程案例会产生教学效果反作用，引

导学生主动探索、挖掘“知识背后的故事”顺其自然的引入案例可以通过研究“化学史”来实现的[18]，
部分化学史与《无机化学》课程思政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mical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3. 化学史与思政教学的关系 

5. 在历史发展规律中开展思政教育效果评价 

课程思政教育需要不断尝试、摸索，不同的受教育群体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配合适当的思政教育内

容。目前，高等教育中思政教育的形式主要有通过设计成熟、完备的思政案例库结合课堂、实践教学等

过程予以落实。案例库本身就是对已知且存在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社会影响价值的事物的浓缩，通过

教育过程以及教育者合理的教学方法使受教育者感知历史、重视历史、理解学科历史发展的目的和价值

意义，这就是教育。在实施思政教育以来学生的思想道德是否得到提升，各阶段、各种方式的思政教育

产生的意义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要通过效果评价进行检验，如何在较短期内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水平检验。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思政教育主要体现在学生理论素养提升、情感态度转变、行为表现改观、价

值观念拔高、综合能力提高等方面[19]，考核内容可以围绕理论知识和价值塑造、综合能力和技能培养、

价值观和职业素养等方面开展(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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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testing index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图 4. 不同阶段思政教育检测指标 
 

总的来说，做好课程思政要具备：1) 建设一支结构合理有历史积累的教师队伍。教育者们需具备扎

实的理论功底、深厚的专业文化底蕴、自身过硬的教师素养、教书育人的职责使命、善于开展教育改革

研究的创新思路。2) 授课环节建立完备案例库，熟练地将教学过程与化学历史相结合。教学内容中的重

点和难点要通过案例库的引入激发学生求知欲，提高课堂教学效果。3) 科学落实教学环节。专业课教学

在与历史相结合的过程中，老师的角色应该是引出历史问题并提出发展才有未来，让学生自己思考如何

发展和发展的方向等问题，转变传统教学中心。4) 合理设计教学评价方法。根据教学目标设计评价指标，

注重历史规律，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社会发展规律，检验教育成果产出发产出是否起到人才培

养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以上 4 个过程每一个方面都是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客观上教育者

是否熟悉专业领域历史、是否了解专业知识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能否熟练运用案例库引出学生对重

难点知识的思考？对自身价值的思考等是我们实施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们在进行教育改革“回头看”

的时候同时要兼顾教育“向前看”的作用，我们培养的“人”是为社会服务的，学校的定位决定了我们

要如何开展教育，所以教育过程要重历史[20]，教育途径也要重实践，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我们要尊重教

育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把理论教育过程和实践教育途径二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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