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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Inorganic Chemistry for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where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were 
deeply dug and the related educational functions were given full pla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students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hidden infiltrating at the same time of teach-
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objectives are to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to enhance students’ national pride and self-confidence, and to help them enhance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corroborate ideal and belief, enhan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et up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cultivate teamwork spirit, cultivate scientific spirit and craftsman spirit, and 
strengthen self-worth affirmation.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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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了无机化学“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以隐性的方式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使其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

生态文明思想、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培养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自我价值肯定等。教学改革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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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创新的教育理念，指通过挖掘各类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发挥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 [2]。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现从“思政课程”主渠道向“课程思政”立体化

育人格局的转化，促进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融合，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让所有课

都上出“思政味”，所有任课教师都挑起“思政担”，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的“大思政”教育体系。

无机化学是化学、化工、材料、生物、医药等化学近源专业开设的第一门基础化学课，蕴含着丰富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可以承载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无机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符合时代背

景，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2.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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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既指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重点之所在，又指明了大学各类课程和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建设的根本方向，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单一的“思政课程”拓展为更广

泛的“课程思政”指明了方向。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是由上海市率先发起的。起始于 2004 年，经历了教学规范、理论探索、改革深化、

全面推广 4 个阶段。2016 年，上海市以思政课为核心、综合素养课为支撑、专业课为辐射的先期探索经

验被吸纳进中央 31 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17 年，“课程思

政”被纳入中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从地方实践探索转化为国家战略部署。2018 年，

教育部先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形势与政策”

课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全国部署推广“课程思政”。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具

有切实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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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可行性 

无机化学是高等院校化学化工近源专业的第一门基础化学课，向新生比较全面的介绍化学学科的全

貌、化学学科的分支、化学的基本原理、元素化学的基本知识与理论、现代化学研究的前沿领域等等。

该课程是培养化学化工类专业技术人才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后续专业课

程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无机化学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诸多方面的能力，如认知、观察、思维、实

验和自学等能力，同时能够培养创新精神，完善品格。无机化学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元素，不仅具有巨大

的智力价值，还具有巨大的精神道德价值，表现出科学性、知识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运用得当将会使学

生在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增强思想政治素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促进学生德智协同发展。因此，无机化学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诸多优势，具有可行性。当前思政

课程改革大幕已在全国范围内拉开。本文作者进行无机化学课程思政改革恰逢其时。 

4.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 

4.1. 讲述科学家先进事迹，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科学家须持家国情怀，胸怀国家和民族。教学中，结合知识点讲述

我国科学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满怀“以天下为己任”的赤诚投身民族振兴伟业中的先进

事迹，让学生了解学习我国科学家在艰苦岁月中力学笃行、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崇高精神，增强民族

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使其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学习和今后的工作

中。 
在化学史的介绍中，指明我国古代人民对化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四大发明”，更是在金属冶炼

方面引领世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等。在课程概述中，介绍我国

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4]，首次合成化学结构与天然产物相同的核糖

核酸等突出成就，并介绍老一辈著名化学家的先进事迹。在讲解 Pauling 近似能级图时，介绍我国著名化

学家徐光宪教授提出的“n + 0.7l”规则，展示其在判断基态多电子原子轨道的能级高低中发挥的作用，

特别介绍徐教授在艰难岁月中刻苦求学、学成归国、奉献祖国的光辉历程，启发学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革命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结合国际时事——中美贸易摩擦之稀土问题[5]，介绍

徐光宪教授“稀土之父”、“稀土界的袁隆平”的事迹，增强教育效果。课堂讲述之外，指导学生课后

查阅相关资料，充分利用纪实新闻、图片、视频等信息化载体进行学习，增强典范教育的效果。 

4.2. 展示我国化学工业前沿领域，增强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我国化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我国

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教学中，结合相关知识点，介绍我国化学工业前沿领域，以此为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点增强学生对我国化学工业的自信心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激励学生立志肩负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例如，在讲解吉布斯函数变(ΔG)对化学反应方向的影响以及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时，介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纳米材料化学制备专家钱逸泰教授成功用金属钠还原四氯化碳和六氯代苯，分别制得

金刚石和纳米管的案例。该成果发表在世界科学顶级期刊 Science 上，被世界科学家高度评价为“稻草变

黄金”[6]，在该领域引领世界。在讲解“元素周期性”时，引入超导材料，介绍我国科学家在提高各类

超导材料转变温度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讲述 2008 年铁基超导发现后中国科学家开始主导世界超导的科

学潮流的事实，介绍“中国的人造太阳”这一世界迄今为止最大的热核聚变实验项目，介绍其在近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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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 101.2 秒高约束模等离子运行和实现的 1 亿摄氏度电子温度的世界记录[7]。 
通过介绍近年我国频频亮相的一系列走在世界前沿、代表中国科技崛起的重大科技成果，增强学生

理想信念。 

4.3. 对比科学家的真实事例，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从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看，价值观是精神支柱，是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

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

值观的引领。 
采用事例对比法启发学生去领悟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讲授电负性和杂化轨道理论等知识点时，介

绍美国化学家鲍林于 1954 年因对化学键本质和复杂分子结构理论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 年

因在推动核大国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鲍林对于科学和人类的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8]。相反，德国化学家哈伯因为攻克氨的合成这一世界难题，将无数人从饥饿的死亡线上

拯救出来而获得 1918 年诺贝尔化学奖，而他也因发明大量化学武器并用于战争，被称为丧心病狂的毒气

弹魔鬼[9]。将以上事例引申到价值观教育上，启发学生从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学生课后查阅资料

并写一篇关于两位科学大师生平简历对自己人生启迪的文章，并谈谈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和认识。 

4.4.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思想植入学生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

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

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和习近平总

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经典论述为切入点，启迪学生生态文明思想，使学生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

文明理念。其中穿插我国政府和民间在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进程中的典型纪事，介绍环境污染和治理正

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事例，使学生深刻认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案例可追溯到民国

时期我国民族化学工业企业家范旭东先生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实践。 
最后，引出发展绿色化学化工对助力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绿色化学的核心就是原子经济反应，从

原料、催化剂、溶剂到产品都是环境友好或者能回收利用的，避免给环境造成负担、避免排放有害物质。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是激励学生以化学化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加快发展绿色化学化工，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和科学技术。 

4.5. 以基础化学实验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和学习中也是如此，发挥团队精神才能达到团队最大

工作效率。我国首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在颁奖典礼上的经典名句：“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

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科学家是

与他人合作而获奖的。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就要让学生切实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在基础化学实验中培养学生

团队协作精神是最佳途径，也是实验教学的必然趋势。比如：在 pH 法测定醋酸解离度 α和解离常数 aK

的实验中涉及了诸多仪器的使用操作，这些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要求学生在书写实验报告时对相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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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分别计算标准偏差，比较各组间的实验结果，分析探究原因，以此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和团队精神。学生在问题探究过程中经历了独立到统一、简单到复杂的思考过程，经历团队合作等

学习过程，使自己现有的知识进行系统化去解决一些问题，比简单的“积累”更有其实际意义。 

4.6. 挖掘科学工匠实例，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又是科学家们特有的

精神品质。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强调锲而不舍的执着与坚持，强

调继承与创新。化学发展需要一批又一批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科学家，掌握化学变化中的规律、提取

或合成出对人类有用的产品，造福人类。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不仅仅体现在科学家和工匠身上，也是

每一位普通工作者身上应该体现的高尚品质。 
结合相关知识点，讲解科学的思辨精神之于科学创新的可贵。例如，Arrhenius 电离理论的提出就是

大胆猜测和小心论证的结果。在讲解元素周期性时提出元素周期表第七周期已经填满，是否意味着元素

发现之旅的终结？元素铌和钨的电子结构与核外电子排布的三大规律相悖的现象如何解释？[10]将同学

分组，要求同学们课后认真思考，全组同学参与讨论，做好讨论小结，然后各小组以小论文的形式提交

讨论结果。 
从道尔顿的原子学说到量子力学模型，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经历了 100 多年。在讲解原子结构的

发展进程时，结合实例教育学生人生没有坦途，科学研究更没有坦途，插述化学工业科研人员艰苦科研、

创新创业的典型事迹以及化学工业从业人员在平凡岗位做出不平凡贡献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面对挫折

不气馁、面对荣誉不自满的素质；引申到实验课上，教育学生严谨科学、实事求是，教育学生不放松、

不放弃、学会坚持。例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4.7. 借物喻人，加强自我价值肯定 

自我肯定、自我激励是增强自信心的最好办法之一。 每个人都必须自我肯定，唯有这样才能产生自

信心，才能转化为个人进取和奋斗的动力，推动人们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而努力实践，从

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部分结合知识点，采用“借物喻人”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心理。在讲解固体的晶体类型

时，以“碳的同素异形体”为题，讲解碳的同素异形体的分类、微观结构(包括杂化方式、晶体类型等)
以及物理性质。碳元素，拥有多种同素异形体，如金刚石、石墨、富勒烯、碳纳米管、石墨烯和石墨炔

等。它们的不同性质是由微观结构的不同所决定的。结构决定性能这个基本的化学原理在碳素材料中得

到了最神奇的体现，改变碳原子之间的连接方式就会得到性能迥然不同的材料。石墨是半金属和柔软的

润滑剂；金刚石不导电，是最硬的材料；碳纳米管既可以是半导体，又可以是金属，同时又是强度最高

的纤维；与碳纳米管相似，石墨烯集好几项看似不相容的性能于一身，是载流子迁移率最高的半导体。

尤其是金刚石与石墨，物理性质截然相反。在讲解晶体的有关知识的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

个例子告诉大家即使组成相同，但经过后天的锻造可以有不同的性质。我们每个人也如此，可以变为更

好的自己。 

5. 课程思政改革成效 

思政教育教学效果体现在学生思想政治、品行道德方面的知、情、意、信、行等各方面，其表现形

式复杂，既有显性的一面，又有隐性的一面；既有直接的一面，又有间接的一面；既有近期的一面，又

有远期的一面[11]。因此，思政教育教学效果评价不是能够简单量化的一件事情。同样，课程思政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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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评价也不是用简单的条框表格就能够充分体现的。其效果，最终要看是否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观、历史观、政治观和法制观等。 
课程改革之初，课题组成员便积极思考和探索改革效果评价这一问题。学生是否接受课程思政改革，

课程思政改革是否具有实效，效果好不好大不大，尽管这一问题难以严格量化，但其一定能够通过学生

的言、行、神、情反映出来。在改革实施过程中，课题组成员细心洞察学生的反应，从其精神面貌、言

行举止、学习兴趣、课堂表现等方面进行观察分析，适当的时候以学生访谈、问卷调查、专题讨论等方

式考察改革效果。考察发现，学生对思政改革的反应是积极的、向上的，他们更易于接受这种渗透式、

潜移默化的思政教育方式，对课程本身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有提高，实现了德育智育相互促进。实

事求是地讲，改革效果是积极的、肯定的、明显的，课程思政改革是可行的、有成效的，也是有加强和

发展空间的。 

6. 结语 

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课程思政改革的可行性、成效性已在试点地区得到证实，其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刚刚开始，必将迎来大发展，必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迈上新台阶，必将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必将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的育人格局，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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