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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思政整体设计、课程思政实施方法、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与实践等方面出

发，研究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思政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好。相关研究对提升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思

政建设成效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可为基础课程思政教学的提质增效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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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overall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course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ses in courses. It stu-
dies what, how to do, and how to do wel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courses. Related research has a good promoting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ef-
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courses,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basic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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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在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19 年 11 月习近平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

式上指出，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德树人、为战育

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2]。因此，如何在教育教学和实践训练末端坚决落实

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深入贯彻政治建军要求，是目前高等院校课程改革

的重要课题。将思政教育与新工科学科专业知识深度融合，将“为战育人”思想与基础课程教学有机结

合，产生 1 + 1 > 2 的共生效益，是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必然要求。无机与分析化学是应用性较强

的基础学科，课程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3]-[12]，在当前大思政形势下，将其蕴含的思政元素融入

到课堂教学中，对推进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2. 课程思政整体设计 

做好课程思政教育工作，首先需要解决整体设计的问题[13]。本文通过调研、查阅文献等手段，整体

设计规划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梳理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知识点，挖掘各知识点思政元素，形成知识点与

思政元素图谱，对整门课程思政做到心中有数。 

2.1.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旨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严谨科学态度的核心基础课

程。同时教学内容紧贴装备应用，是一门与军事装备联系非常紧密的课程。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培养、严谨求实的思维方法的养成有重要的作用。根据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的特色，从整体上规划课

程思政设计，紧紧围绕“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之中”宗旨，凝练成以“严谨细致之科学思维、学以致用之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2.2. 建立课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图谱 

无机与分析化学内容涵盖绪论、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沉淀溶解平衡与沉淀滴定法、氧化还原平衡

与氧化还原滴定法、物质结构基础、配位化合物与配位滴定、分光光度法以及元素化学，共八章内容。

课程具体内容如图 1。 
依据课程特点，深入挖掘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内容的思政元素，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充分发挥

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课程组梳理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知识点，挖掘各知识点思政元素，形成知识点与

思政元素图谱，构建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思政框架。如图 2 为溶液四大平衡与四大滴定分析法知识点与

思政元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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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图 1. 课程教学内容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poi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图 2. 知识点与思政元素关系图 
 

结合知识点融入民族自豪、工匠精神、使命感、辩证唯物、方法论、科学思维、保护环境、尊重科

学、求真务实、严谨思维、理想信念、文化传承、团结协作、强军思想、军人荣誉感等思政元素，润物

无声地增强和发挥价值引领功能，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比如第一章绪论中，在无机与分析化学的地位作用知识点中加入化学对国防中的作用，融入强军思

想思政元素；误差与数据处理知识点中突出严谨细致之科学思维。第二、三、四、六章内容为溶液四大

平衡与四大滴定分析法，将知识点与装备应用结合起来(图 2)，突出严谨细致、学以致用的思政目标，挖

掘科学思维、求真务实、严谨思维、军人荣誉等思政元素。第五章物质结构基础，挖掘物质的结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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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质的化学思维、科学真理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思维、方法论等思政元素。第七章吸光光度法知

识点与舰用水质磷酸根的测定应用相结合，挖掘严谨思维、科学思维、强军思想、团结协作思政元素。

第八章元素化学物质的结构决定其性质的化学思维为主线，同时钛族元素中引入未来的钢铁——钛合金

(歼 20 战斗机主梁成分)，突出科技强军思政元素，铬族元素中突出保护环境、工程伦理思政元素。 

3. 课程思政实施方法研究 

明确了课程思政做什么后，摆在广大教师面前的问题是在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中，应该怎样来实施

课程思政[14]。采用案例式、研讨式、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方法与故事蕴含法、知识引申法、案例应用法、

哲学应用法等课程思政实施方法融合在一起，深化教学互动。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把知识点、

思政元素与军事装备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

提升育人效果。 

3.1. 课前思政先行 

课前教案的编写是教学实施的指导，在教案编写前需收集思政素材，充分挖缺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

关系。教师在设计教案的过程中，课前需做好准备工作，在课程案例选择中兼顾思政和知识要点两项，

通过雨课堂、微信等学习平台课前发布，创设后续课堂教学的情境。既是知识点预习，抛砖引玉，也利

于化学知识讲授开展，同时也加强思维的导入自然地融入德育教育，把握学生意识形态的主动性。如酸

碱指示剂内容，课前发布波义耳意外发现酸碱指示剂的故事，启发学生科学研究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

勇于探索的重要性。如原电池内容，课前发布 97 岁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 John Goodenough (约翰·古迪纳

夫)的励志故事，这些名人事迹故事必将给学生重要启迪，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培养他们勤于思考、实事

求是、锲而不舍的科学品质以及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科学精神。又如在“多电子原子结构”中介绍我

国化学家徐光宪 n + 0.7l 规则，说明总结规律的重要性，同时引导学生物质结构基础里出现的大量科学家

的人名是国外科学家的情况下，出现中国人的名字，应感到自豪，要有民族自豪感与科研自信。 

3.2. 课中课程思政贯穿始终 

课中环节，教师以问题为牵引，采用案例引入、引导启发、互动讨论、归纳分析、提高拓展等多种

教学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多种教学方法与课程思政实施方法融合一起深化教学互动，提升思政目标达成

度。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生活中的化学、趣味化学、舰用锅炉水水质与分析中的案例，将四大平衡和滴定

分析与装备应用结合起来，采用案例式教学法与思政教学中的案例应用法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研究问题、

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在沉淀的溶解中，引入滴水穿石的案例，让学生深

刻感受到坚持的重要性，达到价值塑造的目的。能斯特方程讲解时引入舰船水线腐蚀案例，突出电极电

势是现役装备舰船腐蚀的基础知识，提升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激发学生保护军舰的意识，产生学

好专业知识的迫切感和使命感。 
将探究式教学方法引入课堂，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如在配位解离平衡讲解中，

采用演示实验进行探究，将探究式教学法与思政教学的实践培养法结合起来。往 CuSO4溶液中滴加氨水，

演示[Cu(NH3)4]SO4 溶液的生成，再往一份[Cu(NH3)4]SO4 溶液加入 BaCl2，有沉淀产生；往另一份

[Cu(NH3)4]SO4溶液加入稀 NaOH 溶液，无沉淀产生，让学生分析原因，得出配合物中配离子与外界是全

部解离出来的，而 Cu2+则主要以配离子的形式存在的结论。又如在吸光光度分析法讲解时以探究问题的

形式讲解显色反应及影响因素，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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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研讨式教学方法，融入应用拓展思政教学方法，能让学生在讨论中发现问题，进而运用知识解

决问题，提升对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如让学生利用能斯特方程研讨舰船水线腐蚀的原因，学生通过研讨

与分析，能分析出船体水线以下不同部位含氧量不同，造成电极电势不同，形成电势差，构成腐蚀电池，

造成舰船水线部位的腐蚀，得出氧浓差腐蚀的原因。 
结合归纳分析教学方法，融入知识引申法思政教学，结合化学课程的特点将化学原理和生活中的道

理相结合，寓道于教，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在“缓冲溶液”部分，如归纳分析缓冲溶液的缓冲机制，

采用知识引申法，引导学生能够抵抗住挫折，承受住压力，积极面对学习和工作(图 3)。在缓冲溶液的应

用上，结合人体酸碱体质骗局案例，将案例式教学方法与思政教学中的案例应用法结合起来，引导学生

要能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要用科学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归纳分析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的影

响因素中，沉淀剂加入会引起同离子效应，使离子沉淀完全，提问是不是沉淀剂加的越多越好？引出盐

效应的讲解，过多的沉淀剂会产生盐效应，使沉淀溶解度增大，从而引申出过犹不及的观点，需把握好

“度”。通过知识引申法，简短的一个与知识点深度融合的句子，既强调了同离子效应与盐效应协同作

用的特点，又融入了把握好“度”的哲学观的育人目的。 
 

 
Figure 3. Buffering mechanism of buffer solutions  
图 3. 缓冲溶液的缓冲机制 

 
在授课中注重知识的提高拓展，引入哲学应用课程思政实施方法。如溶液 pH 值计算，引入思维要

严谨，抓住主要矛盾处理问题等思政元素(如图 4)。酸碱理论的发展，引入科学真理的发展符合否定之否

定规律辩证思维。此方式既满足了课程知识传授，又隐性的起到了很好的思政效果。酸碱平衡中采用辩

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理解共轭酸碱对。酸碱溶液及缓冲溶液 pH 值计算时对精确式进行简化，

引导学生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恰当处理次要矛盾。酸碱滴定突跃，化学计量点前后 0.1%滴定剂加入量不

到一滴，溶液从酸性变成碱性，量的积累引起质的飞跃，说明量变引起质变。进而引申出每个人的知识

积累和成功也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成功和突破需要积累，平时点点滴滴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会迎来

属于自我的飞跃，激励学生努力学习，薄厚积发，会迎来自己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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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alculation of pH value of solution  
图 4. pH 值的计算 

3.3. 课后思政延伸 

在课后环节，教师在课后作业除了布置知识性的课后作业，还要布置与装备相关创新活动类作业，

如设计舰用锅炉水盐度测定实验，解决舰用水质分析问题。使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结合，进一步提

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报效国防的意识。教师应结合课堂思政内容，在后续的课内课外教学中继

续引导学生，激发学生钻研科学技术，继承革命精神的伟大志向。通过波义耳偶然发现酸碱指示剂的故

事引导学生搜索伟大科学家的相关事迹，激发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成为伟大科学家的远大

志向。在课后开展科研兴趣小组活动，组织学生参加科研课题研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与创新水平，

促进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 

4. 典型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与实践 

将课程思政案例与课程章节内容相结合，不仅能在“教”的过程中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基础知识

相结合，还能达到课程思政应有的效果[15]。因此，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典型案例，并在相关教学班级

尝试开展课程思政实践，对课程思政效果是很好的检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包括理论课和实验课思

政教学设计案例，在每个教学案例中的思政育人目标，含知识、能力及素质目标及思政分项目标。 
如“金属腐蚀与防护”案例中，思政育人目标中的知识、能力及素质目标：采用实验演示、启发式

教学，使学生掌握金属腐蚀的基本原理，分析总结出金属腐蚀防护的基本方法；结合金属腐蚀的基本原

理及能斯特方程，分析舰船水线部位发生腐蚀的原因，紧贴装备应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

实验现象，学会分析腐蚀电池阳极与阴极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通过演示两组对

比性实验，培养学生辩证思考的科学思维能力，总结出金属腐蚀防护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思政目标 1：通过“腐蚀的危害”微视频及舰船腐蚀的图片，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及社会责任感和

使命感。思政目标 2：通过两组对比性演示实验的应用，培养学生认真观察实验现象，学会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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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现象本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实践采用课前课程思政引入，课中课程思政贯穿过程，课后思政总结与反思。如“金属腐

蚀与防护”教学设计典型案例中，课前以“腐蚀的危害”微视频及舰船腐蚀的图片创建实际情景，以腐

蚀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的数据给学生以震撼，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产生对装备进行腐蚀防护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课中以问题为牵引层层递进，设问腐蚀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如何解释舰船水线部位易发生腐

蚀？如何进行腐蚀防护？引发学生思考与探究，启发学生学会应用所学知识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将思

政元素如盐化水无声地融入教学全过程。课后通过总结腐蚀的危害、腐蚀的原理和腐蚀的防护，加强学

生对化学与军事装备关系的认识，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使命感和职业素质。 
在教学实践中，以问题为牵引，层层推进，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以装备应用、实验演示等为驱

动，将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辩证思维和责任意识等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地相关知识点中，贯穿整个教学

过程，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构建思维过程，体会知识的形成过程，掌握化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内容选取上突出化学与装备的应用，加强学生对化学与军事装备关系的认识，增强学生岗位认知能力，

培养学生爱护军舰的责任担当意识。 

5. 结束语 

本文对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思政实践方法进行探索与研究，从顶层上整体设计规划课程思政建设目

标，梳理课程知识点，挖掘各知识点思政元素，形成课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图谱，可为化学与材料学专

业其它基础课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借鉴与参考。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把知识点、思政元素

与军事装备应用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提升

育人效果。 

基金项目 

海军工程大学 2023 年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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