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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carrying out education work throughout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of education,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general chemistry class were optimized to improve 
classroom teaching. Enriching the teaching elements makes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more condu-
cive to give play to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It is conducive to the knowledg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and more conducive to give play to the teaching function of gener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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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把育人工作贯穿教育高校教学全过程的精神，立足课堂教学，对通识化学课堂教学内容进行了优

化。丰富教学元素使知识结构更加有利于发挥其育人功能，有利于课程的知识传授，更有利于发挥通识

化学的课堂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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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西博格教授说“化学是人类进步的关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间的

相互渗透日益加深，新时期人才应具备比较完善、合理的知识结构。对非化学化工类学生而言，化学知

识是作为高等教育中实施自然科学素质教育的基础，是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的必要积累，因此化学素质

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通识化学课程的任务就是完善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大学

生综合素质。传统的化学课程教学过多的注重知识的教授，而忽视了课程育人的作用。在 2016 年 12 月

于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

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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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本文结合

通识化学课堂授课实践，在通识化学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以提高课堂育人效果。 

2. 优化教学内容，提高课堂效率 

教学内容的优化，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教师把教学重点从传授知识转移到以研究知识为基

础进行育人的教学上来。学生则在教师的指导下，实现知识的主动建构的同时同化其中育人要素[2]。如

在电化学模块的教学过程中，引入电池发现过程。通过介绍 18 世纪末意大利生物学家伽伐尼在解剖青蛙

时，偶然发现不同种金属通水接触蛙腿会发生蛙腿抽搐现象。然而由于没能认识到其本质，伽伐尼给出

了错误的结论。意大利物理学家伏打经多次试验，并深入研究其本质后得出结论，认为是这是金属与蛙

腿组织液之间产生了电流，电流刺激蛙腿肌肉造成的。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伏打在 1799 年制出了人类

第一个化学电池，即伏打电池。这也是我们今天用的各种电池的最早雏形。随后进行电池理论的讲解、

实验及演练。学生深入的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思考，电极现在由来已久，为什么伏打是第一个利用此现

象作出电池的人。引导学生思考，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如何通过现象看本质等问题。

提高教学过程中育人元素与知识体系的融合度。 
教学内容设计上，增加双向互动、体现学生主体性，把育人做到润物无声[3]。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

内容的安排上必须考虑学生的知识面及学生的关注点。要利用化学与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以及化学与

自然法则的辩证关系，实现对学生情感与创造精神等相关内容的开发，使学生对生命存在的神圣和生命

规律有更高的认知。如在教授糖类物质的时候，让学生清楚糖类物质对生命的重要意义，是一切生命体

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植物中最重要的糖是淀粉和纤维素，动物细胞中最重要的多糖是糖

原。然而，糖的摄入量过多后又会使机体受到损伤，生病，以至于危机生命。在此过程中也让学生明白

生命以及整个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复合的生态系统。引导学生思

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蕴含的道理。最终明白“保护环境是保护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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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导向，细化课堂教学环节 

教学中常常使用启发式提问或给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寻找答案。将思政内容融入到问题中，让学生自

己找出来。设置各种情境，激发学生提出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向上的原动力。科学研究表

明，问题往往来源于自己周围的各种自然现象或自己有兴趣的方面，因而教师重点应该放在设计让学生

发现问题的情境上，而不是设计问题本身上，应着力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学生只有掌握了发现

问题的基本思维方法，才能从平常中看出异常，从普遍中发现特殊，从而不断发现问题[4]。教师也在不

断设置问题，专研教材，与学生共同进步。如，在教授表面张力前，让学生观察身边水的形状，雨滴或

露珠的形状并思考为何会有此现象；在学习稀溶液依数性时，问为什么冬天汽车要加防冻液等让学生思

考。或根据教学内容留给学生提纲，让学生自己寻找其中的辩证关系，了解大自然的美感。通过对预设

问题的解决和鼓励学生提问等使学生获得成就感，形成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如，在学习金属

的腐蚀与防护时，让向学生查找近 10 年我国钢铁产量，及变化趋势。并估算被腐蚀的钢铁数量。其结果

是被腐蚀的钢铁我国钢铁年产量的十分之一，因金属腐蚀而造成的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 1%。

学生会提出如何防止钢铁的腐蚀，并激起他们探索防腐方法，并了解我国钢铁生产技术及目前我国防腐

技术发展状况，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对比和联系，使教学更有张力。如在讲授物质结构的时候，对比碳碳键的形成和氮氮键的形成过程，

让学生思考：C≡C 和 N≡N 不同和相同之处。进而比较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的性质的异同点。从而使学生

弄清结构与性质的关联，认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和多样性。另外，在讲授晶体结构时，引导学生对晶体

类型的区分依据进行分析，并分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硅的晶体类型。让学生明确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

方面，明确认识事物的联系性，认识到物质是运动的和变化的，知道化学变化需要一定的条件，要遵循

一定的规律。 

4. 创新实验，锻炼学生意志力 

意志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是指人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善于动员自身的力量去战胜客观困难。意志

是人的心理活动，它反映在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上。意志不是人生来就俱有的。青年期是意志品质逐

渐形成定型时期，又是有较大可塑性时期。因此，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对于自身保持健康的心理有重要

意义。对于化学课程而言，实验环节最适合锻炼学生的意志力。抓住实验环节，并将其渗透到教学的各

个环节。并在理论知识的教授上采用问题、提纲、研究性实验等方式使学生自主学习。建立了以学生为

中心的实验教学模式，在实验过程中采用由易到难的次序提出相关问题。对于基本操作技能，强调规范

化；综合性实验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主要起引导启发作用。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多种化学学科的理

论知识、多种实验技能进行实验和设计实验，教师在课堂上重点讲授实验的目的意义、方法原理、仪器

的构造与使用、数据的处理、把握实验的关键及难点。例如差热分析实验，它的基本原理运用了能量守

恒原理、恒压反应热效应等知识。实验手段上采用包括电阻型传感器测温探头测温度，分析天平称重，

差热分析仪的使用，采用标准物质法对差热量热仪温度校正，物质失重的计算。实验技能上包括镊子的

使用、分析天平的校准、样品的取用和送样、差热程序的设置及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等。并引导学生

将相关实验与之对比，如本实验与“燃烧热测定”和“融化热测定”等量热方法形成对比，鼓励学生提

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方案进行尝试，不断优化实验方法，从而锻炼学生的意志力。 
将最新科研成果设计成探索性实验供学生选做是培养学生意志力的最佳途径。将本领域的新技术、

新方法、新成果、新理论、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等情况及时以多种形式呈现给学生。同时，将科学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等熔融讨论，使学生切实感受到科技前进的过程。将工程中的问题和生

产中的困难带到课堂中，让学生讨论、分析，使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以保证教学内容始终站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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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前沿，不断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加强对所学专业的认知，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教师在课前提问

介绍领域最新进展，结合科研成果提出课题，给出提纲，要求学生在实验前根据课题要求，查阅文献资

料，设计实验方案，进行方案论证，通过条件实验确定各种实验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在分组完成任务的

过程中，培养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对于较复杂的综合设计型实验，则要求学生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实

验，实验后以小论文形式写出实验报告。例如，合成接枝碳纳米管的实验，要求学生对碳纳米管的性质

有充分的了解，并对碳纳米管进行预处理和选择接枝所用的有机连或无机链、选择反应溶剂等。这些都

要求学生阅读相关文献，并进行总结和筛选。团队协作过程又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在进行探

索性实验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或新困难，在解决困难，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的

意志力得到锻炼。 

5. 分组讨论，增强学生责任感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责任感是大学生应具备的重要品质之一。在化学课程中，有很多内容都适合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尤其是针对一些内容进行的讨论，更能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在热化学

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就不可再生能源的储量和消费情况进行讨论。他们很快就会讨论到能源的重要性

和全球能源危机，及开发新能源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引导学

生认识到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让学生计算全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总量除以每年

的消耗量。学生自然得出结论，世界的能源是有限的，百年内或几百年就会用光。而能源紧缺已成为世

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阻碍。引导学生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学生会说节约能源是解决能源短缺的

一种重要途径；寻找新的可再生能源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方法。又如，在讲授电池后，让

学生讨论电池的应用和使用后如何处置。各种废旧电池对环境的危害，如一颗小小的钮扣电池产生的有

害物质能污染 60 万升水。而使用较多的锌锰干电池废弃后，其中所含的汞、残留酸、碱等电解质溶液可

能在废弃后进入土壤或水源中。重金属汞能够引发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日本“水俣病”就是由它引起的。

铅酸蓄电池是目前世界上产量最大、用途最广的电池，其销售额占全球电池销售额的三分之一。我国废

旧铅酸电池也因使用量增加而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铅能够引起神经性疾病、手足麻木、消化问题、血

液中毒和肾损伤等症状。由此引起学生的环保意识，唤起他们保护环境的责任感。通过对各知识点相关

问题的讨论，让学生认识到作为当代大学生所负有的社会责任。 
总之，化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授课的过程中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教育人。课堂教学是最有效、

最直接的教书育人环节。优化课堂授课内容，将课程思政理念渗入知识讲解过程，使课堂中的育人元

素与新知识的传授同时进行，提高课堂的授课效率。采用问题引导的方法，细化课堂教学环节，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并引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创新实验过程，将科研成果引入

教学，提高了学生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的意志力。在讨论环节，让学生组成团队，培养学生的团队精

神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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