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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分析了当今中学化学课程教学中思政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分别从

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完善评价机制等方面，对初中化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

方法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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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ex-
pound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emistry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were analyzed. The method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hemistry curriculum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were explor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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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teachers’ own quality, digg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lements of curriculum and perfect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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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学时期是学生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学生的身体发育进入青春期，认知水平、情感体

验和自我调节能力在迅速发展，他们的理想信念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逐步形成。然而，在当

前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出名要趁早”、“读书无用论”、“人人当网红”等一些思想却在无形地影响

着涉世未深的懵懂青少年。一些中学生的梦想正从科学家转变为明星、网红，追求拥有几百万粉丝，靠

流量赚大钱……耳濡目染的网络信息已经严重影响了初中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1]。现在的中学生多数

是独生子女，他们在父母和其他长辈们的精心呵护下成长，家长们重视孩子的教育，但多数都停留在对

应试知识的学习上，孩子们从小就远离农业生产和工业制造，他们体会不到劳作的艰辛，缺乏对社会实

践的体验，这样的孩子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长，长大之后是否拥有健康的个性？能否具有维护家庭和谐稳

定、服务社会的能力？能否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呢？……诸如此类问题不能不令人深思!如何

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追根溯源，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教育，而初中阶段的

思想政治教育尤为关键。立德树人不仅是思想政治课程的任务，也是其它专业课程的重要培养目标。课

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2]。因此，推动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

新，实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初中化学教学中的思政教育现状 

“课程思政”是目前我国实行的重要教育改革举措，课程思政的内涵就是将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引

导有机结合，授课教师将思政教育引入到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教育学生“先做人，再做学问”。专业

课程教学要体现思想政治内容，让所有的任课教师都承担育人的责任，使“课程承载着思政，思政融于

课程”，从而形成全面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从而实现专业工具理

论与价值理论的统一[3]。 
然而，对于初中化学老师来说，在自然科学课堂中融入思政教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长期以来，专

业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实”的，而思想政治教育被认为是“虚”的，这种“两张皮”现象严重影响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成效[4]。通过文献调研，并结合笔者在中学阶段的经历和体会，发现我国现在初中化学

课程教学方面，主要存在两种状况，一是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完全忽视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对将思想政治

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对化学课程所蕴涵思政内容的深度及广度探究不够深入。目前，大部分中学的思想

政治教育集中在政治理论课程中，且采取“漫灌式”，教学形式单一。且受到化学专业课教师的思想局

限性，对思政教育的认识也比较片面。化学学科强调“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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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与价值观。要求教师在教授学生化学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5]。
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各学校为了打造名气，吸引学生和家长的关注，往往盲目追求升学率，对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多数流于形式，只是在教案中显示一下，并未真正地运用到课堂教学实践之中，纯粹

的“为思政而思政”。因此，在初中化学课堂中，融入思政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初中化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我国近年来的教育发展形势及教育发展规划，针对当前初中化学教学中存

在的思政教育缺失现状，提出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加强课程思政教育，旨在为广大中学教育工作者提供借

鉴。 

3.1. 提高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 

教育部长陈宝生强调，教育系统要重视思想工作，思想的产生影响现在、塑造未来，教育战线是党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很多意识形态的错误都出自教育战线。陈部长强调了政治思想教育在教育系

统的重要性，教育工作者一定要特别重视[6]。 
专业课程同样承担着育人的使命，要转变教学理念，守好课堂的意识形态营地。“课程思政”的有

效实施，关键是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将专业教育与和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教师不仅能娴熟运用

自己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敏锐的政治意识[7]。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要起表率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与时俱进，

不断学习党的思想政策，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养。学校也可以利用假期开展

思政教育培训，或者通过公开课等灵活多样的方式，为教师提供学习平台，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专业

课教师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要遵循中学生的成长特点，遵循教学规律。做到信手拈来，游刃

有余时，这样的“育人”过程才不至于太牵强，不至于为思政而思政，进而导致学生产生反感和抵触情

绪。总之，教师思政水平的提高是实现高水平思政教育的必要手段。 

3.2. 深入挖掘教材中蕴藏的思政元素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我国近年来的教育发展形势及教育发展规划，针对当前初中化学教学中存

在的思政教育缺失现状，提出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加强课程思政教育，旨在为广大中学教育工作者提供借

鉴。 

3.2.1. 结合科学史实，培养科学精神 
纵观化学学科悠久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化学学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蜿蜒曲折中前进发

展起来的[8]。教师可以利用化学学科曲折发展的历程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让学生学会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结合化学发展史实，可以让学生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精神。例如，曾经盛行一时的燃素说，因不能解释一些实验现象，促使研究者

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提出了氧化学说理论，使得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学生都没有经历过艰难环境的训练，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坚忍

不拔的意志锻炼。在化学的发展历史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化学家，教师可以选讲一些化学家的成长历史

或科学研究过程，例如，门捷列夫用了约二十年的时间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研

究，并将元素的原子量及其基本性质写在一张张小卡片上反复地研究，不断推敲琢磨才最终得出这一影

响深远的规律；道尔顿终身未娶，将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科学事业，即使在其穷困潦倒时候也从未放弃

科学研究。通过科学家的故事，激励学生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百折不饶的科学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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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结合化学知识，培养创新能力 
纵观化学学科悠久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化学学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蜿蜒曲折中前进发

展起来的。教师可以利用化学学科曲折发展的历程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让学生学会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结合化学发展史实，可以让学生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进而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精神。例如，曾经盛行一时的燃素说，因不能解释一些实验现象，促使研究者

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提出了氧化学说理论，使得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 

3.2.3. 结合绿色化学，培养环保意识 
绿色化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化学知识从根源上预防环境污染，绿色化学走进化学课堂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提倡绿色化学，要从源头控制污染，应尽量选用无毒性、污染小或无污染的原材料，最

大程度的节约能源，并注重反应链上的每一环节，尽量提高反应效率，保证每一步都是干净，污染最小

的。 
中学是普及化学知识的重要阶段，初中化学教师要把绿色化学的理念、意识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从

开始就接触到，并能尝试做到，这符合现代化学教学的方向[9]。因此，在实验选择及进行的过程中，我

们要遵守如下原则：尽量选择使用无毒无害，或者毒性小的物质，把人体健康的损害，对环境的危害降

到最低；考虑尽量节约能源，减少能源浪费；尽量使用可再生的原材料，尽量减少副产物的产生；尽可

能选择高效催化剂来提高反应速率等一系列措施。根据这些原则，教师在进行实验教学的时候，就可以

提供设计思路和基本原材料，让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能力。 
教师也可以将化学知识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比如平顶山市因其煤炭、铁矿石资源丰富而形成了以能

源、化工、装备制造等重金属为主的产业结构，但由于煤炭污染比较严重，环境治理难度加大，平顶山

市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教师可以设计如何将煤炭资源利用最大化、怎样治理和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等课题，让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进行探究，也可以让学生通过分小组合作，共同完成研究方案，调动

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的学习精神，同时也培养高度的环保意识。 

3.2.4. 融入科学家的故事，培养爱国情怀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强调，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初中化学教师要积极引

导学生关注科学的发展，关注化学家的奉献和奋斗历程，而不是将有限的精力消耗在关注明星八卦等无

意义的事情上。对初中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立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初中化学课程中有很多原理和方法都是中外化学家经历重重困难钻研出来的，许多知识点背后蕴藏

的故事里都存在着诸多闪光点。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类化学家的故事，展示化学家的严谨治学、热爱祖

国的精神。例如，在讲授制碱方法的时候，可以给学生讲我国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故事。在祖国饱受外

国列强欺辱的时候，侯德榜意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他们猖狂的底气。于是，他决然选择用科学知识

来挽救祖国命运的道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满怀挽救祖国的志向，离开祖国赴美国留学，并在祖

国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回国工作，为新中国的制碱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骄人的成绩。然而

面对赞誉，他表示一切发明都属于祖国。又如在结构化学、材料化学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卢嘉锡，在国

外留学并工作了几年之后，年方三十的他毅然地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祖

国，受聘到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还积极参加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筹建，在研究所的设置机构布局、购置科研设备、聘任师资到组织管

理等一系列工作中，卢嘉锡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课堂中插入这些名人的故事，激励学生奋发图强，刻

苦努力，争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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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探讨社会热点问题，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时应适当地融入时实内容，结合当下一些相关热点展开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吸收所学内容，还能帮助他们建立敏锐的观察力，逐渐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

此，在进行思政教育时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原则，通过融入时事述评，引导初中学生学会

联系生活实际，并且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逐渐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培养符合社会

发展实际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初中阶段学生具有较独特性的心理特征，思维比较敏锐，好奇心较强且很容易被外界影响，具有不

稳定性。充分利用热点话题在课堂教学中有利于实施道德教育。例如自 2019 年 12 月，在武汉发现病毒

性肺炎病例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便成为人们每日关注的话题，新冠病毒具有传播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

特点，如今病毒肆虐全球，已经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国家

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疾病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们如果具有广

博的学识，通过科学研究及时掌握新冠病毒的致病原理，并尽快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或疫苗，便

可拯救患者生命，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将生活中的实例插入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帮助学生

树立学好化学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而更好地造福人类。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主动地将化学理论知

识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做到学以致用。因此，初中化学教学应紧密联系实际，把社会热点问题融入化学

教学，真正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培养正确的价值理念，取得“教育无痕”、“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3.3. 完善评价机制 

专业课堂也是为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途径。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将教书育人的

思想内化，把思想政治教育融汇到相关的教学环节，需要教师从教材或知识点相关事件中提炼思政元素，

在教案中增添思政元素、在课堂中体现思政教育。如何评价课程思政教学结果呢？重点在于完善“教”

与“学”两方面的评价评价制度。 

3.3.1. 完善学生评价制度 
提升思想政治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其结果也需要用健全的评价体

制来展现。在检验学生时，应该遵循“纵向比较、多维考察、多方评价”三原则。不能将全体学生排名

次，要比较每位学生在一学期的表现情况，看学生是否超越自我，不断进步。制作思想政治素养手册，

每个月定期性地写过程性的评价，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近况，不断激励学生。多维考察就是不只关注课堂

上的表现，课下的调研成果、小组合作的项目、校外实践活动等都要进行评估，深入剖析学生的思想政

治情况。只有一个人评价有些狭隘，可以让学生自评，同学互评，班主任及专业课教师评价，以便更全

面了解学生，让评价结果更全面、更严谨。 

3.3.2. 完善教师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课程思政教育的推行。对于初中化学“课程思政”教育结果的评价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传递思想是否有效，二是课程思政效果评估。对于专业课教师思政教育的结

果，可以先进行教师教学自评，反思自己是否尽到职责。学校也可以向学生发放匿名调查问卷或者以座

谈会等方式，了解学生的思想发展状况，了解学生对教学各环节的看法，了解教师课程思政是否取得了

良好的成果。综合利用所获得的数据，测评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并将分析和评估的结果，反馈给专业课

教师，提出改进措施落实，不断提高课程思政质量。 

4. 结论 

专业课程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培育。初中化学课程蕴藏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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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思想政治课程强有力补充。要想培养高质量人才，首先需要化学教师提高自身思政水平，做好示范

作用。其次要深入挖掘化学课程中蕴含着的思政元素，结合科学史实、化学知识、绿色化学理念、科学

家的故事和社会热点问题等，将思政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中，让每一个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提

高思想道德素养，为其人生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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