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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开展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推进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是实现课程立德树人目标

的关键举措。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依托超

星智慧化教学信息平台，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课程思政设计思路、课程思政实施路径、课程思政育

人成效。开展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可以突出课程海洋特色和学科交叉特点。融

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激发学生学习海洋化学课程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提升学生的

课程参与度与体验性，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尚海洋科技创新精神，肩负海洋强国使命，

以适应新时代国家对于海洋化学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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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first-clas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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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marine chemistry that integrate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the key measure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oncept, the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of marine chemistry course integrate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relies on the Superstar intelligent teach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construct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ion goal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design idea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mplementation path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
tion results, and carrying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marine chemistry course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an highlight the marin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iculum.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marine chemistry course inte-
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ll stimulate students’ autonomy an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marine chemistry course, enhance students’ course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train 
students to establish socialist core values, advocate the spirit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marine power, and meet the national demand for marine 
chemistry talent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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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在国家开展一流课程建设背景下，推进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是实现课程立

德树人目标，实现高质量质量人才培养的战略举措。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课

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1]。海洋化学课程是涉海高校海洋科学与

相关化学专业学习的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主要是研究海洋各部分的化学组成、物质分布、化学性质和

化学过程，研究海洋化学资源在开发利用中所涉及化学问题的科学[2] [3]。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4]。近年来，国内涉海高校，围绕

海洋化学课程建设进行相关教学改革实践，如“海洋化学”课程体系建设[5] [6]、海洋化学创新教育[7]、
“互联网+”背景下海洋化学调查方法[8]、海洋化学专门化实验课程教学[9]。然而，围绕立德树人目标，

对于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与成效评估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亟待深入研究。因此，

开展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突出课程海洋特色和学科交叉特点，对培养海洋科技

创新精神，肩负海洋强国使命，以适应新时代国家对于海洋化学人才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

基于广东海洋大学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融合课程思政元素，并结合海洋化学课程专业内容教学

特点，优化构建海洋化学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课程思政设计思路、课程思政实施路径、课程思政育人成

效分析四个部分。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有利于提高涉海院校社会实践水平，推动海洋化学教育教学改

革，推动课程思政与专业课有效融合。 

2. 海洋化学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构建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海洋化学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紧紧围绕坚定学

生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使命担当、海洋特色等五个方面系统开展[4]。围绕课程海洋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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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特色，深入介绍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通过海洋化学科技创新成果，培育

学生具备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海洋化学课程学习，学生不仅具备海洋化学课程专业知识，同时具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热爱祖国情怀，勇攀科技创新的精神，突出高校海洋特色和学科交叉特

点，以期适应新时代海洋化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图 1)。 
 

 
Figure 1. Marine chemistry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ideas 
图 1. 海洋化学课程思政实施理念 

3. 海洋化学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在海洋化学课程思政设计中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课程大纲内容制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课程

思政内容融合、课程思政内容实践和课程思政案例完善(图 2)。 
(1) 课程大纲内容制定：在海洋化学课程思政设计过程中，首先要根据教学规律，分析学生学习情况，

立足经典教材，科学合理编制海洋化学课程大纲，大纲涵盖海洋化学课程主要知识内容，同时又兼顾课

程学时要求，努力做到详略得当，面向新时代海洋化学人才培养需求。 
(2)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使命担当、海洋特色等

五个方面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聚焦课程海洋特色，深入

介绍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相关进展。通过海洋化学科技创新成果，培育学生具备勇

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通过海洋化学课程学习，学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热爱祖国情怀，勇

攀科技创新的精神。 
(3) 课程思政内容融合：通过对教案章节内容和课程思政元素搭配，将《海洋化学》课程大纲章节内

容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合一体，使得“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科学精神”、“海洋特色”、“使

命担当”思政主题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4) 课程思政内容实践：根据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后的教学设计案例，开展教学实践，注重学生反应与

评价，做好教学反思总结，不断提升课程效果。 
(5) 课程思政案例完善(表 1)：一方面，针对课程思政内容实践遇到的困难和不适宜等情况，以教材

大纲为基础，对相应章节课程思政案例进行完善，以期效果得到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要注重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更新，及时建立新的思政案例库，更好更

快地在课程中传播主旋律和正能量。 

海洋化学

课程思政

理想信

念

科学精

神

海洋特

色

使命担

当

家国情

怀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3370


张鹏 等 
 

 

DOI: 10.12677/ae.2024.143370 299 教育进展 
 

 
Figure 2. Marine chemistry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ive in one” design idea 
图 2. 海洋化学课程思政“五位一体”设计思路 

 
Table 1. Marine chemistry chapter content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usion case 
表 1. 海洋化学章节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合案例 

序号 章节内容(专业知识) 问题导向 价值塑造(思政元素) 

一 绪论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 海水的化学组成 水资源短缺与海水淡化 资源节约型社会 

三 海洋中的气体 全球海洋低氧区分布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四 海水中的二氧化碳——碳酸盐体系 海洋蓝色碳汇助力国家“碳中和”目标 家国情怀与海洋强国使命担当 

五 海水中的营养盐 珠江口营养循环与富营养化问题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 

六 海洋中的微量元素 海洋水中铁的分析方法 科学严谨求实精神 

七 海洋中的有机物 海洋牧场建设，提高海洋生产力 科学探索与工匠精神 

八 海洋中的同位素 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研制原子弹故事 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 

九 海洋中的界面作用和物质循环 坚持陆海统筹建设美丽海湾 海洋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 

4. 海洋化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4.1. 线下与线上过程混合 

在推进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改革中，不仅要利用好传统课堂教学手段，同时也要借助现代

教育信息化平台，提升课程数字化水平。根据课程实施阶段，海洋化学课程课前，布置了海洋化学课程

的预习内容，并提供了与课程政治相关的推文链接或者视频，引导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提高自学思考并

解决问题能力，同时记录相关思考问题，为课上学习和课下讨论做好准备。在课中，任课教师利用课上

3~5 分钟时间，围绕上一节课内容开展提问与讨论，达到有效复习，同时针对预习内容，引导学生思考

讨论，自然过渡到新课的学习状态。在授课过程中，针对每一节课教学设计的中的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

的突破点，结合学生学情分析，努力做到思政元素自然融入，达到润物无声效果。在课程结束后，教师

通过超星学习通智慧教学平台布置讨论与作业，在讨论与作业内容融入思政元素，重点考察学生学习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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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价值观。此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数据进行统计，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分析汇

总，有效掌握线上与线下学习情况，不断优化教学设计，提升线下与线上过程混合效果。 

4.2. 理论与实验融合 

海洋化学课程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课程，在理论教学合理融入思政元素同时，同时也要充分利用

实验中探索实验，培养学生科学求实精神。例如在海水样品的分析检测中，运用基础分析化学中所学的

分光光度法基本原理朗伯比尔定律，建立“温故”与“知新”的联系，使专业理论知识与实验实践相结

合，在巩固了理论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们独立完成实验的能力并掌握了更多的专业实验知识，

传播勇于实践探索，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4.3. 野外与室内结合 

地方涉海院校在野外海上平台相对国内双一流高校，差距很大。比如海洋科考船和深远海的海上流

动实验室参与机会，因此根据地方特色，我们立足近海海岸带海洋化学特色开展相关实践。如将“海滩

微塑料新型污染物分析”引入海洋化学实验课堂分析，学生通过野外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不仅掌握

现场调查和实验室分析技能，同时通过身临其境观测海滩垃圾污染，增加课程学习体验感机会，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4.4. 第一与第二配合 

在发挥好“第一”课堂引领后，我们也要关注学生对海洋化学课程结束后开展海洋化学“第二”课

堂教育，主要依托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学生毕业论文环节开展。从学习内容深

度和广度上，第二课堂更深更广，为有志于从事海洋化学研究和深造学生打下良好基础，具备海洋强国

意识、科学探索精神和主动承担新时代历史使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洋化学课程思政育人成效 

5.1. 课程相关获奖典型案例 

在课程思政实施以来，通过在海洋化学课程全过程实施课程思政教育以来，学生在科研方面取得一

定成绩。课程负责人指导学生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联合组织的 2019 年度全国高校环境类专业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活动中，以“雷州半岛近岸海

水中溶解态总磷时空分布与构成研究”为题目，荣获“2019 年度全国高校环境类专业本科生优秀毕业论

文”。2022 年指导本科生获得广东海洋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2 人次。此外，海洋化学课程荣获 2023
年广东海洋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堂：海洋化学(第五章第一节：海洋中营养盐概述)。课程负责人获得 2023
年度“海洋强国，思政领航”全国海洋科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优秀案例二等奖，同时 2 次获得

广东海洋大学教师授课观摩竞赛三等奖。 

5.2. 学生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围绕紧紧围绕海洋化学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课程团队老师积极拓展海洋化学课程第二课堂，指导学

生积极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指导学生参加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工作(表 2)。如在指导学生开展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第一长滩微塑料污染物时空特征及减排技术方案、湛江湾陆源总氮

污染物入海数量、构成和水质评价研究、湛江湾陆源入海微塑料污染物总量评估与减排技术研究、强降

雨事件对湛江湾入海氮污染物输入数量和结构影响、海水中尿素检测方法优化及其在湛江秋季近岸海水

中的应用。在创新创业训练过程中，学生积极开展海水环境化学调查，现场介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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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开展海滩沉积物塑料垃圾污染调查、室内实验中引导学生理论与实验相结合，树立科学探索精神。

鼓励本科生参与学术交流，指导学生参加粤港澳大湾区首届微塑料污染学术会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海

洋塑料污染最新成果。 
 

Table 2. Students actively carry out under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jects related to Marine che-
mistry courses 
表 2. 学生积极开展海洋化学课程相关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序号 级别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立项时间 

1 国家级 中国第一长滩微塑料污染物时空特征及减排技术方案 2020 

2 省级重点 湛江湾入海口沉积物中微塑料富集对碳储存影响 2022 

3 省级 湛江湾陆源总氮污染物入海数量、构成和水质评价研究 2018 

4 省级 湛江湾陆源入海微塑料污染物总量评估与减排技术研究 2021 

5 校级 强降雨事件对湛江湾入海氮污染物输入数量和结构影响 2019 

6 校级 海水中尿素检测方法优化及其在湛江秋季近岸海水中的应用 2018 

5.3. 学生参与发表高质量期刊学术论文 

在海洋化学课程思政引领下，通过参加指导教师科研活动，积极开展海洋化学科技创新，近三年，

多名学生已发表与海洋化学课程中第一章绪论中“海洋新兴污染物——塑料垃圾”、第五章“海洋中的

营养盐”相关论文。研究内容涉及“海南岛河流营养盐组成对近海水质影响”、“湛江湾陆源磷的输入

对近海季节水体磷的影响”、“湛江湾溶解态硅酸盐的季节变化、来源和行为”、“湛江湾夏季陆源入

海氮磷污染物浓度、组成和通量”、“南海第一长滩陆源附近海洋塑料垃圾的出现、组成及其相互关系”、

“南海雷州半岛溶解态总磷时空分布、形态与输运通量”等，相关内容以学生作为主要作者发表在

Estuarine，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中文核心)等高质量期刊。 

6. 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总结 

总之，通过上述构建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课程思政设计思路、课程思政实施路径、课程思政育人成

效，开展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突出课程海洋特色和学科交叉特点，初步建立了

融合海洋化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体系，对于推进地方高校涉海专业课程改革，以课程质量提升为突破

口，进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融合课程思政的海洋化

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海洋化学课程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提升课程的参与度与体

验性，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洋化学科技创新精神，肩负海洋强国使命，对新时代国家

对于海洋化学人才需求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7. 海洋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展望 

未来面对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在海洋人才方面需求，要围绕“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育人目

标，通过进一步深化课程思政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知识角度，教师要面向世界海洋科技前

沿领域，要关注课程内容，关心前沿科技成果，及时引入课程教学素材；教学资源是关键，重视教材地

位，注重知识系统化建设，重构优化课程知识谱系。从能力角度，面向学科交叉特色，加强海洋科学学

科交叉，促进海洋化学与海洋科学二级学科(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海洋地质)、环境科学与工程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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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通过学科交叉创新，提升学生课程系统思维能力。同时，要开展项目式学习，鼓励学生申报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深度参与教师科研项目，实现能力综合提升。从价值角度，面向我们国家海洋强

国战略最新海洋科技成果。首先，要有家国情怀，热爱国家，关心我们国家当前海洋问题，尤其是面向

与海洋化学课程紧密相关的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搭建课程理论与社会实际应用

的桥梁，激发学生海洋化学与科技探索精神，以科技报国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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