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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材料化学课程的特点，探讨了教学过程中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在讲授课本知识的同时，

改革教学方法，努力发掘思政元素，从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进行唯物史观、爱国主义情操、

社会责任感和绿色发展理念等方面，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在传授专业知识中引导

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实现专业和全方位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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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 chemistry course, the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discussed. While 
teaching textbook knowledge, we should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and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rom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learning attitude, carrying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atriotism,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to 
improv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guiding studen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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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scientific values in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professional 
and all-rou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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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但思想理论课

在高校课程中所占比重较小，要实现立德树人，就要求高校专业课教师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还要坚持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让各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深入发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

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理论与专业课程相融合，把思政教育贯

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立德树人的最终目标，突显习近平新时代思想铸魂育人的价值导向，达到既

“教书”，也“育人”的效果。 
能源、信息和材料被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材料更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材料化

学与我们的生活、现代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它是实践性和社会应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21 世纪是科技

高速发展的一个世纪，其主要方向之一就是新材料的研制和应用，使人类对物质性质的认识和应用向更

深层次进军。全球新材料市场规模每年已经超过 4000 亿美元，而由新材料带动而产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市场，年营业额突破 2 万亿美元，材料创新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促进了技术的

革新和产业的升级换代。 
材料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不仅涉及材料学科的专业知识，

也涵盖了化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基础，材料化学为新材料的制备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如何结合材料

化学学科特点，深挖课程蕴涵的思政元素，如何将学生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已

成为高校材料化学教师和思政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2] [3]。 

2. 材料化学授课过程中引入“课程思政”的意义 

材料化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新材料的发现和合成领域，做出了独特而又卓越的贡献。该学科

不仅涉及材料科学的相关知识，又涵盖了化学学科的相关理论；既要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又要传递所

蕴涵的科学精神。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一般是大学 2~3 年级的学生，该阶段正是学生们形成系统人生观和

世界观的关键时期。材料化学专业知识可以培养出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如果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也可

能会造就一个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甚至出卖祖国的人。所以，需要授课教师将专业

知识与课程思政教育案例巧妙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深入发掘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资源，做到“润物细无声”，在专业知识教授过程中，潜移默化引导学生建立唯物史观，树立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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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4] [5]。 

3. 材料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 

3.1. 明确全方位育人目标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所提出的理念，统一思想，明确全方位育人的目

标是下一步材料化学授课的重点。材料化学作为高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学科，需要在教学大纲、教案中

明确思政教育目标，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促进材料化学课程的专业知识体系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

守住学生道德标准和底线[6]。加快构建高校材料化学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动形成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

局。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把思政元素作为课程的骨架或是灵魂，隐藏在条理分明的专业知

识中，将材料化学课程中的蕴含的哲学元素、价值观元素进行提炼，深入挖掘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相通之处，实现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育德目标成为学生的自我要求和需要守住的底线，在培

根铸魂中，让每一个所教授的学生拥有好的品德，拥有各项专业技术本领，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真正

有用的人才。 

3.2. 提高教师自身思政修养 

目前，许多高校材料化学教师存在将“课程思政”上成“思政课程”，不能从理念上把握“课程思

政”的精髓，将“课程思政”以一种模糊的理念和教学模式来执行，甚至是毫无章法、生搬硬套的课堂

教学模式，反而引起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的反感，导致课程思政成效甚微，背离了课程思政为专业课程

教学注入活力，提高学生德育水平的初衷。提升教师德育的水平，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已成为当下急需

解决的问题。为提高自身思政素养，材料化学授课教师应该加强自身的思政学习，了解当前的新思想、

新动态，多看一些国家时政要闻，与党中央各种精神保持一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师还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并将材料化学课程中所可以涉及的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爱国情操和职业素养等元素进行有效提炼，才能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敏锐的政治意

识[7]，才能及时将最新的精神准确的传递给学生，帮助学生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具有高尚的道德

素养。 

3.3. 建立“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 

为了构建材料化学教师“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必须对教师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中引入教师对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的评价，把学生的思政能力作为一项考评指标，这样不仅可以检验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的效果，又可以促进授课教师不断提高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的能力。具体措施可以在材料化学

平时过程考核中，增加评价的主体，引入对学生道德与学风的平时成绩；也可以加强对教师授课水平评

价的同时，进行学生的互评与自评，多方面考察以便对学生真是道德水平做出更符合客观的评价；还可

以在材料化学课程期末考试时，设计一些带有思政元素的专业知识、无标准化答案的题目，比如“如何

理解新材料在我国科技中的定位，你打算成为什么样的专业人才”，从而考察学生的专业知识、道德水

平、思维能力与分析问题的能力[8] [9]。 

3.4. 加强“课程思政”的制度创新 

高校材料化学课程专业内容的设置日趋成熟，不管是盘活专业知识存量，还是做好课程思政的增量

工作，都离不开制度的设计，需要有相关制度的保障。这就需要推动专业对材料化学课程授课的制度创

新，一方面要继续推动材料化学“课程思政”建设，不断增强其专业性、理论性，也要提高思想性、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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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和针对性。另一方面又要制定激励政策，推动材料化学“课程思政”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学者、专

家加入到“课程思政”系列中来，使学术性、趣味性、教育性有机融合，以制度的形式使之能够长期运

行。最终使得材料化学的“课程思政”与专业所设置的“思政课程”交相呼应、相互促进，同向同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优秀科技人才。 

4. 材料化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途径 

4.1.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强化育人功能 

针对材料化学教学中存在的思政教育欠缺的问题，需要将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与更新，不断优化材料

化学的教学体系，完善教学内容，将专业知识与科技前言以及课程思政内容相结合。材料化学的绪论主

要是向学生讲述材料的分类、内容、特点及应用，绪论课也是开展专业内容与思政元素无缝对接的良好

契合点。在上第一节课时，首先介绍新材料在现代科技中的应用，如航空发动机材料的工作温度每提高

100℃，可增大推力 24%；隐身材料能吸收电磁波、降低装备的红外辐射，避免敌方探测系统发现；而超

纯硅、砷化镓等高新材料的研制成功，使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得以诞生，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从几十万次每秒提高到百亿次每秒，新材料的创新已成为推动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促进了

技术的革新和产业的升级换代。紧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引导学生热爱祖国，

志存高远，珍惜韶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在遵循材料化学自身教学规律的情况下，让思政元素于无形中融入教学[10]。在对材料结构讲解时，

带领学生从规律的客观性出发，让学生在材料应用中既要考虑到不同材料的共性，又要考虑到它们的特

性是否会产生不利因素，启发学生思考事物如何变化发展及彼此之间转化规律。由材料的结构，探讨社

会的有序性与无序之间的关系，结合晶体的组成方式，强化社会有序的重要性，树立党领导的核心意识。

教育学生利用课堂所学原理、方法、事例等的探究，实现“教为不教，学为创造”的教学理念，加深了

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4.2. 多层面、多角度构建课程思政体系 

课程思政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创新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扎实的教学实践加以推进

[11]。首先，在课程层面，组织修订材料化学教学大纲，结合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多方面明确课程

目标，挖掘和梳理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2019 年，修改教案的内容格式，将价

值观目标作为课程目标和课堂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层面，以理想信念

教育为核心，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育人作用，形成专业知识与思政内容紧密配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如在材料化学课教学中巧妙应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体现理想信念的引领，结合富勒烯——C60 的发现，

介绍其独特的 20 个正六边形和 12 个正五边形组成结构，结合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富勒烯结构的提出过

程就是大胆猜测与严格科学论证。运用多种教学资源融合思政元素引导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及方法

去看待事物、分析问题、认识社会。最后，在示范引领层面，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河南省本科高校课

程思政样板课程”项目等为抓手，打造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带动材料化学课程思政向纵深发展。 

5. 总结 

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强对专业课程内容思政教育元素的探索与开发，需要坚持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材料化学作为高科技和新材料的承载，是国际科

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重大科技进步、科学问题研究的基础和支撑。材料化学“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探索势在必行。充分发掘材料化学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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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现课程思政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基金项目 

河南省本科高校课程思政样板课程(教高[2020] 531 号)；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华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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