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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课堂思政教育已经成为当前高校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从验证实验、综合实验和设计实验

等方面，探讨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从而使学生树立全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学

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能力，提高安全和环保意识，提升社会

责任感，建立健全的人格。为专业实践课程开展思政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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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rried out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current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in universities. In this articl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al course are ex-
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lidation experiment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and design 
experiments. The students should be enabled to establish an overall point of view, a spirit of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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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operation. The students’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spectives, scientific think-
ing methods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should be cultivated. The awareness of safety and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improved,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enhanced, and 
a sound personal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urse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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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已发展成为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2016 年 12 月 2 日，中国教

育报发表《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课程思政这一概念[1]。2017 年 6 月，

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上海调研片会暨高校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2 年 7 月 25 日教育部等十部门发布了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标志着课程思政已经成为当前新一轮高校课程改革的重要

内容。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

作的根本标准。尤其是当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学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才培养的必备内容。要求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使各类课程与思

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有机化学实验是高校化学、化工、药学、医学、生物、材料、食品和环境等专业的重要基础实验课

程之一。它包括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基本操作和实验技术、有机化合物的制备、有机化合物的性

质实验和理论知识等[2]。通过验证实验、综合实验和设计实验，达到巩固理论课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态度，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实验习惯以及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动

手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激发学生对科研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往的实验教学工作中，往

往只注重专业能力的培养，忽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在全课程“大思政”背景下，如何发掘专

业实践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并融入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有机化

学实验作为一门专业实践课程，我们主要从验证性、综合性实验和设计实验出发，挖掘出蕴藏在该课程

里的以下几方面思政元素。 

2. 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2.1.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机化学实验的内容，我们开设了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实验，这些实验内容蕴含着丰富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比如：熔点、沸点的测定以及萃取等验证性实验，每位学生进行同

种实验所测结果不一样，因此，在实验数据采集时，要求学生实事求是地记录实验结果，不能篡改或编造

实验数据，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有机物的制备属于综合性实验，同样拥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比如：

1-溴丁烷的制备实验蕴含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正丁醇与浓硫酸和溴化钠加热回流反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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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成 1-溴丁烷，属于主要矛盾；同时存在副反应，包括正丁醇发生分子内脱水生成 1-丁烯和分子间脱

水生成正丁醚，属于次要矛盾。这就决定了反应后处理时，1-溴丁烷的纯化要抓住主要矛盾，根据 1-溴丁

烷的理化性质与杂质 1-丁烯和正丁醚的差异，采取正确的分离和提纯策略。1-溴丁烷不溶于浓硫酸，而

1-丁烯溶于浓硫酸，正丁醚被浓硫酸质子化而溶于浓硫酸，因此，可以通过用浓硫酸洗涤反应混合物的方

法来除去这两种杂质。正丁醚的制备实验蕴含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哲学思想。在浓硫酸的作用下，反应

温度控制在 134~135℃，正丁醇发生分子间的脱水反应，生成正丁醚；改变反应条件，反应温度高于 135℃
以上，正丁醇发生分子内的脱水反应生成 1-丁烯。其结果是由正丁醇的分子结构(内因)决定的，不同的反

应温度(外因)影响其产物的变化，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因此，实验要控制好反应温度。苯亚甲基丙酮和二苯亚甲基丙酮的制备实验中蕴含着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

系。在氢氧化钠的作用下，苯甲醛和丙酮在室温下发生缩合反应。当丙酮中加入苯甲醛，丙酮过量时，生

成油状的苯亚甲基丙酮；但随着苯甲醛加入量的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苯甲醛过量)时，引起了质的变化，

反应生成了固体二苯亚甲基丙酮。在环己烯的制备实验中，以环己醇为原料，浓磷酸为脱水剂，通过加热

反应来制备环己烯。为何不用浓硫酸作脱水剂？根据反应原理并联系浓硫酸的化学性质，浓硫酸是具有强

氧化性、脱水性的强酸，容易将环己醇氧化成环己酮或己二酸，甚至将环己醇局部碳化，而且反应时浓硫

酸被还原成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毒气体二氧化硫。而浓磷酸属于非氧化性的中强酸，在反应过程中起脱水剂

的作用。在实验中予以验证，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有机物的制备实验

中，都涉及到产物的分离和提纯问题。联系有机化学课程中所学过的理论知识，找出有机物的物理性质或

化学性质的异同，根据其差异性或特殊性来除去杂质，从而到达提纯有机物的目的。既反映了事物是普遍

联系的观点，也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思想。 

2.2. 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创新能力 

有机物的熔点、沸点的测定和有机物的萃取等验证性实验，在获得感性认识的同时，学生通过对实

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实验的结论，并通过实验的重复来确认其可靠性。有机物的制备

等综合性实验，从反应原理、实验仪器、试剂的物化性质出发，要求熟悉和掌握实验目的、过程、现象

和结果，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实验细节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形成科

学的思维方式，达到能够独立思考，为将来能够承担相应的科研工作服务。水蒸气蒸馏属于综合性实验，

通过水蒸气蒸馏的原理及方法来提纯有机物。实验过程中通过认真观察并记录水蒸气发生器、蒸馏部分、

冷凝部分和接受器等四部分装置内发生的实验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和解释实验现象产生的原因，

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苯甲酸乙酯的合成方案设计实验，要求设计方案中包

括实验的目的、要求，反应的原理，反应装置，实验试剂和仪器设备，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等，独立地

设计出实施方案，并作可行性分析。通过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实验结果的分析，验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

假设的正确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提升创新能力，形成初

步的科研能力。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3. 树立全局观念，培养团结协作精神 

有机化学实验内容，无论是验证性实验，还是综合性实验，由于我校实验器材有限，我们采用 2 人

一组来做同种实验的教学模式。强调同组学生课前认真做好预习，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同组学生要有全

局观，协商分工，合理分配实验内容，通力协作来完成实验任务。这有助于培养学生树立全局观念，培

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实验组均能比预期提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实验任务。当然，

这种分组实验的方式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个别学生甘于做“南郭先生”，滥竽充数，这不利于独立能力

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是需要避免和改进的地方。实验结束后，发现有个别学生不清洗自己用过的玻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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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或干燥好的玻璃仪器没有按规定收回自己所在的实验柜里，或者玻璃仪器打破后没有及时登记补领，

这些行为都是缺少全局观念的表现，造成下次实验时出现玻璃仪器短缺或实验时间拉长的现象。这种现

象一经发现，及时制止，防微杜渐，使学生逐步树立全局观念。 

2.4. 提高安全和环保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建立健全的人格 

有机物具有挥发性大，熔点、沸点低，易燃烧，热稳定性差，易受热分解，反应复杂，副反应多等特

点，存在不少易燃、有毒、易爆的有机物，因此，开展有机化学实验时，实验安全是需要强调的头等大事。

在进入实验室之前，组织学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的学习[3]。结合我校的实际

情况，组织学习《韩山师范学院危险品安全管理办法》《韩山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韩山师范

学院实验室安全与环保事故应急预案》《有机化学实验室规章制度》和《韩山师范学院实验室准入制度》

等知识，掌握实验室事故的预防措施，事故的处理和急救方法，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进入实验室的资格。 
学生进入实验室时，必须穿好实验服，不准穿短裤、拖鞋和凉鞋等裸露皮肤的服装；女生不能涂指

甲油；不准将食物和饮品带入实验室；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这既是实验室安全的要求，也是培养良好

实验习惯的开端。课堂上重点传授实验的原理和方法、实验操作的要领和注意事项等。药品的取用采用

专用工具，使用完后及时复原，并避免药品的交叉污染。取用带腐蚀性的药品，建议戴上防护手套。处

理有毒有害的气体、有挥发性的药品及有毒试剂时，在通风橱内进行。溶解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药品

时，用耐热容器处理。对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品建立领用申请和使用情况登记制度。杜绝用手直接抓

取沸石和磁力搅拌子。实验操作尽可能在通风橱中完成[4]。使用时，将通风橱的防护板拉下来，两只手

伸进去操作，防止将脑袋伸入通风柜里。除了毛细管法测定熔点的实验以外，需要加热的实验尽量避免

使用明火，选用电热套加热。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按实验室的相关规定处理。固体废物分门别类倒

入指定的垃圾桶里，不得倒入水槽里；废液根据来源、组成成分及其性质，分类倒入相应的废液缸里，

避免废液发生化学反应而出现安全隐患。废液不能通过下水道排放，以免造成下水管道腐蚀以及地下水

源和土壤的污染。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安全观，提高环保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实验现象的记录和数据

的采集，必须如实记录，不能篡改和编造。实验结束后，整理好药品、仪器，擦干净实验台面，恢复原

状；清扫实验室，检查好水电气暖后方可离开。使学生建立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下课碰

到吃饭时间时，不要穿实验服去食堂就餐，以免实验服中沾有对人体有害的药品，对自己和他人造成安

全隐患。这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3. 总结 

从验证性、综合性实验和设计实验出发，去发掘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我们将这些

思政元素融入到实验教学过程中去，避免课堂思政“硬融入和表面化”现象，做到润物细无声，充分发

挥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为专业实践课程开展课堂思政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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