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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高职类学生对化工类专业学习兴趣低，相关企业岗位人才严重紧缺。本文针对企业人才需求研究开

设《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导论课》教学内容，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开发教学案例，课堂教学过程融入思政元

素；学生从误解专业到认知专业，从认知专业到认同专业，最终崇尚专业，从而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

情，成为企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教师在教学中不仅当好职业引路人，也当好思想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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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tudent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have low interest in studying chemical engi-
neering specialty, and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talents for related positions in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enterprise tal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introduc-
tion course of industrial analysis technology, introduces teaching cases of social hot issu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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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Students from misun-
derstanding professional to cognitive professional, from cognitive professional to identity profes-
sional, and ultimately advocate the professional, so as to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pro-
fessional learning, become the needs of the enterprise technical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not only be good professional guides, but also be good thought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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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业导论课是引导学生了解所学专业的内涵特点、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所学专业

与行业的关系及本专业所对应行业发展现状，使他们能够对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涯作一个规划，为后续专

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是大学新生入学后需要学习的一门十分重要课程。近年来，在全国上

下全面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专业导论课程教学进行课程思政，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提高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在专业导论课，不仅当好大学生职业引路人，而且要当好学生思

想的引路人[2]。笔者以《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导论》课程思政项目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2. 高职《工业分析导论》“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本课程开设主要基于目前社会对化学、化工行业误解，形成“谈化色变”行业偏见，学生学习专业

兴趣差；学生学习情绪化较强，部分学生是调剂过来学这个专业；学生想转专业，还有部分学生混专业。

为此，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化学这门科学、分析检测专业在我们生活吃、穿、住、行等方面重要地位，树

立正确科学观、择业观。在课程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导论课程从 2014 年由本人首次创建开设的专业导论课，教学对象为大一新生。分

别在 2014 级、2015 级、2017 级、2019 级开设了四年，特别是在今年本人所教授的《工业分析专业导论》

课程被学校立项为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旨在为工业分析技术专业新入校的一年级新生介绍专业

教育，主要介绍工业分析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设置、主干学科及课程、专业方向等；

同时讲解国内工业分析技术专业的基本情况以及分析检测行业在各国民经济中地位、以及专业人才需求

与素质要求，分析检测研究等新进展。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分析检测行业的发展现状，课程中包

含着大量钻研精神、技术操守、责任担当、审美意识培养、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思维构建、家国情怀等

隐性思政教育内容，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只需教师加以引导，便可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时效性和针对性[3]。
从而逐步形成职业认同感，树立正确地专业观、科学观、人生观，激发学生学习工业分析专业的热情。

因此，在高职《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导论》课程中实践“课程思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3. 高职《工业分析导论》“课程思政”的教学策略 

1、挖掘思政元素 
《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导论》课程在全国我校是首次开设的创新课程，不论课程构建与思政元素融入

都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没有科学完善的经验可以借鉴。作者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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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作为大一新生入校后，对于自己将来所要从事专业最想知道什么？例如化学离我们生活有多远？

我们的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检测职业最重要素质是什么？检测职业最重要素质是什么？……等一系列

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系统构建课程体系，串联这些问题编写课程主题。同时搜集与课程主题紧密融合的

思政素材，在介绍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同时，弘扬分析检测专业在国民生产质量监督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以生活中的化学进行化学人文情怀教育，以身边的检测为主题进行职业的崇高教育。同时通过一系列发

生在身边食品安全案例，剖析分析检测岗位应该俱备钻研精神、爱国精神、责任担当、技术操守、理想

情怀等思政元素，从而使大一新生对于学生了解我国分析检测行业的发展现状，从而逐步形成职业认同

感，树立正确地专业观念，激发学生学习工业分析专业的热情。 
为此，笔者根据课程育人侧重点和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深入研讨

课程标准，分析课程的性质和特点，系统梳理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素材，积极寻找知识点中思政元素

的映射点与切入点，促进思政教育与知识传授相融合，形成高职《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素映射如表 1 所示。 
 
Table 1. Mapping between teaching conte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表 1. 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映射 

单元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教学方式 教学专业及思政目标 

单元一 
生活中

化学 

1.化学在在日常

生活的任务和作

用 
2.分析工作的基

本程序 
3.任何科学都是

一把“双刃剑” 

化学离我们生活有多远？ 
针对目前社会对化学、化工

误解，形成“谈化色变”行

业偏见，正确认识化学这门

科学在我们生活吃、穿、住、

行等方面重要地位，树立正

确科学观、择业观。 

典型案例分享课： 
通过“一份明星做洗发液

广告为什么被紧急叫

停？”典型教学案例，结

合生活实例，观看《我们

需要化学》资料片，分析

化学在我们生活中和国

民生产建设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化学科学及工

业分析检测专业技术在

我们生活吃、穿、住、行

等方面重要地位，树立正

确科学观。 

单元二

认识专

业 

1.专业培养目标。 
2.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 
3．各门核心课程

介绍 

我们的专业到底是干什么

的？ 
针对学生不十分了解专业，

不想学这个专业，想转专业

等想法。 
通过介绍国内外与分析检

测有关案例及优秀毕业生

就业情况，树立行业荣誉

感。使学生了解职业、认知

职业、认同职业、热爱职业、

崇尚职业、追求职业。从而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学习研讨课： 
研讨课题： 
1、我们的专业能干什么

的？ 
2、我们从事岗位是什么

样子？ 
3.将来毕业从事岗位要

求什么？ 
4、我们为社会奉献什

么？ 
5、这个世界–谁说了算

(食品安全、环境安全、

产品合格) 

通过了解专业对应的职

业、认知职业、认同职业、

热爱职业、崇尚职业、追

求职业。从而树立正确的

职业观。 

单元三

认识职

业 

1．分析检测职业

岗位内涵 
2．分析检测职业

岗位要求 
3．分析检测职业

岗位职业素质 
4．分析检测职业

岗位职业道德 

检测职业最重要素质是什

么？ 
针对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

结合分析检测岗位对产品

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教育

学生爱岗敬业，形成分析检

测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 

典型案例透析课： 
通过分享“台湾塑化剂风

波：普通检测人员执着追

查–揭开黑洞”这一典型

案例，使学生知道一个普

通检测人员社会责任与

职业素质。 
引入检测人员使命感和

科学精神等德育感召。 

通过分享“台湾塑化剂风

波：普通检测人员执着追

查–揭开黑洞”这一典型

案例，使学生知道一个普

通检测人员社会责任与

职业素质。熟悉分析检测

职业岗位职业道德，掌握

分析检测职业岗位职业

要求，形成分析检测职业

荣誉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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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单元四 
认识产

业 

1．什么是分析测

试产业。 
2.分析检测产业

领域有哪些？ 
3.分析检测产业

对国民经济和人

民生活重大意义。 
4．现代分析测试

产业发展趋势？ 

分析检测产业是什么样产

业？ 
针对学生存在分析检测职

业是为别人做检测服务，没

有什么出路，没有什么出息

的想法，重塑分析检测产业

在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

重要地位。分析检测技术人

才需求是基于国家产品质

量提升战略需要，是人民生

活质量品质提升需要。培养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

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学习研讨课 
研讨课题： 
1．什么是分析测试产业。 
2．分析检测产业领域有

哪些？ 
3.分析检测产业对国民

经济和人民生活重大意

义。 
4．现代分析测试产业发

展趋势？ 

通过研讨分析检测技术

人才需求是基于国家产

品质量提升战略需要，是

人民生活质量品质提升

需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从而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了解分析测试

产业发展趋势。 

单元五 
认识检

测企业

文化 

1、分析检测企业

文化内涵 
2、分析检测企业

文化要求 
3、各个分析检测

企业文化 

分析检测职业中最重要职

业态度是什么？ 
针对学生做实验马虎、应

付，不安全、不环保等不良

习惯，树立严肃认真、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

工作作风，培养“工匠精神”

人生观。 
结合实验报告数据造假案

例，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诚实守信，公平、

公正职业态度。 

真实案例探究课 
探究案例： 
1、学校实验室高氯酸爆

炸案例 
2、学生称量药品洒落在

天平案例 
3、顶岗实习学生由于实

验后不整理实验台而被

辞退案例 
4、学生马虎操作，造成

仪器损坏案例。 

针对学生做实验马虎、应

付，不安全、不环保等不

良习惯，树立严肃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严谨的工作作风，培养社

会主义新时代“工匠精

神”人生观。培养学生有

崇高的职业道德、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能够自觉遵守各

项安全规定。 

单元六 
认识大

学学习 

1、大学与中学学

习差异 
2、大学学习理念

转变 
3、大学学习能力

要求 

针对当前的在校新生“自我

中心”强烈，有着不同于任

何时代的自我意识与自我

认知。树立自立、自强，开

放、共享理念，克服“死记

硬背”中学学习模式，养成

培独立学习和创新探究自

我提升大学学习模式。 

学习研讨课 
研讨课题： 
1、大学与中学差异有哪

些？ 
2、怎样转变(适应)大学

的学习生活理念？ 
3、怎样提升大学中的学

习能力？ 

通过熟悉大学学习理念

上转变，尽快适应大学学

习生活，树立“自立、自

强，开放、共享”人生观，

要求学生“先做人，再做

学问”。 

单元七 
走近我

的职业 

1、到检测企业实

地参观 
2、邀请行业专业

讲座 
3、邀请成功校友

讲座 

针对目前社会对化学、化工

误解，形成“谈化色变”行

业偏见，激发学生学习工业

分析专业的热情，逐步形成

职业认同感。 

社会实践活动课 
活动项目： 
1、到检测企业实地参观 
2、邀请行业专业讲座 
3、邀请成功校友讲座 

激发学生学习工业分析

专业的热情，逐步形成职

业认同感，同时清醒认识

到检测职业是一项长期

艰巨斗争，检测与反检测

永远在路上。 
 

2、透析思政案例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通识课，主要讲述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在社会主新时代建设中重要性，及对人民日

常生活影响，理论性不强，易结合生活实际，便于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结合本课程特点以及分析检测行

业对国民经济生活重要地位设计出“一份明星做的洗发液广告为什么被紧急叫停？”、“三聚氰胺事件

背后暴露检测标准缺失”、“台湾塑化剂风波：普通检测人员执着追查揭开黑洞”等一批社会热点典型

教学案例，特别在透析思政案例“台湾塑化剂风波：普通检测人员执着追查揭开黑洞”教学中，讲述了

一位普通检验员在例行抽验食品时，发现一款“净元益生菌”的检测色谱中出现了异样波纹。但由于这

些波纹不在食品检验表目录中，因此一般的检验员不会注意，超标了也不知道是何种物质，而这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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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的检验员通过反复实验和比对明确了超标物质的身份——塑化剂，从而揭开台湾塑化剂风波黑洞，

爆发了 30 年来最严重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引起台湾经济大地震。透析这个思政案例可以得出质检人员应

该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及敢于揭露黑幕斗争精神，从而自然引进检测人员职业职

业素养教学内容[4]。 
3、融入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不能生拉硬扯，进行“贴标签式思政”，与专业知识“两张皮”。所以课程思政必须与知

识传授有机融为一体，正所谓既要“授业”又要“传道”。在本课程教学中，围绕专业发展的总体脉络

及重要知识展开，顺着理工学生擅长的科学思维，穿插和融入一些“思政元素”，使得学生在接受知识

和技能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课程教学中，以真实学生案例，特别是发生身

边真实案例，以我校实验室发生“高氯酸爆炸”事件，来震撼警醒学生化学实验安全第一，严格规程操

作。结合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培养目标，作为一个合格质检人员，可以在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使命感和

科学精神培养、在环保、健康和安全(EHS)理念和法律等意识养成，在抗挫能力、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等多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开展。从而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

优秀品质，成长心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技术型人才[5]。 

4. 高职《工业分析导论》“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最后，我在专业导论课程中对思政教育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课程教学效果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本课

程经过四届学生的教学实践，整体教学评价优秀。学生除了对专业知识介绍关注度变高，对融入专业的

思政育人要素设置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大部分的同学认为课程中引入本专业对社会影响热点事件等思

政教育对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有很重要的引领作用。大多数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从认知专业

到认可专业，以至崇尚专业，自开设本课程后学生要求转专业人数大幅下降，同时学习专业热情有效提

高，学风也持续好转。真正认识到“检测很重要，检测人很崇高”，同时感受到了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方面的教育，立志今后做一个讲诚信、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作为的检测人；在今后检测专业工作中树

立安全、绿色、环保的理念；通过课程的实施，使得该课程的育人功能和课程教师的育人责任得到充分

发挥和体现，对我校如何才能培养出具有爱国情怀、有担当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方面起到了有效的推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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