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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材料化学实验是材料领域相关专业本专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实验课程，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

重要举措，本文分析了材料化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的必要性，从教学大纲、教师队伍、思政元素、

教学方法、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相统一，努力培养一批

新材料领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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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erials chemistry experiment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s science. The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cultiva-
tion of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terial chemistry experimental course. It proposes ex-
ploring and implementing changes in the syllabus, teaching tea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The objective is to integrate value shaping, 
knowledge transfer, and ability training, to foster a group of innovative and exemplary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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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material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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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承载着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培养德才兼备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育人的根

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1]。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等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中心环节，必须将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

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结合，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全员

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2] [3] [4]。课程思政建设是以

课程为基础，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充分挖掘提炼各类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

治教育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心同向的育

人大格局[5] [6] [7]。 
湖北大学材料化学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也是专业知识和工程技能紧密结合的专业，旨在适

应社会发展需求，改革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完善课程体系，强化特色教育，努力培养具备良好道

德品质、科学素养、创新意识、社会责任的拔尖创新人才和新材料行业产业建设与发展急需的后备力量。

材料化学实验是材料化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实验内容设置注重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相结合，

主要包括验证性实验(溶胶–凝胶法制备粉体材料、沉淀法制备纳米材料等)、综合性实验(高温固相法制

备发光材料、溶剂热法制备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等)和设计性实验(陶瓷的高温烧制、互穿网格结构共聚物

的设计合成等)。这些实验的设置可以使学生对材料制备、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

有更加清晰和明确的认识，夯实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从而激发学生的科研探索精神，提高学生科技创

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作为材料领域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化学实验也是课程思政建设

的主战场，蕴含着艰苦奋斗、勇于创新、诚实守信、团队合作等丰富的思政元素。本文根据材料化学实

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特点，探索课程思政教育在材料化学实验中开展的实践途径，将思政教育和专

业知识传授有机融合，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团结协作的团队意识和坚

韧不拔的科学品质。 

2. 高校材料化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探索必要 

材料化学实验是一门针对材料领域相关专业本专科生开设的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实验内容设置体现

了纳米材料、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等相关专业课程知识的有机融合，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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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强，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多门课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承担着加深

学生知识储备层次和激发学生学习研究兴趣的专业引导作用，促使学生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8] [9]。材料

化学实验一般安排在大学二年级刚开始专业课学习的阶段上课，对学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培养科学思

维和提升创新能力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但传统的教育方法只是单纯的讲授实验内容和操作方法，难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容易忽视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与高校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不相符。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率和使用率不断提高，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

来越多，这些信息鱼龙混杂，容易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误导性的影响。因此，材料化学实

验作为重要的专业基础实验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迫在眉睫。 
材料领域相关专业的学生作为国家新材料行业产业的储备人才，肩负发展和振兴国家新材料新工业

的历史重任，而实验课程作为连接专业理论知识和工程应用实践的桥梁，是培养当代社会发展急需紧缺

人才的重要环节[10]。材料化学实验课程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讲授互相隔绝的局面，将思政元

素充分融入教学内容中，从教学大纲、课程目标、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等方面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

改革途径，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而行，相得益彰，以满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求，也有

利于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材料化学实验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理清

课程思政教育的具体要求，结合实验课程的教学特点，挖掘提炼蕴含在课程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元素，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情怀、民族自信、科学素养、社会责任等元素合理安排在实验教学过程中，

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努力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和新材

料行业产业建设与发展急需的后备力量。 

3. 高校材料化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途径 

3.1. 改革教学大纲，保障课程思政建设的贯彻执行 

教学大纲是根据学科内容和教学计划的要求编写的教学指导文件，以纲要的形式规定了课程的教学

目的和目标任务，教材内容的范围、深度和体系结构，教学安排和教学方法等，是编写教材和课程教学

的主要依据，也是评定学生学业成绩和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11]。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内容是综

合考虑材料化学实验课程的特点和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秉承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相结合，

改革教学大纲，重塑教学目标，明确教学使命，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从而培养出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新材料拔尖创新人才。材料化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思政教育和实验教学的

有机融合，将思政元素贯穿在原理知识讲解和实验操作流程中，培养学生解决材料化学中组成–加工合

成–组织–性能之间相互关联且相互制约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设计和制备满足特定需求

材料的工艺方法，提升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同时引导

学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重培养学生的治学态度、创新意识、团队合

作和社会责任感，激励学生勇攀科技高峰。 

3.2. 强化教师队伍，提高课程思政建设的培养水平 

教师队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主力军，所有教师都要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12] 
[13]。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要切实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强化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教师

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创新作为，努力实现教学思政科研协同育人和全方位育人。高校要积极举办课程

思政建设培训会、示范教学和优秀课程观摩展示会、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活动，通过教学示范、名师培

训、教研讨论、专业指导等措施，提高教师的思政育人能力，以点带面，逐步铺开，辐射推广，促使思

政教育与专业课程之间融合、互动、交流，实现教书育人的协同效应。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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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巨大，因此教师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严于律己，严谨治学，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升自身思

想政治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同时要了解掌握课程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科研成果，充分挖掘材料

化学实验对材料学科的内在价值和社会意义，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开展材料化学实验课程

教学时能循循善诱、层层推进，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和榜样作用。 

3.3. 挖掘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内容 

材料化学实验是一门材料类专业实验课程，每个实验项目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比如爱国主义、

民族精神、科学素养、社会责任、职业道德、团结合作、开拓创新等，教师要结合当今社会的时事政治、

经济发展趋势和专业科学前沿，深入挖掘提炼思政教育要点，将思政元素和实验过程有机结合，实现专

业知识教学和课程思政教育的融汇贯通，才能更好地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比如我国在抗击“新冠”疫

情中提出了一系列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的重要举措，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打赢疫情保卫

战，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同时讲述钟南山、张定宇、李兰娟等抗疫英雄的先进

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坚定学生知识报国、科技强国的信念。在实验教学中，虽然每组同学的实

验设备、操作方法、药品试剂都是一样的，也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比如产品形状、颜色和产率

等，从而导致产品的测试表征数据不一样，教师需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引导学生领悟马克思主义实事

求是的精髓，理性对待实验结果，准确记录实验数据，将学术诚信教育贯穿实验教学全过程，树立正确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实验课程教学不仅是实验内容的讲授，团队协作、实验药品试剂的存储、

实验耗材的分类处理、实验室卫生和安全教育等也都蕴含着思政元素，通过引入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增

强学生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完善的课程思政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

同时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创新能力和探索精神。 

3.4. 创新教学方法，发挥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功能 

材料化学实验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是授课教师先讲解实验目的和原理，以及实验步骤和操作方法，

然后指导学生分组完成具体实验操作流程，得到实验结果后撰写实验报告。这种教学方法形式单一，难

以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操作的积极性，容易出现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果较差等问题，不利于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实验课程要创新教学方法，充分利用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良好契机，坚持以学生

为中心，发挥实验教学的德育功能，构建科学合理的实验课程思政教育新模式。教师可以将雨课堂、虚

拟仿真技术、翻转课堂、慕课、典型案例分析、超星学习通等智慧教学工具和新型教学模式应用于实验

课程教学过程中，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丰富实验教学内容，将课程思政教育与实验内容教学有机融合，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教师还可以鼓励

学生通过实验课堂的学习，积极参加第二课堂、科研兴趣小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学科竞赛等活动，

掌握前沿知识、拓展学术视野、实现思政融入教学、教学引领科研的目标。 

3.5. 完善考核机制，提升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效果 

开展教学评价和建立考核机制是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探索量化和质

性相结合，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相融合的考核机制非常关键[14]。实验课程的考核评价要注重学生专业知

识、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三个方面的考察，加强对学生课堂内外、线上线下及过程性学习的考核评价，

评价内容除考试成绩外，还要包括实验报告、课堂表现、PPT 汇报展示、小组互评等多种内容形式，将

思政教育评价巧妙地融合在实验课程考核的各个环节中。课堂实验、PPT 汇报展示等是以小组的形式完

成的，增加小组互评，可以更好地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增强学生的协作意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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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也可以利用网络问卷调查等方式，定期开展学生学习情况调查，及时获取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

实验教学内容的学习状况，并根据调查反馈的现状与问题，积极调整教学方案和思政元素。此外，还要

跟踪调查学生毕业 5 年后的发展状况，统计学生在实际工作岗位中对当时实验课程学习的意见和建议，

相关课程团队教师进行分析讨论，持续改进、逐步完善教学各环节，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4. 总结 

材料化学实验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举措，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内涵，积

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有助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实验课程从改革教

学大纲、强化教师队伍、挖掘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坚持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相统一，将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素养、社会

责任、团结协作等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实验课程教学全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材料科学领域的专

业基础知识和实际应用价值，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探索创新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真正做到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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