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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教育课程改革的时代主题下，探索中学化学课程中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实现中学化学传统

教育向化学课程思想政治理念教育的转化。以中学化学课程为例，讲述了中学化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

革的可行性。将新时代的新理念充分融入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教学计划和课堂。根据课程内容，深入

探索中学化学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和实施方案，讲述了中学化学课程思想

政治理念教育改革的方法和路径。此外，研究采用线上调查的方式，调查多名化学教师对于化学课程思

想政治理念的看法和反映。通过课程思想政治理念的改革，化学教育和思想政治理念相结合，提高广大

中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培养科学精神，树立生态文明思想，培养科学的环境观和资源

观，增强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加强自我价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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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theme of educational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le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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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urriculum, and realizes the trans-
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chemistry education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urriculum. Taking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eform of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curriculum. Fully integrate the new ideas of the new era into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sylla-
bus, teaching plan and classroom.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actors in middle school chemistry curriculum are deeply explored.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ways 
and path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chemistry courses in middle school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dopts an onlin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opinions and reflections of sever-
al chemistry teacher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chemistry courses.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dea, the chemical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irm ideal faith, cultivate scientific spirit, set up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develop a scientific 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view,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trengthen self 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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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我国的新一代青年学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顶梁柱。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问题以及学生终生发展的

核心能力无时无刻都关乎着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因此，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核心理念就是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教育任务。习近平针对“立德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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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时，更是明确

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要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

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课程思想政治理念是我们近代以来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是我国在

课程改革中为了学生的全面素质发展提出的新方法。课程思想政治理念的推出与实行有助于我国更好地

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1.1.2. 课程思政的迅猛发展 
课程思想政治是一种新的长期运行机制和协同创新机制。在我国经济飞快的发展、思想政治的全面

改革下，思想政治观念全面升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遭受到了强大的挑战，我国的传统教育改革也

迎来了巨大的困难。我国现代教育理念坚持德育为先，传统的教育理念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我

国的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与改进，已经从一开始的摸索时期进入到了全面发展时

期，在各大学科之间都能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子。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行可以优化传统教育教学理

念，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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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把课程思想政治理念融入中学化学教学之中，为广大中学化学教学提供了新的教学方法和新的教学

理念。本课题全面地研究了课程思想政治理念在中学化学中的探索和实践，从化学教学方面及教师自身

教学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实践，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更好地运用到化学教学中去，使学生

培养良好地思想政治素养，以及提高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 

1.2.2. 实践意义 
在当前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背景下，通过整理现在拥有的研究成果，充分开发化学课本中的思

想政治教育因素，建立中学化学教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让思想政治教育与和化学课程教学相结合，

并且结合新课标的变化以改变传统的化学教学方式，提升化学的教学层次和教学质量，丰富化学的教学

内容。 

1.3. 化学课程思政概念界定 

化学课程思政指的是在化学课程教学中建立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它不是增加一门学科课

程，而是通过把思想政治教育加入到化学学科教学过程中，充分开发中学化学教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中学化学课程中拥有大量的家国情怀、法制意识、责任意识、科学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此

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心，以达到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目的。化学课程思想政治是为了在中

学化学课程中宣传和传授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让学生在化学课堂学习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思想政治

元素地影响。最终得以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学生的政治意识。从而实现中学化学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念同步灌输给学生。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分析法 
通过查阅大量的硕士论文、期刊报纸、和相关书籍以及相关外文文献与课程思想政治理念有关大量

文献。通过知网、万方数据等文献检索平台分别以“化学课程思想政治改革”、“化学学科交叉性”、

“课程思想政治理念与化学教学”等为检索词，将收集到的符合条件的相关文章及期刊，结合自己的想

法观点对其进行整理归纳与分析。 

1.4.2. 问卷调查法 
通过制定相关化学课程思政的题目的线上问卷，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填写的方式让参与的教师

进行填写，并对得到的全部结果进行整理与分析，总结出现在中学化学课程思想政治实施所存在障碍与

阻力问题，并对现代化学课程教育存在的一连串问题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和建议。 

2. 中学化学课程思想政治理念实施的可行性 

2.1. 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 

习近平强调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引导学生增强对道路、理论、制度的信心，以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3]。同时非常重视我国素质教育和学生思想教育的发展，为

的是能够促进我国学生的全面发展，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各门课程之间要保持

一条渠道，种植一个良好的责任场，使各门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走到一起，形成协同效应”[4]。“要

坚定理想信念”，“培养爱国主义”，“增长知识和洞察力”，“培养奋斗精神”和“提高综合素质”。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215


李艳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6215 1412 创新教育研究 
 

2.2. 新课标的育人目标 

中学化学课程是教育知识与学生日常生活拥有巨大关联的课程，是培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承

载体。《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简称“新课标”)明确提出：学生要通过化学学科学习而逐

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一高中化学核心素养[5]。新课标的要求表明中学化学同

样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学化学教学相互取长补短、互相依赖。 

2.3. 中学化学在课程思想政治理念的优势 

今天的化学，在社会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化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贯通交

织，形成新一代的化学教学理念。《中学化学》是一门全面介绍化学全貌、化学分支、化学基本原理和

现代化学研究前沿等内容的课程。通过中学化学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自我实践能力、

观察能力与思维能力。获得从化学视角认识物质世界的基本能力，理解社会可持续发展赋予化学的使命，

培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形成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简而言之中学化学中拥有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运用合理，可以使得中学生培养良好的科学素养。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得以保障。所以，中学化学思

想政治理念的改革乃是社会所需。 

2.4. 中学生的年龄优势 

中学化学是学生在学习期间接触的第一门与化学相关的学科，思想政治课程理念对于当前中学化学

课程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强，对于不懂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兴趣，并且中学生正

处于自我观念的发展时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萌芽期。他们精力充沛，能够接受新知识和新情感，但他

们的心理、思想和发展尚未成熟。因此，对中学化学教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更为有利。 

3. 当前中学化学课程中的思政教育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3.1. 调查目的与内容 

中学化学教材中拥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中学化学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并且在最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身心素质的发展和科学素养，对我国现代

教育改革提出了很多新的教育要求。为了探索课程思想政治理念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发展，就要了解现

代中学化学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对此将使用线上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对咸宁市附近的鄂南高级

中学、温泉高中、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红旗路高中、咸安区永安中学、咸宁市第四中学、咸宁市第五

中学、咸宁市香城学校、嘉鱼南嘉中学、崇阳县龙阳高级中学、崇阳县一中等十多所学校中的 100 名中

学化学教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化学教学内容中思政教育的挖掘等方面进行调查了解。 

3.2. 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3.2.1. 关于化学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的调查 
经过调查研究及分析调查结果发现，对于中学化学教师对化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有了一定

程度的了解，在对问卷调查结果总结分析后，发现大部分中学化学教师对于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持有不是很

重视的态度。如图 1，教师对于课程思想政治理念教育特别重视只占 11%，比较重视占比 18%，一般重视

占比 56%，更有 15%的不重视课程思想政治理念教育。经过了解，部分教师认为，思想政治课程教育理念

是属于文科科目的东西，对于化学科目来说，让学生学习好课本必须掌握的知识和考试范围内容熟记就好，

对于政治方面和社会热点问题不必给予太多的注意力。从此次可知，大部分化学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很少注重化学教学内容和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忽视了现代中学生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实际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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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chemistry teachers’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of curriculum 
图 1. 化学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比例 

3.2.2. 化学教师挖掘化学教材中的思想政治资源的频率统计 

 
Figure 2. The frequency proportion of chemistry teachers digg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n chemistry textbooks 
图 2. 化学教师挖掘化学教材中的思想政治资源的频率比例 

 
从图 2 的数据比例来看，总是能挖掘化学教材中的思想政治资源的化学教师占比 3%，经常能挖掘的

教师占 21%，偶尔挖掘的占比 48%，从不挖掘的占比 28%。这说明大部分化学教师很少会去挖掘化学教

材中的思想政治资源。从这里可以知到，中学化学教材中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还没有被化学教师充

分利用起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是将课本的表面内容传授给学生，那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教学方式

只会忽视中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没有把学科与学生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得学生的科学素养得不到全

面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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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的调查研究，增强中学化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实施效果，需要重视中学化学课本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重视教学过程的多样性，将化学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环境的相关性充分结合。

为了中学化学课程思想政治理念的实现，教师队伍的建设也非常重要，化学教师也应该提高对于课程思

想政治理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提高全体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相应的教学能力。通过这样

的方式，才能全面提升中学化学教学中的教育水平和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4. 中学化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理念的途径 

4.1. 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想政治”意识 

在社会高度发达的新时代，单纯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班主任来指导学生思想的问题日益突出

[6]。我们要强化各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倡导各教师自觉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该站在“思想

和专业”的战略高度来培养人，而不是把学科作为简单的知识传授。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教师也要

树立高标准，修身养性，把握方向，把握大局，自觉把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融入学科课程。教师要拥有正

确的政治观念和坚定的政治意识，实现教师育人的本意，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社会主义接班人

的重大责任。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中学生阶段的重要性，努力提高教师

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教学能力，保持终身学习理念，认真学习化学教材，深层次开发化学教材中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并把其中的思想政治元素与教材本身内容想结合，运用到化学课堂上去，一起通过化

学知识教给学生，用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会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教师个人思想政治能力

有限，因此我们要发挥团队精神，共同探索中学化学课程的思想政治要素，更好地实现“说教、授业、

解惑”。 

4.2. 探索中学化学课程的思想政治要素 

中学化学课程中包含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它展现了科学、知识和思想的三者统一。在学习

科学知识的同时，正确运用科学知识，可以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学生道

德修养的协调发展。化学教师需要挖掘化学课程中的思想政治因素，并将其通过与课程内容一并传授给

学生学习。 
例如，一开始人们所穿的衣服都是由棉麻制作而成，在当时那个年代我国科学技术又不发达，衣服

色彩单一朴素，随着科学技术的提升和发展，染料的合成以及合成纤维的研发，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样

式多种多样，颜色鲜艳，既好看又耐穿更是保暖。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改善，传统技术与现代技

术的结合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通过学习这些知识，可以培养学生有发展的眼光，尊重科学技术的发展，

成为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国国情的制造业科技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不良奶粉事件来告诫学生，提高学生

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曾子曾说：“言行一致”。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利益和正直。在中国化工发展史上，

涌现了许光贤教授、袁隆平教授等名人，通过这些化学杰出科学家的介绍，增强学生心目中科学家的形

象，让学生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拥有科学家的价值，可以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动机

和文化自信。 
中学化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课程，与其他通识教育、人文教育和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是思想政

治教育和科学人文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渠道。科学求实、严格求实、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态

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科学素养、内在修养、思维习惯和逻辑模式，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

产生深远影响。科学教育强调智力和沟通技能的发展，以及性格和积极态度的提升，以及社会教育领域

目标的实现，强调合作学习和社会科学决策，科学知识蕴含着许多真实而宝贵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通过对生命活动和规律的探索，我们可以为人类谋求幸福，为社会谋求发展，这不仅体现了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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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入至的科学探索精神，也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合理

地引入典型的科学故事，既能讲述实验设计的严谨性，传达科学精神，又能传达科学家在科学探索和研

究中的人文关怀，从而润物无声。 

4.3. 丰富教师教学方法和手段 

4.3.1. 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我们将课本知识与生活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学化学是学生刚刚开始接触的陌生学科，学生的第一印

象往往很重要，通过使学生看到化学，并对他们看到的东西感到好奇，从而理解化学。为了减少学生对

于新学科的陌生感，增强学生对于中学化学的好奇心以及提高学生学习中学化学的学习动机，我们要采

取教学理论和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方法去教导学生。从学生身边的生活环境入手，将化学教学与学生生活

环境结合，拉近学生和中学化学课程的亲近感。在讲课时给学生讲授一下生活中常见的化学。以学生的

日常生活环境中的化学问题为线索入手，从化学与健康、化学与生活中的材料、化学与环境保护三个基

本方面展开讨论。使学生了解到化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了解化学在改善人类生活，提高

生活质量以及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有重要作用。感受化学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提高学生的科学

责任心和化学素养，形成科学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观念。例如，我们身上穿着漂亮时尚的衣服需要经过化

学方式的处理，以及许多衣服的材质都是化学合成的合成纤维；每天常用的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是化学产

品以及我们生病后所需要的药物通过也是化学合成的。化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我们要利用化学来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要利用化学来保护好我们生存的环境，否则将会给我们

社会环境带来严重的伤害。 
在学生学习到燃料及其利用这一单元的课题一燃烧与灭火这一课题时候，通过身边的用火来烹饪食

物以及火箭升空来让学生了解到燃烧对于我们生活中的用处，再通过火灾发生的实例来讲解过度燃烧的

危害层面，让学生培养起一个安全意识。还有灭火器及其使用方法、灭火原理和适用范围的学习让学生

建立起一些应急防范措施，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在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要充分利用学生自身环境的教学元素，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组织学

生开展交流探讨、实验探究等多种多样的学习活动，使学生有机会接触身边的实际问题；帮助学生在面

临冲突的情境中做出价值判断，形成科学决策，让学生们认为化学更具有激励性，趣味性，与他们生活

更相关，并培养了一系列可转移的高阶思维技能，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科学思想。 

4.3.2. 丰富教学课件 
我们仔细地为每一页制作课件。动画和视频的引入增强了图像感、美感和逻辑感，调动学生对于这

一门课程的积极性，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吸收新知识。在学生学习燃烧与灭火这一节课时，插入烟花燃

烧的美丽画面，既能更容易吸引学生，又能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在给学生讲授燃烧原理与灭火原

理时，可以通过其相关精美视频播放，引入燃烧与灭火演示动画，使抽象复杂的知识易于理解。 

4.3.3. 探索科学问题促进自主学习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中学化学是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这门中学化学学科可以促进学生的创新发展能力和自我实践

能力以及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根据本课程的特点，我们可以关注本课程的每一章，这与本课程的内

容密切相关。在课堂上，学生可以提取预览，通过提问学习知识，并通过搜索文献和材料鼓励学生科

学回答；学生可以分组讨论，上台表达个人观点，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以及自我表达能力，此外，通过

让学生自行阅读文献寻找信息，激发学生自己独立思考问题，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215


李艳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6215 1416 创新教育研究 
 

4.3.4. 结合社会热点，科学猜测，祛假保真，辨别谣言 
结合与中学化学课程内容相关的社会热点和生活实例，介绍与化学有关视频事例和资料。通过教师

的生动展示和学生小组的讨论和演讲，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逐步揭示科学问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

导学生通过现象揭示本质，消除虚假和真实信息，识别谣言。同时，通过基础知识的学习，激发学生独

立、理性、科学地思考，培养学生关注社会民生问题、行业需求和国家政策，提高社会责任感和承担意

识。例如，传说中晚上会跟着人身后飘的“鬼火”，到底是真是假？通过我们的燃烧与灭火原理学习来

证明原来我们所见到的鬼火是因为人和动物的骨头里含有磷元素，尸体腐烂后经过变化，会生成磷化氢，

磷化氢的燃点很低，夏天的气温很高，到达了磷化氢的着火点，并且与空气接触从而使得磷化氢气体发

生自燃。走路的时候带动身边的气流，因此它就跟着在身后飘动。通过揭露现象的本质来增强学生对于

未知事物的了解，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心，典型案例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激发学生对于化学

事物的好奇心，从而增强学生学习化学的积极性。通过让学生了解本课程知识点背后的科学探索与验证，

指引学生认识到科学探究理念的核心是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的探究思维，倡导科学情感。 
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还应更加关注教育方法、学科前沿发展、国家大事、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和就业

前景，从各个方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和能力[7] [8] [9] [10]。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

中引入谣言，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互联网上传言酒精可以抗病毒，引导学生思考新型冠状病毒对

75%医用酒精的敏感性，以及对高温、紫外线和含氯消毒剂的敏感性。然而，75%的医用酒精只能有效

杀灭物体表面的病毒和细菌，通过变性和灭活蛋白质达到消毒灭菌的目的。然而，人体饮用浓度为 75%
的医用酒精不能起到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作用，酒精进入消化系统会对免疫力产生影响，从而增加

感染的风险。通过生活中常见的事例和社会热点，引导学生科学思考，保持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 

4.4. 在化学实验中实行课程思政理念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根本，理论为辅佐的自然科学，通过化学教学使学生形成化学、环境和社会和

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价值观。中学化学实验将实验探究的过程与方法、实验的操作技能、实验安全和环

境的保护意识，以及科学态度等融为一体，使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之间的

关系。增强学生对科学的积极态度和探索应用科学的社会责任感。中学化学实验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更是培养学生学会节约药品、爱护实验器材和保护坏境的良好精神品质

以及保证自身安全的防范意识。在中学化学实验中实行课程思想政治理念，更能够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例如，在学习钠的化学性质这一章节时，通过实验可以了解到金属钠与水可以剧烈反应的同时，让

学生观看过量的金属钠在水中发生爆炸危害的视频，再要求学生在做完实验后将剩余的钠进行回收，实

验废液不得直接倒入水槽，否则不仅会污染环境，如果有剩余的钠进入水槽将会发生危险。使学生建立

起实验安全意识和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运用到化学实验中去，让学生懂得节约的概

念，不乱扔药品，不随意取过量药品，灌输保护环境，绿色化学的思想理念，做完实验的化学废液不随

意倒，统一放入废液回收罐中。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熟记危险化学品标志，不直接用手触碰药品，

不随意尝闻药品味道，养成良好的安全化学品质。再通过化学著名科学家的实验经历使得学生认识其坚

持不懈，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 

5. 结论 

中学化学课程思想政治理念的实施，有利于教师挖掘化学教材中的思政教育因素，丰富化学教学资

源，增强化学教学效果。通过广泛获取信息和文献资源，不断丰富和拓展课程的思想政治内容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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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化学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要求教师重视相关技术和知识的前沿发展，将理论教学与实际案例相结合，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把做事的原则、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民族感情和责任感融为一体，使得中学

化学课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教育功能。最终实现传授知识、加强道德教

育、培养人的科学素养和领导价值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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